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报道，如何被看到 

浙江日报 郑亚丽 

 

经济新闻报道，是党的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着为经济建设加油鼓劲的神圣使命，同时又是党的宣传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爆炸的时代，经济报道如何被看到，考验着主力军

全面挺进主战场的职责使命，同时也是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

记者的自我追问。 

那么，经济报道，如何被看到？ 

 

一、关键时刻唱响自己 

人只有在感到自己有价值时才有勇气，新闻人也是。道

千万条，如何让你的那一条与众不同？认清自己，强化自己，

超越自己。 

作为主流媒体，守好主流阵地，靠的是报道的权威和分

量。 

和生态的结缘，是我记者生涯的开端。在第 22 个记者

节前夕，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公布，我和领导、



同事一起采写的《浙江，全国首个生态省》，荣获文字消息

类二等奖。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中国新闻奖。 

具体来看，这是 2020 年 5 月 7 日刊发在浙江日报头版

的独家报道，但这并非一个流程性报道，而是一个“聊”出来

的新闻。 

对我们跑线记者来说，好的新闻从来不是听来的，而是

自己主动挖出来的。2019 年的一天，在一次例行走访中，

我们从省生态环境厅某位干部口中得知，浙江生态省评估即

将通过验收。但由于当时时机还不成熟，无法立即发布。当

时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条有分量的线索，要一直跟下去。 

为何？浙江生态省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

亲自决策部署和直接领导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浙江

“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同意浙江列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至 2019 年评估时，生

态省战略已实施 16 年。放眼全国，海南、吉林、黑龙江、

福建、浙江等 15 个生态省建设试点中，正式通过评估的仍

为零。这意味着，第一个生态省的建成，必然是零的突破，

将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不了解这些背景，就难以理解这条线索的重大意义。接

下来一年中，我们牢牢“咬”住这一线索，动态掌握评估报告

进展，同时对相关处室工作人员进行采访，详细了解浙江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亮点、特点，为推出一盘“独家菜肴”做

准备。 

2020 年 5 月 7 日，时机成熟。报道一经推出，就成为

全网独家重磅报道。推出后两小时不到，浙江新闻客户端上

的点击量就达到 34.6 万+。随后，各路媒体纷纷跟进，省生

态环境厅向我们“吐槽”，他们的电话被打爆了……   

这些反馈，都在表明着，我们的经济报道，被看到了。 

这也启示我，在主流媒体工作的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

置，善于把握机会，在关键时刻唱响自己、展示自己，抢占

主流舆论阵地。 

这样的首发重磅报道，或许需要时机，而更多的日常报

道，考验我们的是同题作文如何出新出彩。 

2021 年 9 月 16 日，注定载入宁波舟山港的发展史，并

成为浙江质量强省建设的里程碑——宁波舟山港成为我国

第一家获此殊荣的港口企业；经过近 9 年努力，浙江实现中

国质量奖零的突破。 

浙江首获中国质量奖，这当然是当天所有媒体最为关注

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质量奖到底有多难，

我们为何如此看重质量奖，如何把这一奖项具象化？ 



现场，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切入点——西子联合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他是 2012

年该奖项设立以来，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 

还记得在台下采访时，王水福心情颇为复杂，“作为质量

长跑运动员，拿到这个奖，我感到非常荣幸，尽管只是提名

奖。”了解王水福的人会知道，他的个人提名意义非凡。从农

机配件起家，再到做电梯时反复出问题，曾经还把一个孕妇

关在电梯里。“知耻后勇”的他，从此对质量更有敬畏感，继

而成功成为 C919 大飞机的供应商。 

这一华丽转身，何尝不是浙江企业向中国质量奖攀登的

鲜活身影。为此我们以他的原话《“我对质量的重视，是在客

户的抱怨中形成的”》为题发文，独特的视角，迅速在网络上

形成声势，被各大媒体转发。 

经济报道，要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

力，前提是被更多人看到，而这需要我们在关键时刻大胆发

声，发出精彩的声音，发出独特的声音！ 

 

二、热点话题选择看见 

经常会有人说，你们是主流媒体，报道领域很窄吧，有

些敏感话题不能写吧，等等。 



事实上，这是部分读者的偏见，也是记者偶尔对自己的

束缚。这几年，我们在集团领导下，针对一些热点话题，选

择看见，努力回应。 

还记得 2022 年，那会世界局势复杂演变和疫情带来的

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超出预期的突发因素可能随时到来，经

济下行压力依然突出。按照以往的方式做经济报道，显然行

不通了，怎么办？ 

那一年，我们在集团领导的指导下，换了一种方式，让

记者退一步，让专家和企业家们来当主角。 

当年 6 月，我们推出《十问十答丨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

对话》，邀请了史晋川、刘亭、兰建平、魏江等一批省内知

名专家，请他们看宏观形势、谈投资、聊企业纾困。 

这组报道尽可能不讲“正确的废话”，寻求鲜明观点；尽

可能不讲“听不懂的大话”，呈现干货。系列报道不仅在移动

端上收获流量，在学界业界也受到好评。有经济领域专家评

论：“学术放下架子，打开走向大众的通道。”有经济职能部

门负责人评论：“关键时刻党报发声、学者亮招，令人耳目一

新，给人启迪。” 

浙江宣传更是刊文《经济热点“十问十答”，这场对话有

料》，表示十个问题，一头连着舆论场上的热议话题，一头



紧紧扣住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经济的决策部署，

把“党心”和“民心”连接起来。 

选择看见，更在于我们面对数据下降时的态度。2023

年初，疫情刚结束，人们对经济恢复充满期待。然而一些数

据，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上去。比如 2023 年 1 至 2 月，浙

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犹记得，2022 年底浙江率先开启组团包机出海“抢订单”，

都这么拼了，怎么还是 0%？再看外贸数据，2023 年 1 至 2

月，浙江进出口总额 6913.5 亿元，同比下降 4.8%，那段时

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空箱率高企，也频上热搜。 

怎么都是降的？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数据，已经影响到

大家发展的信心。但这里的降，真的就是经济不行了吗？ 

针对舆论场上的种种猜测，浙江日报及时推出《经济形

势怎么看》系列报道，直面这些下降的数据。其中，《谈降

不必色变：数据里看外贸格局重塑》，有理有据分析了浙江

外贸数据下降的原因；《都这么拼了，为什么还是 0%》，

则从全球视野分析了浙江工业面临的内外之困。 

这组报道直面问题，改变文风，不光得到了行业人士的

认可，也到了读者们的肯定。 

不回避，选择看见，也让我们看到报道的更多可能性。 



浙江重大项目开工仪式，是每年的常规报道，但去年，

我们看到了不一样。 

7 月 4 日上午，在 2023 年全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现场，部分投资进度慢的地市作了问题剖析。作

为跑线记者的我们，立马发现了不寻常——这是自 2016年，

我省开展 16 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以来，首次以“落后者

自揭短板、领先者分享经验”的方式替代“十一地市依次介绍

项目建设进度”。 

但这不仅仅是形式的简单改变，我们了解到，国际环境

复杂严峻，国内结构调整压力较大，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稳固

的背景下，浙江让落后者自揭短板，更多的是让大家找到症

结，进而打通梗阻、解决问题。最终报道以《浙江重大项目

开工仪式上，市委书记为何自揭短板》发布。 

毫不意外，原本的常规报道，因为标题和角度的不一样，

让更多人看到了我们的报道。 

 

三、最是故事浸润人心 

越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越要关注企业，关注具体的

事情。 

今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走企。 



2 月，在新春开工之时，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我们在集

团领导指导下，策划推出 7 篇“拼字当头勇争先”系列报道，

跳出典型报道的常规范式，聚焦一批坚守主业、做强实业、

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的企业和企业家，深入挖掘一

个个具体生动的拼搏故事，记录一线火热干劲，展现浙江经

济活力。 

仔细看，这些报道，不太一样。一篇篇文章里，浇灌着

一个个生动立体、感情浓厚的故事。 

写惯了所谓的大稿子，再写故事时难免会手生，但是不

能放弃，挖不到故事，采访就不能停。 

还记得在采访纳爱斯的时候，针对传统企业如何保持行

业领先，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口，直到中午在参观老

办公楼的时候，意外得知他们刚上新了一款新品——自天然

洗衣液，顿时如获至宝。 

抓住这一线索，我们把企业创新，落脚到一款新品是如

何诞生上。时间回到 2019 年，纳爱斯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刘英印象深刻，那会儿公司最新研发的绿色产品 APG 洗

衣液刚上市，还没来得及庆祝销售火爆，他和团队就接到任

务：研发新一代洗衣液。 

一开始，大家心里都犯嘀咕：论趋势，APG 洗衣液满足

了消费者对绿色健康产品的需求；论水准，一公斤 30 元左



右的价格，属于市场最高档次。这么好的产品，还要怎么“打

败”自己？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把那些似乎理所当然的产品的创

新，抽丝剥茧般地复原。一些瞬间也增强了读者的代入感，

比如那年的职代会，其他部门的同事都把背挺得直直的，一

向活跃的刘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研发不出新产品，头

都抬不起来”。 

这样的代入，也让这组报道更加可读、可感—— 

2023 年 12 月 5 日，在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地达西尼

胶囊药品注册证书的那一刻，京新研发大楼里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京新人抱头大哭。 

走进新德的每一间办公室，都像浏览了一个服装店的橱

窗，也像世界服装风格的巡礼——意大利鲜艳时尚，美国宽

松随性，俄罗斯厚实保暖……每个季节，外贸跟单员都会将

最新款的样衣挂在手边，像是挂着胜利的旗帜。 

…… 

这些描述，把企业创新的艰难、产品的调性，在文字无

声的描述中，悄然流露。 

这也让我想起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对一家餐饮店的报道。

那会，餐饮行业冲击最严重，西贝老板发出“撑不过三个月”



的呼救。西贝这样的巨头尚且如此，小餐馆可怎么办？当时

我的一位领导建议，去采访一下个体户吧。 

采访中，餐饮店的很多无奈，有了具象的呈现。老板娘

告诉我，当时刚放开，店里还不能堂食，仅靠外卖，一天下

来也就一二十单，2000 多块钱的营业额，每天都在赔钱。

但是为了员工，为了早日恢复正常，他们也要把店开起来。 

采访中，我也得知了小店不为人知的故事。原来，2014

年，他们的一位厨师猝死，当时为了处理后事，还闭店了一

段时间。“你想，一家小饭店遇到这样的事，那是多么大的打

击。可我们当时咬了咬牙，店还是再开起来了。这么多困难，

都扛过来了。今年的疫情，一定也能挺过去。”老板娘的话，

朴实无华，却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坚韧，这或许也是万千餐饮

店老板的真实心声。 

当时，我们在涌金楼推出《一位小餐馆老板娘告诉你，

为什么这是“最坚韧的行业”》。文章发出后，后台收到许多

公众号粉丝留言，说好久没看到这么温情的文章了。许多餐

馆的粉丝也冒出来了，表示等疫情结束了再去吃饭。 

这样的经济报道，体量和分量或许不大，但感情够浓，

细节够多，足够打动读者，浸润人心，何尝怕读者看不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