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力”让新闻人遇见更好的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

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回望自己 23 年新闻工作历程，深深地感

受到：一个新闻人的作品和价值观里，藏着他（她）走过的

路、想过的事、读过的书、追过的风。路走得多了，脚力增

强，信息灵通、线索不断；事想得深了，眼力增强，去沙留

金、精品频出；书读得多了，脑力增强、看到本质，严把导

向；风追得多了，笔力增强，吸引受众，增强传播。  

勤快增脚力，脚力生线索 

20 多年前，刚刚当记者时，我一空下来便骑着自行车去

街上找新闻，或者搭公交车去各乡镇走访通讯员找新闻线索。

当时我在墙上挂了一幅区域地图，每去一个乡镇，便在这个

乡镇所在的位置上画一面小红旗，表明自己去过了，很快建

立了一支通讯员队伍。认识的人多了，每天便有源源不断的

线索传来，新闻永远采不完。尝到了勤快的甜头，更加喜欢

东奔西走去采访。后来，每当遇到重大突发新闻或者热点新

闻发生时，便有一股想去采访的激情，总想尽办法去采访。

除了跑遍宁波各地采访外，我还曾前往地震灾区青川、泥石

流灾区舟曲采访，到过青海玉树、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偏远

地区采记，也曾到过宁波援建或对口支援的贵州、新疆库车、



重庆万州等地采访。这些采访是艰辛的，特别是去外地采访。

我曾在舟曲泥石流灾区住在没有水电、连主人都怕有危险另

住他处的家庭小旅馆里；去玉树地震灾区采访，所乘飞机到

玉树上空时发现地面下大雪，重返西宁，第二天再赴玉树。

到玉树后，高原反应使我呼吸困难，整个晚上都吸着氧气；

我去贵州采访“甬黔携手  万人助学”时，一只受惊的猫将

我的脚指头咬得鲜血直流，由于狂犬疫苗一共要打五针且必

须在低温下保存，我的疫苗分别在贵州的四个不同县和宁波

打完，品牌各异。一次次艰苦的采访，磨练了我的意志，增

强了我的脚力，而我，也感受到了脚力带来的多种好处。 

脚力，使文章独家。2012 年 12月 16 日中午，宁波市江

东区徐戎三村一幢六层居民楼倒塌，震惊全国。跑文明办这

条线的我，“多管闲事”地跑到现场，在听别人说到该楼里

的 43 名居民之所以有 41 人撤离，是因为该楼住户黄夏月第

一时间发现险情叫来社区干部，大家一起挨家挨户敲门。我

立即和同事采访她写出了独家通讯《敲开生命之门》。 

脚力，使文章视角独特。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我随宁波爱心市民为青川灾区孩子送去了价值 30 余万

元的文具，当地余震不断，道路两旁不时有石头滚下，我和

摄影记者进入灾情严重的青川县木鱼中学。该校 200 多名午

休的住校生由于宿舍楼坍塌遇难，他们基本都是留守孩子。

而走读生则由于正在回家吃饭的路上，逃过一劫。我写出了

“木鱼之痛留守之痛”的独家角度。  



同时，脚力，还使文章感染力强，使文章有深度。  

          思考增眼力，眼力出精品 

    2011 年 3 月，在都市报工作了 15 年的我从宁波晚报热

线新闻部负责人转岗为宁波日报政法科教部副主任，这对我

来说是一次挑战。在之前的 15 年中，我基本上是在都市报

写社会新闻。宁波日报政法科教部对口报道的部门是市委、

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民政局等，以时政新闻为主。我除了协助主任做好

部门管理工作外，还承担着宁波市文明办、宁波市民政局的

新闻采写工作，已经非常娴熟的社会新闻采写本领顿时没了

用武之地。面对新岗位需要采写的大量经验性报道，我努力

学习自己联系单位所在领域的知识，思考这些领域面临的问

题。慢慢地，我了解了自己所联系的文明办和民政局工作的

热点和难点，在基层遇到新闻线索时，不断思考，并将其放

在全国范围内“称量”，得出其在宁波、浙江、甚至在全国

的价值，也逐步掌握了采写经验性报道的技巧。我既关注大

街小巷的事情，也关注中南海的动向，既脚踏实地，又仰望

星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眼力也大增，能准确判断出一

件事的新闻价值。我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政两个领域写出了

不少高质量的作品，其中 3 篇获得中国新闻奖。 

眼力，让我准确发现“第一”。在跑文明办这条线时，

我发现一座城市整体文明素质的提高，仅靠好人引领是不够

的，党委和政府部门还应该建立一些制度，使好人得到好报，

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争做好人的风气。2012 年，余姚推行“道



德银行”，在表彰好人的同时，还以获得低息无抵押无担保

贷款的方式对“好人家庭”进行奖励。我认为“道德银行”

是党委和政府主导建立的道德绩效和奖励平台，在全国首创，

对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都有启示，写出了这篇《余姚“道

德银行”助好人创业》，此作品获得了 2012 年度中国新闻奖

三等奖。 

眼力，让我准确看到问题实质。跑民政这条线时，我发

现每年台风过后，常有受灾群众认为救灾款分配不公，跑到

政府部门去吵，政府亟待在灾情勘察时“一把尺子量到底”。

2014 年 11 月，宁波市民政局代表宁波市政府向共保体购买

了一年期巨灾保险，当发生台风等灾害时，由共保体对受到

损失的家庭进行赔偿。我意识到，这一举措破解了全国性的

救灾款分配难题。2015 年 11 月，巨灾险投保一年过去了，

宁波市政府花 3800 万元购买的一年期巨灾保险让宁波受灾

户得到了 8000 余万元的赔偿。当媒体纷纷关注巨灾保险的

商业价值时，我在《巨灾保险为甬城装上安全阀》中体现巨

灾保险除了惠民外还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该作品获得

2015 年度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同时，眼力，让我准确发现事件的重大意，让我发现社

会痛点。 

            学习增脑力，脑力把导向 



2016 年 6 月，我从宁波日报政法科教部副主任转岗为宁

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编委，这对我而言是又一次挑战。

宁波日报政法科教部副主任的定位主要是“业务骨干”，而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下辖《宁波晚报》、《东南商报》、

《宁波老年》、《宁波少年》等多个媒体，采用“中央厨房”

供稿模式，我除了分管都市报系的几个采访部门外，还要作

为晚上值班编委签发《宁波晚报》、《东南商报》大样，一下

子从一个十多个人部门的管理层成为 200余人单位的管理层，

感到强烈的能力危机。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知识，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的“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

舆论导向”的重要性，认真把好审核关。对于单位请来的专

家讲课，只要有时间，我都尽可能参加。专业学习，使我的

脑力大增，对每一篇稿件发出去的传播后果有了更科学的研

判。 

     脑力增强，使我能及时看到稿件导向瑕疵。我深知签

发报纸大样责任重大，在每次所有版面清样后，我都要一个

人坐在电脑前再仔细将每个版面看一遍，回到家中一般都要

凌晨 1 点以后。作为把关人，我数次将有导向问题或重要疏

漏的稿件全部取下或部分删除，从未出过舆论导向差错。 

2016 年 9 月的一天，杭州推出了严厉的楼市限购政策后，我



晚上值班时发现一篇题为《杭州已限购，宁波还会远吗？》

的稿件。当时由于杭州的限购，宁波房地产市场已经风声四

起，一些房地产商借机抬高房价，如果将这篇“暗示”宁波

很快要限购的文章发出，不仅有可能抬高宁波房价，带来抢

购潮，甚至还有逼迫政府限购之嫌。由于记者采写稿件付出

了很大心血，再加上是否限购也是宁波当时的热点话题，导

致我要修改此稿主题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坚持将标题和敏

感部分全部改掉，将一个大稿子“改头换面”成一个信息稿

发出。实践证明，这次把关非常重要，宁波相对杭州温和很

多的“划区域限购令”是在半年后才出台的。  

脑力增强，使我把住了稿件的人文关。我认识到，记者

不仅要以“合法性”作为采写稿件的前提，还必须遵循社会

的道德要求，将人文关怀贯穿于采访中，渗入新闻报道中。

我要求我所分管部门的记者，写稿要过“人文关”： 在涉及

到隐私权的报道中，主动为采访对象隐名；在突发事件报道

中，要尽量避免对采访对象二次伤害；对有特殊需求者,要

怀着包容的心态……我在晚间编前会上或签发大样时，也严

把“人文关怀关”，曾将记者拟曝光未成年人的稿件转为内

参，也曾将稿件中可能会给他人带来巨大精神压力的内容去

掉。2019 年 7 月 13 日，淳安县小女孩章子欣被房客以当花

童为由领走失联多日后，她的尸体在海上被打捞上来放入象

山县殡仪馆，当晚值班的我放弃了刊发 “殡仪馆苦等两天



两夜，女孩母亲仍未出现”的稿件，以免稿件刊发给那位丧

女的贫困母亲压力。事后再次证明决定是正确的，百度账号

和上海一家媒体被指过度消费小孩父母。我认为，哪怕是在

曝光“坏人”时，也要讲人文关怀，对“坏人”的曝光尺度，

也要和其犯下的错误对等。 

同时，脑力增强，使我把住了稿件的正面引导关,把住

了稿件的网络关。 

          创新增笔力，笔力强传播 

一见到题材，就想着是写成消息还是通讯，一提起笔，

就想起是采用顺序还是倒序方式……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

增长，自己写作方式和作品表现形式单一成了面临的一大职

业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我还断提醒自己，好像追风少年一

样，要不断采用新的报道形式和传播方式。在作品创作的过

程中，对角度选择最佳的，对文字选择最美的。我坚持内容

为王。同时，我也意识到，新闻工作者当下不能只说“内容

为王”，新闻的传播过程越来越依赖大众的参与、转发、刷

屏，党的政策主张只有用群众喜欢的方式表达、用群众习惯

的平台发布，才能飞入千家万户，入耳入脑入心，进而变成

亿万群众的实践。近年来，我主动适应平台发布的需求，不

断创新报道方式和形式，提高自己的笔力，将采访的内容生

动地表现出来，提高传播效果。 

正是对笔力的追求，使语言具有美感。近年来，我在写



作中主动创新，在通讯中尝试融入评论，在消息中尝试大段

直接引语，还适应发布平台对内容的需要，追赶时尚：在傅

园慧里约奥运会上用表情包刷屏世界的第二天，在报道里用

了“洪荒之力”，在新闻稿件里用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等“网红语句”。在《 “总书记之问”引出红色传奇故事》

一稿中，由于五城寻访还原张人亚初心印迹时，在长汀一无

所获。这时，我们创作团队写到： 找专家、访旧址，我们

在长汀奔波一天，却没有收获。夕阳西下，站在这片瞿秋白

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何叔衡宁死不屈跳下悬崖的英雄土地

上，一种豪迈之情涌上心头：也许，张人亚安息何处永远是

谜，但这又何妨？他的精神早已长留人间。……这段文字实

现了时空的转换和情感铺垫。 

正是对笔国力的追求，使作品结构清晰。2019 年 8 月

30 日发表在宁波晚报上的关于莫奶奶的稿件《甬城之夏——

莫奶奶和 600 余名市民共谱宁波公共钢琴奏鸣曲》中，三个

标题，将整篇文章通俗化了。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一个人的

梦想——让城市上空琴声飘荡；一群人的帮助——十架公共

钢琴有了家；一座城的互动——公共钢琴助推甬城文明建设。

让人一看，变只道这是由一个人到一座城的故事。结构清晰

还在于让大型报道一开始就风华正茂、脉络清晰。 

同时，正是对笔力的追求，使作品有独特的角度，使作

品表现形式更多样。 



再次回望 23 年的新闻历程，发现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这“四力”可以使新闻人有事干、干好事、严把关、强传

播，源源不断激发出新闻人的内生动力、职业激情,让新闻人

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      

（杨静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