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典型更典型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杨静雅 

 

各位领导和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做典型报道的一些经验，我

分享的题目是《让典型更典型》。 

典型报道分典型人物报道和典型经验报道。这些报道的题

材分别在哪儿找？我觉得典型人物可以在以下七个方面找，分

别为：在坚守的人中、在创新的人中、在真情亲情中、在年度

重大主题中、在突发事件中、在重大灾害中、在负面新闻中。

典型经验可以在以下七个方面找，分别为：在特色里、第一里、

亮点里、难点里、热点里、特点里、问题里。 

如何让典型人物和典型经验报道做得更好，我结合我的五

件获奖作品进行阐述。 

第一，长期追踪、锲而不舍，让立意更高远。 

我想以我获得 2022 年度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的作品《“时

代楷模”钱海军老式手机里的 50 条短信》为例来阐述。可以

说，这件作品是我长达十年对钱海军不间断采访积淀的结果。 



中宣部在 2022 年只发布了两个“时代楷模”，一个是集

体，另一个就是钱海军。可见钱海军在 2022 年人物报道中的

重要性。 

认识钱海军是在 2012 年，那时我在《宁波日报》跑精神

文明建设这条线。我从一份总结材料里看到了钱海军给老人免

费修电路，便进行了报道。在之后多年，我一直和他保持着联

系，也曾被相关部门邀请去写他的先进事迹材料。 

2022 年 5 月，钱海军被评为时代楷模时，我带领年轻记者

参加了对他的集中采访，钱海军一直在被拍摄中，他讲的也基

本是免费修电路的故事。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钱海军免费为老人修电路，“点亮万

家灯火”的事迹已广为人知，如果要再写他，就得写出他新的

故事。 

2022 年底，我获知他带领团队办起了累了么@骑手驿站，

给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提供歇息之地，意识到这是他的重要转

型，便立即进行采访，并将重点放在了他提供的非电力服务上。 

这次采访，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钱海军的故事远非“点亮

万家灯火”所能穷尽，他已有多次转型：23 年前，他发现群众

家中电路常出问题，便独自为老人们修起电路；7 年前，他发

现残疾人家中电路普遍老化，便组建团队推出“千户万灯”工

程；5 年前，他发现许多独居老人想去北京，便发起了“圆梦

北京”活动…… 



我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他的志愿服务事业得到了各方大力支

持，越做越大。我将他定位为“与时代双向奔赴的志愿者”。 

在采访他时，他拿出老式手机看短信，一问才知因老人们

看到老式手机会感到亲切，他就一直用老式手机。于是，我精

选他手机里 50 条短信中的 3 条串起了他的故事。 

如何写出“时代楷模”钱海军的时代性？我在作品中融入

了两条线，一条是他从“一个人服务”到“带领一群人服务”

再到“引领无数人走上志愿服务之路”的成长历程，另一条是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从

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公益团队支持体系”的时代背景。两条

线使他的成长历程和所处时代的背景交相呼应，共同展现了他

不断追随时代脚步、与时代形成双向奔赴、将志愿服务事业越

做越大的故事。 

如今再次回望这篇稿件采写历程，很庆幸自己遇到了“时

代楷模”钱海军这样的大题材，因为有了长期的积淀，才将他

写得比较到位，没有将一个可以做长袍的题材做成马褂。这也

提醒我，当遇到了重大题材时一定要用心去做，不能辜负了这

些稀缺资源。 

我想用下面一段话来表达我的感悟：记者这种职业，行走

是一种战线很长的投资。也许，一名记者退休前一天写的新闻

里，用到了大学毕业后第一次采访的感悟，用到了 30 岁那年



采访获得的知识，用到了 40 岁那年采访听到的故事……要相

信，记者的每一次行走都会有回报。如果有一天，一名记者将

新闻写得如同诗歌一样优美，如同星空一样深邃，那么，加持

他的表面看起来是灵感，实际上是他在过去漫长岁月里的不断

行走和积淀。 

第二，当面采访，双向互动，让细节更感人。 

我想用我获得 2021 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为了

跨越时空的团聚——孙嘉怿带领团队为 965位烈士找到“回家”

路》来阐述。 

大家都知道 ，通讯创作细节很重要。而细节往往需要记

者通过面对面采访，调动采访对象的情绪，与采访对象达到情

感上的双向奔赴，才能挖掘出来。 

孙嘉怿是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她长年带领数百名

志愿者帮助烈士寻亲。在创作这篇作品时，我翻看了孙嘉怿十

年来所发的数千条微信、数万条微博，从中得到了大量信息，

我完全可以在一次面对面采访之后，通过微信等联络手段进行

采访，但我感到隔着屏的交流很难和采访对象形成情感的互

动。于是，我对她进行了多次面对面采访。 

 2021 年 9 月 30 日，这天是烈士纪念日。我刚刚连续值

了 4 天夜班，每晚回到家中都是凌晨一两点。早晨醒来后，我

又想起了正在采访的孙嘉怿报道。我产生对她进行跟随式采访

的念头。我立刻给她打了个电话，得知她正在去龙观乡中心小



学讲烈士故事的路上，之后，她还要去樟村烈士陵园看望烈士。

我立刻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买了一束鲜花出发。虽然我赶到

时，她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我还是问出了很多感人的细节：

为了让孩子们喜欢听她讲的烈士故事，她的 PPT 里会用到动画

片《那年那兔那些事》，会播放易烊千玺版的《我的祖国》。

当我和她来到樟村烈士陵园时，看她专门买了宁波土烧酒当祭

品，好奇一问，她说她蜜月旅行时去云南边境的烈士陵园看望

烈士，找不到商店，就在路边买了小笼包当祭品。这些由面对

面交流引出的故事，如果是微信采访，大概率采访不到。 

2021 年电影《长津湖》热播，我得知她带领了好几批青少

年去看《长津湖》，本来问几个数据就行，但我还决定专门去

采访一下她。她多次讲到雷公，我也被感动了，在稿件一开始，

我就写到“雷公牺牲前唱着沂蒙山小调，对战友说：别把我一

个人留在这……”写出了烈士也怕孤单的情感，展现了孙嘉怿

团队为烈士寻亲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 

这两次收获巨大的面对面采访使我反思：互联网时代，记

者通过发微信等手段，可以将采访对象的回复复制粘贴变成文

章，但很难隔着屏幕触摸到他们的情感；可以直奔主题问到我

们想要的信息，但很难发现没有想到的细节。长久过度依赖互

联网，使记者的工作变得模式化了，变得枯燥了，慢慢地，不

再有金庸“下辈子，还要做记者”的感慨，不再有普利策“船

头瞭望者”的情怀，也不再有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



章”的豪迈。或许，在互联网时代，记者更需要一场说走就走

的沉浸式采访，更需要一次和采访对象乃至他（她）周围人在

情感上的双向奔赴。 

第三，实事求是，决不拔高，让风格更平实。 

我想用我获得 2014 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让国

色香飘世界》来阐述。 

2014 年 8 月，有人向我推荐了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理由是

其创办人姜红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免费教过来自 88 个国家的

1600余名外籍人士画中国画，还带领他们四处采风，逐步了解宁波、

融入宁波，他是一名志愿者、是一名好人。  

我意识到，在全国上下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姜红升通过绘画巧妙地传播了中华传统文

化，让外国友人感受到中化传统文化的魅力，此举对我国提升国际美

誉度、对宁波吸引外资及外国专家都有重要意义。 

“你现在全身心投入到了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生活来

源从哪儿来？”在第一次采访时，我就向他抛出了这个问题。 

姜红升告诉我，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创办后，宁波市和

鄞州区的宣传、民政等部门给他提供了经费等支持，有关部门

还将“红牡丹”作为我市对外形象宣传基地，鄞州区民政局从

支持公益事业的基金中拿出一部分支持他，并将其中一部分作

为师资经费用于他个人，以保证他有生活来源。  



听了姜红升的回答，我决定将他定位为社会组织创始人，

而不是志愿者。他创办的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这一民办非企

业单位让外国人通过学习，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一个真正的中

国。可以说，政府对书画社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就是在向书

画社购买服务。 

也正是对姜红升身份的准确定位，才使这篇稿子有了其丰

厚的时代背景——政府将自己不能干或不善干的事交由社会

组织去干，同时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直面了问

题，打消了读者的疑问，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姜红升和“红

牡丹”。 

我在这里要分享我一点儿经验：要做专家型记者，你才会对自己

的判断充满自信，做出对社会有启迪的作品。记者跑什么线，往往自

己无法选择，但要相信，每一条线，都有自己的学问。可以说，这么

多年来，不管单位分给我什么条线，我都能跑得“热”起来，跑成这

个领域的半个专家。从 2012 年起，我开始跑文明创建和民政条线。

我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在这两个领域的新动向，逐渐成了这两个领域的

半个专家者，所获的五个中国新闻奖全部来自这两个领域。由于我在

宁波文明创建领域的深厚积累，作品中“走出”了 10 多位“全国道

德模范”“浙江省道德模范”等道德楷模。2022 年，我和他人合作出

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万家灯火》，此书被评论家称为“爱心清明上河

图”。由于在宁波文明创建方面的贡献，我四次获得宁波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先进个人。长期在民政条线上的深耕让她也写出了不少佳



作，其中《巨灾保险为甬城装上安全阀》获第 25届中国新闻奖三等

奖。我还将在跑民政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通过提案等形式反映给相关

部门获得解决。比如，我发现有一部分儿童由于父母服刑、吸毒、重

度残疾等原因，和孤儿一样处于困境之中。2015年 1 月我以宁波市

政协委员的身份撰写了《关于建立困境儿童关爱机制的建议》的提案，

宁波市因此建立了多部门通力协作的困境儿童关爱机制，并将“困境

儿童”纳入了经济补助范围。 

第四，穿过云雾，看到本质，让观点更准确。 

我想以我获得 2015 年度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的作品《政府

买保险为甬城装上“安全阀”》为例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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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出现后，媒体

多半关注巨灾保险的商业价值：花了 3800 万赚了 8000 万，多

合算，宁波市政府多有眼光！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命题：如果这一年台风

没有对宁波造成多少损失，巨灾保险的保费比获得的赔保金还



要多，难道宁波市政府就没有眼光了？保险本身就是为了防止

偶发事故，投保人在某一年度“赚”和“亏”都是正常的。于

是，我决定穿过“公共巨灾保险让 13.8 万受灾户获赔 8000 余

万元”这一云雾区，继续探索，发现巨灾保险除了惠民外还有

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最终将主题定位为“政府买保险为甬城

装上‘安全阀’”。这篇作品，由于把好了逻辑关，最终成为

佳作。 

在这儿，我要分享我的一点儿经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要全链条把关，才能让新闻准确，特别是逻辑关，从稿件开始

立意时，就要把关。作为媒体把关人，8 年来，我签发的版面

和稿件从未出过舆论导向差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把好了逻辑

关。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把好关，记者就要站在

跨学科的高度看待社会问题。当前，有一种“新闻无学”的说

法，一些新闻人也因此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在我看来，新闻不

是无学，而是太有学问了，它是集多种学科于一体的跨学科。

记者也是一种挑战性极强的工作，记者得有律师的严谨、哲学

家的辩证、心理学家的同理心……只有这样，写出的稿件，才

能精准且有温度。正是注重跨学科的知识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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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审稿中发现的问题种类很多，有将我国领地划归别国的地

图，有知名作家贬低南京这座城市的言论，有将“摩梭人”民



族写错的散文。甚至，我曾从一则祝福广告中发现了深埋其中

的对他人人身攻击…… 

第五，不拘传统，开拓思维，让主题更新颖。 

我想以我获得了 2012 年度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的作品《余姚“道

德银行”助好人创业》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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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银行”是个新事物，是在用经济杠杆推进道德建设。而在

传统观念里，精神文明建设如果用经济激励来推进，太功利，所以它

受到了非议。而我在跑文明办这条线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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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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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走一条“反传统”的报

道之路。 

这样做行吗？这样会不会违反金融政策？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

问题。为了打消读者的这个疑虑，我在稿件中用了银行方面的说法，

阐明了开设“道德银行”不仅符合金融政策、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贷

款通则》“恪守信用”申请贷款的条款。 

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专家学者如何看？我请曾来宁波调研的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用他的话表明：余姚“道

德银行”是政府主导建立的道德绩效和奖励平台，既解决了农民贷款



难，帮助农民实现了口袋富裕，又弘扬了向善的力量，鼓励农民脑袋

富有，可谓一举两得。 

在这里，我要分享我的一点儿感悟：孔子说：“逝者如斯夫”，就

是说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先进的经验随着社会的进步慢慢成为

社会发展的阻力，相反，一些过去非主流的甚至被批评的事情，需要

被弘扬，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与时俱进，有超越传统观点甚至与传统

观点背道而驰的勇气。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稿件，一家房产商擅

自将一位住户的门牌号改了，这位住户说原来的号码是她的幸运数

字，要求赔偿，连我们报社的接线员都觉得住户“胡搅蛮缠”，而我

觉得连一个数字规整的车牌都能卖个好价钱的时代，一个市民买下自

己幸运数字的房号被修改，就得到赔偿。这种创新，不仅是观点的创

新，还有形式的创新。正是不断地创新，在写志愿者陈军浩时，我专

写他将社区矫正人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一起做公益的事，写出了《司法

的中国温度》一稿； 正是不断地创新，我将一对跳拉丁舞的肉铺夫

妻写成了“文化自信”的典型。 

创新不仅包括形式的创新。还包括内容的创新。我也一直在进行

形式的创新，近几年来，我带领单位的年轻人，创作了多件新媒体作

品，其中 H5《24 道拐——中国贫困县清零背后的宁波力量》和《凉

山好汉出山记》等作品获浙江新闻奖。在和年轻人一起创新中，我发

现他们的思考也启迪着我，有时我的收获比他们的收获还大。 

总之，不管做典型报道有多好技巧，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设法到

现场去采访。而且，越是到达别人到达不了地方，采到的新闻越稀缺。



我曾深入艰苦地区、突发事件现场采访，写出了大量作品。2006 至

2020 年，为采访“万人助学”“图书传递”“温暖午餐”等活动，我

十三次赴宁波对口支援的贵州省黔西南州和黔东南州采访。2006 年 7

月，我去黔西南州普安县大山深处采访时，脚趾被一只受惊的猫咬得

鲜血直流，等到采访结束后才赶回普安县城注射了狂犬疫苗，由于狂

犬疫苗一共要打五针且必须在低温下保存，我每到一个县城，先赶去

打疫苗。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赶往地震灾区采访，

当时余震不断，道路两旁不时有石头滚下。为了能采访到更典型的素

材，我和摄影记者进入灾情严重的青川县木鱼镇等地。2012 年 4月，

我去青海玉树采访，第一天所乘飞机飞到玉树上空后因大雪重返西

宁。第二天，我再赴玉树，强烈的高原反应使我呼吸困难，但我一直

坚持到采访结束；2010 年 9 月，我去舟曲泥石流灾区采访宁波爱心

物资发放，在那里度过了中秋节，由于当地宾馆已经住满了救援人员，

我住在没见有水电、连主人都怕有危险另住他处的家庭小旅馆里，敲

击着电脑键盘写稿……而这些年，当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审稿、编

稿上，非常怀念那些带着几分侠气的时光。 

借用仓央嘉措《见与不见》中所写的“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

那里”类比，新闻报道就是“你做或不做，题材就在那里”。好题材

等候着我们的深入采访，我们一定要像工匠一样，仔细研究每一个好

题材，深入基层去感知它，找到最好的角度和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