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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既有理论、实用性又极强的教材。
它可用作新闻院系本、专科生教材，对于社会上广大的新闻通讯员，也不失为一本好手册。
　　全书共分四编。
第一编通讯员导论，讲通讯员的历史、分类以及通讯员应该具备哪些知识和能力；第二编讲新闻写作
知识基础，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的新闻写法都有涉及；第三编讲通讯员应遵守的新闻法规与职
业道德。
第四编是本书的重点，即通讯员实务，具体谈如何做好一名优秀的通讯员。
　　新闻院系的培养目标是根据社会需求随时调整的。
学生出去之后，既要能当记者、编辑，也要能当通讯员，这是新闻院系符合就业实际的培养目标。
本书正是对各新闻院系培养目标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新闻本科专业建议在第7学期开课，专科建议在第5学期开课。
如果安排16周课，建议安排32学时，每周2课时。
新闻院系学生开课，关于新闻文体写作可以不讲，因为这部分学生此前学过；通讯员应遵守的新闻法
规和职业道德，也在相应课程里学过，也可以不讲。
本书写这两部分，是为非科班出身的广大通讯员准备的。
　　如果是短期通讯员培训班，以一周为例，新闻通讯员导论一天，新闻文体写作两天，新闻法规与
职业道德半天，通讯员实务部分两天半或三天半。
特别要加强写作的训练。
新闻发布，也应该作为培训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讯员业务对于新闻院系的大学生来说，比记者、编辑岗位更为陌生。
学生们平时实习接触过记者、编辑，接触过部分新闻业务，而通讯员是干什么的，以后有什么发展，
是否可以作为他们人生的成长目标，他们心里实在没底。
因此这门课的讲授，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
走出去，即把学生带到有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看人家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如何宣传自
己的形象，包括产品和服务，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精神状态；请进来即请一些在宣
传报道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通讯员现身说法，传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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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专为新闻专业学生、广大新闻通讯员量身订做。
    本书内容包括：新闻通讯员简史；当今通讯员必须具备的知识；新闻生产中最重要最常用的三个文
体一消息、通讯、评论；如何与媒体记者打交道，如何与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如何把本单位的工作(包
括产品)变为新闻；在遇到危机事件的时候，如何利用媒体化解危机，如何当好一名新闻发言人。
对媒体副刊感兴趣的通讯员，还可以从书中学到电子邮件投稿时代提高命中率的秘诀。
    本书最大特点在于适用性极强，用语直自如话，通顺晓畅，干净利落，讲道理深入浅出，摆事实一
目了然，能让初学者快速了解通讯员工作的要求、规范、岗位职责，提升其在通讯员工作中的新闻写
作能力及媒体宣传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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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通讯员导论　第一章　新闻通讯员概述　　第一节　新闻通讯员是干什么的　　　一、通讯
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二、何时出现新闻通讯员　　　三、身兼多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市民报的通讯员　　第二节　党报通讯员队伍建设　　　一、党报初创时期通讯员队伍的建设
　　　二、1949年后的新闻通讯员队伍建设　第二章　新闻通讯员分类　　第一节　单位通讯员——
从工作中找新闻　　　一、宣传部门的通讯员　　　二、企事业单位的通讯员　　　三、新闻发言人
　　第二节　社会通讯员——在生活里抓新闻　　　一、靠一部手机吃饭——职业线人　　　二、偶
尔拨通媒体电话——热线报料人　　　三、挣稿费养家糊口——自由撰稿人　第三章　通讯员应具备
哪些知识和能力　　第一节　做个新闻业务的行家里手　　　一、国家的大计方针、宣传重点要烂熟
于心　　　二、熟悉国內外形势　　　三、熟悉本辖区、本单位、本系统情况　　　四、善于发现并
采写新闻　　第二节　会与媒体打交道　　　一、危机来了会“公关”　　　二、做一个记者编辑喜
欢的通讯员　　第三节　上知天文地理　下知鸡毛蒜皮　　　一、尽可能多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
、尽可能前沿的社会科学知识　　第四节　通讯能力：记者会的我都会　　　一、到新闻生产“车间
”看看　　　二、与新闻单位“无缝对接”　　　三、其他知识与能力第二编　新闻写作基础知识　
第四章　新闻理论篇　　第一节　如何看待“人咬狗”　　　一、新闻的特点　　　二、新闻的定义
　　第二节　新闻的真实性　　　一、真实——新闻的命根子　　　二、新闻真实性：具体的真、整
体的真　　第三节　什么是新闻价值　　　一、新闻价值ABC　　　二、通讯员如何掂量新闻价值　
第五章　消息文体的写作　　第一节　什么是消息　　　一、这“消息”不是那“消息”　　　二、
给消息分个类　　　三、消息的倒金字塔结构　　⋯⋯第三编　通讯员面前的两道“红线”：新闻法
规和新闻职业道德第四编　通讯员实务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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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初的邸报就是政府某些部门的工作简报。
如唐朝的制度，要求各机关每月有录报，也就是造报表。
比如负责外交接待来宾的鸿胪寺，对于各国使臣朝贡事宜，要录报其风俗、衣服，“贡献物色、道里
（路程）远近，并具本国王公名”。
这样的录报，至少会让政府各部门互知情况，让最高领导人知晓宏观情况，以利于随时决策指挥。
　　这些录报、牒报，再加上朝廷对官员的任免事项，经有关部门汇总筛选，就成了邸报。
　　到了后唐，人们便把这类官方文书称为“朝报”，又称“进奏院状”。
唐宋时期的邸报、朝报、进奏院状的读者，都是官员或者官员家里的工作人员，平民很难读到这些东
西。
喜新好奇是人的天性，平民也想知道国家大事、人间奇事，谁来满足他们的这种精神需求呢？
有一种“报”应运而生，它就是“小报”。
　　被新闻史引用较多的是宋人赵昇的《朝野类要》关于“朝报”的记载。
他说，朝报“日出事宜也。
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叛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
这一节对朝报的编辑部门、审稿程序、审稿人员、出版程序、报刊类型都是很好的说明。
朝报就是“政府机关报”。
　　赵异接着说：“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日新
闻。
”赵异说的内探、省探、衙探，就是派往各衙门的采访人员，看来队伍不小。
这么一个不小的队伍，“皆衷私小报”。
也就是说，他们脚踏两只船，吃着办官报的饭，心思却大部分用在小报上。
　　为什么这些人人在曹营心存汉阙？
原因在于小报能给自己带来俸外的收入。
小报既然称为新闻，便能笼络更多读者。
这些新闻的最终来源，都是“通讯员”提供的。
这些通讯员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十月，有臣僚上言说，有一使臣，还有那些在内阁当差的杂役，“专以探
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
这些人就是当时的通讯员。
而出局的后三省、九卿太常寺、国子监等六监、知杂司的各司，还有进奏院的官员们，都参与到新闻
的采集工作中。
　　无论是小报的新闻采集官员，还是新闻通讯员，都能在报纸出版售卖中获益。
“日出一纸⋯⋯坐获不资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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