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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初心使命 做新时代的好记者 

浙江日报全媒体政治新闻部 翁浩浩 

 

 

各位领导、各位同行，大家好！ 

    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作面对面的分享。今天，

我报告的题目是《践行初心使命 做新时代的好记者》。 

获得中国新闻奖，是每一位新闻人的向往和奋斗目标。非

常幸运的是，作为浙报记者的我，在职业生涯的第 16 年 4 个

月零 14 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11 月 1 日，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浙

江日报于 2018年 12月 1日刊发的报道《浙江为“最多跑一次”

改革立法》荣获文字消息类一等奖。 

纵观本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篇目，一等奖作品共 60 件，其

中文字消息仅有两件，《浙江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立法》能

够上榜实属不易。 

作为这篇报道的作者之一，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振奋。今天



 2 

我站在这里，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一年前，那段难忘的采写经历

是如此清晰。 

从浙报集团领导，到我所在的全媒体政治新闻部领导和同

事，再到全媒体编辑中心要闻编辑部、数字编辑部领导和同事，

我们凝心聚力、尽心尽力，只为同一个目标：打造一篇高质量

的新闻精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篇报道背后所凝聚的“三股劲”。 

一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古人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浙江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立法》报道，“厚积薄发”再贴

切不过。这条新闻短短 960 字，但我们前后“跟”了近一年。 

我们最早得知浙江要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立法，是在 2018

年初。当时，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安排初

定，《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位列其中。 

作为省人大和原省法制办的跑线记者，我们立刻觉得这部

法规不一般，随即将这一新闻线索向部门领导作了汇报。大家

一致认为，这条新闻具备“冲奖气质”。 

为什么这么说？从新闻理论上讲，新闻价值大小的判定标

准，主要包括创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等。我们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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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作了分析判断。 

首先，《规定》一旦出台，将开创省级层面为国家重大改

革立法的先河，属于全国首创，是浙江“三个地”使命担当最

生动的体现，创新性显而易见； 

其次，“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金名

片”，2018 年 1 月，中央深改办建议向全国推广浙江经验，后

来在 3 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多跑一次”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针对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立法，省委

主要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三，“最多跑一次”改革与民生息息相关，立法后将惠

及更多企业和群众，绝对“自带流量”，接近性自不必说。 

这样的新闻可遇不可求!浙报集团领导和部门领导对此高

度重视，并专门作出采写部署。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我们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做好报道的信心值和决心值立刻升到了顶格。 

在原省法制办起草《规定（草案）》过程中，记者时时关

注立法进程，并参与立法听证会，采访、收集相关素材。 

2018 年 6 月 26 日，十四届省委深改小组会议对《规定（草

案）》作了审议并原则通过；两天后，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

《规定（草案）》。记者采访了原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首次

全面梳理《规定（草案）》的特点、重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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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规定（草案）》以省政府议案形式提交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后，我们也同步转移“阵地”，及时采访省人大常委会

相关负责人。 

我们采访了解到，立法过程中，仅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

委员会征集到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中介机构、人大代表、

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建议就超过千条。公众关注热度之高，为

我们做好报道注入了新动能。 

2018 年 7 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初审《规定

（草案）》，我们到会全程旁听并采访专家，掌握立法的最新

动态，边跟进边学习边积累，自己也成了立法的“半个专家”。 

在人们印象中，深度报道往往动辄数千字。但实际上，千

字之内的消息报道也可以成为深度报道，即不仅告知公众“发

生了什么”，还要阐明“为啥会这样”“今后会怎样”，用深

入的思考和“浅出”的表达赢得受众。 

这种深度报道，要求记者必须具备两方面能力：一是对新

闻事件本身的把握要相当精准；二是对新闻事件相关领域的认

知有相当水准。而《浙江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立法》报道能

够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脱颖而出，不断地积累成为一把“取胜

之钥”。 

二是“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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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初，我们得知《规定（草案）》计划在当月

底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此时，距离会议

召开还有两周多时间。 

法规通过的消息，不仅省内媒体关注，中央媒体同样关注。

大家机会均等、同台竞技，谁工夫花得多、功夫做得深，谁就

能更胜一筹。 

进入“冲刺阶段”，之前报社制定并不断完善的报道方案

有序推进，各部门信息共享、各司其职。我们的工作也紧锣密

鼓展开——深入采访参与立法调研、法规草案拟定的省人大常

委会相关负责人和专家。 

但这些只是基础分，还必须拿到“附加分”：跳出浙江、

立足全国，进一步提升这条时效性很强的新闻的“鲜度”。这

就要求我们抓住关键处、找准关键人。 

于是，我们主动联系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

人，把握立法的重大意义和突出亮点。 

当时，我们一半以上的“脑细胞”，都消耗在了怎样用一

句话来定义立法的开创性地位。11 月 27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召开第一天，我们经过采访得到了一种定义：

这是一部创制性立法，率先在省级层面为全国深化“放管服”

改革和实现“最多跑一次”提供了制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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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述本身没有问题，但过于专业并不是新闻语言，总感

觉最后一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能不能精准、通俗地阐明立

法的开创性地位，是这篇报道成败的关键。”部门领导态度鲜

明：要求我们再和与全国人大、省人大相关专家沟通探讨。 

随着 11 月 30 日法规通过日子的临近，我们逐渐嗅到了紧

张的气息，但大家没有放弃，一次沟通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

就三次。与此同时，已成为立法“半个专家”的我们，也多次

给人大相关负责人和专家提供自己建议的表述。30 日下午，省

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内，《规定（草案）》即将进行表决。此时，

我们还在会场外作最后的沟通，终于得到了一个新表述：这是

全国“放管服”改革领域首部综合性地方法规，在省级层面率

先为实现“最多跑一次”提供了制度样本。 

这一表述具备全国格局且一目了然，在各大媒体中“独树

一帜”。浙报记者的钻研精神，也收获了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

责人的肯定。 

与此同时，我们对报道的谋篇布局和内容表达，都作了细

致研究和精心雕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选择了会场内外互动

的表现形式采写报道，分别选择了桐庐、庆元、衢州三个采访

地点，每个点都有深意。选择桐庐县，是因为此前省人大常委

会出台《关于推进和保障桐庐县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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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了立法的先行探索；选择浙西南偏远的庆元县，能够

体现“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广泛性；而衢州，是浙江“最多跑

一次”改革的先行试点市，具有标杆意义。 

采访对象也十分讲究，分别选择专家、企业负责人、普通

群众、政府办事窗口工作人员。他们每个人侧重讲什么，我们

在采访前都作了统筹安排，确保语言精炼、内涵丰富，展示立

法将给企业和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使报道更接“地气”、

添生气。 

三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干劲。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4 时多，《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

次”改革规定》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全票通

过。几乎同一时间，浙江新闻客户端和浙江在线发出消息《第

一次！浙江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立法》并进行推送，其中客

户端点击量达 33.9 万；由数字编辑部制作的新媒体产品《小

浙漫评丨“最多跑一次”改革 浙江立法了》以漫画和述评相

结合的方式在客户端呈现。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

动传播，迅速形成了立体声。 

但此时，我们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把一篇新

闻报道比作是一件工艺品，那么，新闻策划、采写、编排、传

播等各方面做出“艺术性”，这就需要有一种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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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们难忘 2018 年 11 月 30 日的深夜。窗外夜深人

静，位于报社 22 楼的全媒体指挥监测中心仍然灯火通明。集

团领导、部门领导、版面编辑、相关记者全神贯注、全情投入，

从标题到文字、从细节到标点逐个推敲，力求万无一失、精益

求精，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时分才最终定稿。 

12 月 1 日的浙江日报，“最多跑一次”的元素特别醒目。

除刊发消息，我们还配发评论《立法，为重大改革保驾护航》，

立体化报道这一我省乃至我国立法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浙江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立法》报道刊发后，人民网、

新华网、央广网、新浪网、搜狐网、今日头条、凤凰新闻、腾

讯新闻等 59 个门户网站、微信公号及微博进行转载，有效点

击量近百万。今年 3 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

通道”上，浙江为“最多跑一次”立法受到中外媒体关注。 

浙江为“最多跑一次”立法，开启了省级层面为国家重大

改革立法的新路径。同样，《浙江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立法》

报道，为省级党报如何做好重大事件报道提供了成功经验，也

为全媒体时代纸媒如何打造新闻精品作出了新的探索。 

这些，都成为了我人生中的“最美风景”，更积聚起我在

新闻路上接续前行的强大动力。 

10 月底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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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擘画了

新蓝图，其中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省委

十四届六次全会作出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构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闻作品是检验新闻工作者水平能力的

主要指标，是考查新闻战线职责使命担当的重要内容。生产更

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唱响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凝心聚力、汇智聚

才，是新闻战线的神圣使命。 

当下，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

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

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

作面临新的挑战。 

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环境如何变化，新时代的

新闻人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使命——坚持守正创新，用新闻

作品讴歌伟大时代、反映人民心声、推动社会进步。 

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四力”：练就坚实的脚力，背上

我们的全媒体记者包，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把人民

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敏锐的眼力，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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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判断、善于辨别；灵活的脑力，让脑子动起来，提高思考能

力和抓问题能力；遒劲的笔力，多一些事实分析、真情实感和

鲜活故事，多写“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作品。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接下来，还有许许多多重大历史时刻在等着我

们见证。我一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一行行真切的文字,

用一组组精彩的镜头，去抒写更多壮美的时代华章。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