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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政新闻民生表达的创新实践

融媒体时代，社会民众对时政类信息的获取欲

望更加强烈，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信息输

入，对时政新闻的可读性要求越来越高。这对时政新闻

民生化报道和创新能力提出考验。[1]

作为地市级党报，时政新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顶天立地”，上可传达市委中心

工作，下可满足群众的话语需求。融媒体背景下，地方

主流媒体应更多关注新闻产品对受众的黏合度，让严肃

的时政报道变得可读易读。

在媒体格局巨变的新常态下，洛阳日报报业集团领

导审时度势，高位思考，提出“生产流程工业化、内容生

产本土化、版面设置功能化、版式表达视觉化、报道视角

平民化、传播形式易读化、质量评价市场化、报纸发行精

准化”和“时政新闻民生性、社会新闻故事性、热线新闻

服务性、帮办新闻贴心性、财经新闻通俗性、情感新闻人

文性、文体新闻幕后性、新闻时评家常性”（简称“八化

八性”）办报新理念，立足用户、读者，促使党报从“新闻

纸”向“复合纸”的转型。

具体实践操作中，河南洛阳日报融媒体中心时政采

访部、重点报道部都进行了可贵的创新；要闻部在版面

设置、版式表达、传播形式等方面进行图表化、模块化等

探索，注重用户的需求、兴趣、阅读习惯，增强报纸可读

性。笔者以近年《洛阳日报》时政新闻民生性稿件为案

例，分析和解读时政新闻民生性的探索和尝试。

（一）会议新闻挖民生内容

会议新闻是时政新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民生信

息的富矿。重大会议活动中往往含有丰富的民生新闻

资源，在许多情况下，时政记者享有独家采访或优先采

访这些会议的优势。创新时政新闻，首先就要改进会议

报道方式，善于从会议中挖掘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信息，

改变标题及导语写法，突出有价值的民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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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洛阳日报》（2016 年 1 月 1 日头版）对市政府

常务会议的一则报道。一版消息标题到内容突出民生

内容，二版则对关注度较高的分级诊疗进行延伸报道。

消息：《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分级诊疗和居住证管

理等工作，来洛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条件可申领居

住证》 

延伸报道：《我市决定选择孟津县、新安县开展分级

诊疗试点工作 分级诊疗“十问十答”》

该组报道改变了过去会议新闻的生硬面孔，注意捕

捉有用信息、另辟蹊径，把更多民生信息放在突出位置。

受版面限制，消息不能把民生信息表达充分，二版又进

行了延伸解读。

会议新闻创新，记者可以从会议座次表中发现好新

闻，如《市政府全会首邀民营企业家参加》；从会议主席

台上发现好新闻，如现场短新闻《院士的笔迹》；从会场

动作中发现好新闻，如现场短新闻《深深鞠一躬》，以独

特的视角和深沉的情感触动了读者内心，从一个小切面

巧妙地呈现了全市工作大局之一角……

（二）报道立场的平民视角

传统时政新闻的写作，往往大处着眼，居高临下，说

教味道太浓，单向传播，让读者被动艰难阅读，这就需要

记者站在读者立场，换位思考，平行站位、用平民视角去

采写新闻，突出人文情怀。

举例：《洛阳日报》关于高考的一则报道：《记者探

访高考录取现场：录取一名考生，须走八道流程》，记者

就考生及家长关心的大学录取过程进行体验式报道，用

平民化视角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详细了解高考录取的每

一环节。

（三）报道方式的民生话语

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地市级党报主要锁定的目标

受众人群是党政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趋向精

英化。随着自下而上的民生信源与自上而下的民生议

题相互交融，民生议题逐渐由“小民生”转向“大民生”。

重要领导调研活动，摒弃居高临下的心态，突破了

传统报道严守条条框框的“新华体”，改变以往生硬面

貌，而是多为群众想一层，语言更接地气儿，更民生化。    

举例：《洛阳日报》关于省领导调研的一则报道：

《谢伏瞻在洛阳调研时强调 以“绣花”功夫推进脱贫攻

坚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惠民生》，记者采写细致， 不

仅关注领导去哪儿了，看了啥，说了啥，还能把群众的心

声表达出来。

二、融媒体时代下时政新闻题材创新

当前，我国的媒体融合发展已经风生水起，“中央厨

房”成为各级媒体融合的“标配”。一次采集、多种生成、

多元发布、全天滚动、多元覆盖的采编流程让一线记者

担起“一肩挑两头”的重任，同一报道，记者要分别给集

团下属的不同子媒体供稿，这对时政新闻报道提出了更

高要求。从新闻题材上看，现场新闻、工作通讯成为时

政新闻创新的又一舞台。

现场新闻，是新闻报道中最鲜活的一种题材，因写

法活、形式新、感情饱满受到读者好评。如何写好现场

新闻？其一，角度要选准。新闻采写是一个披沙拣金的

过程，而对新闻特写来说更是如此，要善于从众多事件

中精心选取一件“小事”，从繁杂的场景中摄取一个“镜

头”，以小见大、折射主题。例如《洛阳日报》刊发的《会

前小插曲》（2020 年 8 月 7 日 5 版）、《这个村，村干部开车

不关窗》（2020 年 8 月 24 日 7 版）就很有代表性。其二，

场景要鲜活。现场新闻，就要求记者身临其境，亲眼所

见、亲耳所闻，用真实生动的细节、恰如其分的烘托，提

升文字的张力。其三，情感要动人。笔端饱含情感，字

里行间彰显人性。例如《洛阳日报》2020 年 2 月 3 日 1 版

《首批洛阳援鄂医疗队出征》一文中，稿件的结尾写道：

“临别前，丈夫张鑫的话不多，只是攥着妻子丁华盈的

手，摇过来，摇过去，像极了热恋中的情侣”，就很打动

人。

工作通讯，是传统媒体最常见且极为重要的报道形

式之一，会议解读、主题宣传、典型报道等都属于该范

畴。融媒体时代，新闻讲究“短平快”，工作通讯如何吸

引读者眼球？笔者认为，写好一篇工作通讯，应做到三

点：“抓对点、懂政策”“分析透、有深度”“文风活、文

采佳”，兼具理、文、情三大要素。

“抓对点、懂政策”就是指领导关注什么、在意什么，

对工作如何阐释的，要心中有数。唯有把领导意图吃准，

才能把问题讲透，否则稿件写得天花乱坠，也写不到领

导心坎上。“分析透、有深度”指的是记者要有一种决策

参谋的意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典型中挖掘剖析提

炼出新理念新做法。如果蜻蜓点水、就事论事就难以增

强说服力。“文风活、文采佳”指的是文字优美，让人赏

心悦目，力求让晦涩的术语通俗化，让刻板的政策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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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把生动活泼的语言融入稿件。

三、时政新闻民生性路径探微

融媒体时代，地市级党报时政报道的优势主要体现

在对于重大民生信息的提供与权威解读上。不仅传达

政府和党的声音，还要表达人民的心声，在重大民生问

题上，要体现党报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洛阳日报融媒体

中心在持续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的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巩

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形成报、网、客户端等全媒体框

架。

如何把时政新闻做得更出彩、更民生化？笔者认

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注重栏目策划，关注大民生

大民生就是告别过去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将

关注重点放到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上来，放到与

百姓幸福息息相关的“国计民生”上来。

具体来说，当下洛阳的大民生问题包括城建、就业、

教育、社保、住房、医疗等，可学《广州日报》，把栏目主

要内容在一版右侧做块状导读，后面版面进行解读，站

在读者视角对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来进行政策解释，力

求通俗易懂，为民众提供生活指南。

（二）坚守民本取向，关注民生民情

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是党报民生新闻的

显著特征，其中，以人为本的民本取向是党报民生新闻

的核心内容，它使党报时政新闻具有浓重的人文关怀色

彩。记者采写稿子时，要坚守民本取向，关注群众关心

的热点问题，及时传递信息，上传下达，稿件内容多些人

情味儿，多做正能量的暖新闻，做带着城市体温的新闻。

（三）转变文风，把硬新闻变“软”

“话须通俗方传远”，多用大白话讲清大道理。时政

报道因其往往与重大政治性问题有关，一般比较严肃，

内容上领导讲话要占据很大篇幅，鲜活性和生动性不

够，导致文风生涩，很多时候“不说人话”。

要创新时政新闻，就要探索清新简约的文风，把枯

燥的文件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新闻语言，变成老百姓

听得懂的大白话，让群众喜闻乐见。这就要求记者不仅

仅是拿着文件改写新闻，而是要走基层，就文件深入社

区企业、田间地头，听到群众真实声音，这样才能贴近群

众，群众才会买账。在具体写作层面，应该突出细节，多

写人物的动作、表情和语言，以朴实的语言，反映群众生

活。 

（四）“短”中有干货，“短”中有内容   

时政新闻民生性，还要提倡短实新，杜绝假大空，

“短”中有干货，“短”中有内容。目前，时政新闻提倡简

化政务报道，压缩报道数量和篇幅。因为每个领导都有

自己分包领域，有些副市级领导负责不少民生项目，这

样的话，就要淡化领导，就事说事，“短下来”还要“有看

头”，把最核心民生内容写出来。如果是工作需要的、有

新闻价值的、能够产生积极社会效果的，就要在坚持精

简务实的原则下，给予准确充分的报道。

（五）加快“融”入，转换角色

媒体融合关键在人，需要每一位记者完成从报纸记

者向融媒记者的角色转变。相比之下，跑惯了会议新闻

的时政记者“融”的速度有些慢，“融”的层次还比较低，

存在“新瓶装旧酒”、照搬纸媒稿件、只添加图片不做二

次加工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时政记者也要发力

新媒体，在“两微一端一抖”等新媒体平台上抢占流量。

一要拼抢争先发快讯，以速度取胜；二要行动起来拍视

频。当下，短视频已成为新媒体的主战场。时政记者要

放下身段，用短视频讲故事，创造“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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