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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作者近年的新闻业务随笔，以工作中真实发生的新闻实战经历，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新闻出炉
的过程，并从3000多条、20余万字的网友跟帖中挑选部分对读者有启发的互动评论。
    作者围绕新闻价值的判断、新闻采访、新闻写作及其成稿后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工作中的鲜活事
例讲述了如何使新闻价值最大化、怎么进行选题调研、如何拟一个好的新闻标题、怎么成为一个名记
者、经济报道怎样才能赢得读者、澄清式新闻怎么做等，并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讲述了记者的责任和
使命等新闻职业道德内容。
　　作者的博客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传媒第一博”，本书所涉及的话题和论题，无论对于新闻院校
的师生，还是对于新闻采编工作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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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皓，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
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求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时因表现突出曾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

    1992年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做记者，8年美好光阴献给世界屋脊。
1999年调入新华社云南分社。
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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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谈谈青年新闻人的成才之路很意外有这么多人喜欢《伍皓说新闻》（代自序）我们要做什么样
的“新闻官”——由网友给我的留言想到“关联法”与“比对法”：让新闻价值最大化让自己成为“
拔尖记者”的一条路径经济报道要赢得读者其实是个视角问题“细微变化”里有新闻怎样在“宣传日
”里寻找到真正的新闻不出卖“线人”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新闻标题切忌抽象成稿之后，能不能给自
己提上几个问题？
统计数据这样用新闻才不乏味事前选题调研报道事半功倍从夜行香格里拉想到“夜新闻”给财经记者
的三点忠告如果自己脑子里还是空的。
就不要匆忙投入采访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巧加引导而不是强加于读者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打住
！
动不动就“传个材料来”那哪行感谢大家。
我最最亲爱的同事们我们的报道为什么总像是在“强词夺理”？
——浅谈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差距“方言新闻”使报道妙趣横生我为记者打“前站”：在香格里拉
繁忙的一天什么样的新闻是垃圾新闻？
骚扰电话请别急着挂断，说不定有新闻呢“不管路有多险，都要走到跟前”有多少新闻是在为形式主
义推波助澜新闻到一线策划选题莫光拍脑袋一篇流产的报道引出“拟人化新闻”新命题把“点”做透
就是好新闻澄清新闻要谨防受人摆布有点同情那个叫訾北佳的新闻造假者——兼谈新闻不要“硬做”
要“巧做”新闻主题：不“拔高”，但是要“提升”偶然“捡”来的一个新闻奖——《寂寞在唱歌》
采写背后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怎样被异化的？
社里来了一群美女实习生洪水来袭，记者总动员服务新闻也要有“新闻”展现突发事件的立体画卷—
—写给腾冲泥石流灾害前方报道组的一封通信新闻人总是在路上⋯⋯老支书的“农民式幽默”与学习
群众语言20年后。
有多少经济学报道还敢再拿出来？
记者要注意克服“单点思维”多一点“组合意识”没有“率先”没有“独创”。
就写不成新闻？
关于做记者的困惑和文风创新——与山东媒体朋友的QQ聊天记者是最不能不学习的一种人——兼谈
我为什么开博客和天天发帖说新闻媒体不是NGO先扬后抑：舆论监督报道的一个小技巧报纸不是黑板
报分内之事莫报道找出新闻的“特别之处”记者要善于巧借热点新闻事件的“关注效应”会议采访不
妨也走出会场外去采访采访救活“过时新闻”的两个小窍门为了新闻的尊严经济报道要多挖掘一些“
关联背景”新闻生涯从“常识”起步——回忆我初做记者的难忘岁月记者，凭什么“赫赫有名”？
新闻要善于把“事”变成“事件”来报道记者要成为讲故事的高手反应报道何时摆脱“泛泛而谈“记
者岂能在新闻发布会迷失自己的独立判断记者要多一些逆向思维准确提炼最有价值的“新闻眼”比较
式报道是正面报道的创新形式经济报道要紧紧盯住重大工程项目不放多报新举措慎报见成效“找”新
闻与“捡”新闻经验报道要跳出“公文化”窠臼财经记者要当好公众派进上市公司的“卧底”记者的
群众观点体现在有没有把群众作为采访的重点把新闻采访背后的故事告诉读者“快读时代”还有多少
记者在精心写消息？
新闻不是只有一个来源用诗歌形式表现人物是正面报道的创新从“工作视角”向“百姓视角”转变才
能使报道“三贴近”善用“模糊效应”给读者完整的信息新闻以叙事为先小标题需要统筹规划是“大
鱼”，就要咬住不放写一批不朽的文章，交一帮永远的朋友，是做记者的最高境界新闻应多点忧患意
识新闻记者无“闲谈”挖出“上头”文件背后没有明言的“背景”“史记体新闻”与“短新闻运动”
——在新闻界刮一场“超短风暴”采访前，先给自己绘制一张“路线图”没有完不成的报道选题  只
有未想到的报道角度记者的思想力新闻人不可不读穆青追捧媚俗活动的新闻导向应该扭转附录一：“
范跑跑”跑了，“伍冲冲”们来了⋯⋯——回顾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报道的20个日夜附录二：生死60分
钟——新华社“踏访茶马古道”报道组记者历险记附录三：网友酷帖：伍皓给我们烹制“新闻早点”
有什么不好附录四：网友酷帖：《伍皓说新闻》读后感附录五：网友酷帖：现实与梦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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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昨天傍晚才从红河赶回昆明，上午参加了总社的一个电视电话会，下午武警云南森林总队来了人
，接我去给他们的宣传干部做个讲座。
　　负责跟森警部队联系的记者秦晴陪我过去。
这个讲座也是她替我应承下来的。
刚下乡回来，累得要瘫，何况还安排了晚上要飞香格里拉去做报道选题调研。
但是秦晴说：“不行啊，我都答应人家了，总队把各州市支队的新闻宣传干部也全召集上来了。
你不去，我就太没面子啦。
”　　谁叫我曾经放出话：记者都要把各自分口的单位跑得跟自家人似的，需要我出面帮助“密切关
系”的，一定义不容辞。
为了秦大记者的面子，我只得委屈下自己疲惫的身子。
　　总队希望我讲讲新闻消息的写作，我想写作这玩意儿是要靠多写才磨炼得出来的，两三个小时怎
么就能讲得好写作。
《什么样的新闻是垃圾新闻》这个题目是我临时想到的。
　　想到讲这个题目，完全是有感而发。
“假新闻”是这段时间里全国新闻界议论最多的话题，其实除了“假新闻”，我们的媒体上还充斥着
数不清的虽说不上假、但并无多少价值的新闻。
我们权且称之为“垃圾新闻”。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垃圾新闻”实在是浪费读者的时间、污染他们的眼睛。
我衷心希望在座的宣传干部——当然也希望所有的编辑记者——不要成为新闻垃圾的制造者。
　　那么，什么样的新闻可以称为“垃圾新闻”呢？
我列举了以下二十二类，因为都是临时想到一条就说一条，也就顾不得孰轻孰重，去排列个先后次序
了：　　1、极端个别的事拿来发新闻。
如，一高中生中暑昏倒，也居然出现在报端。
法制报道中更是充斥着这一类对公众来说毫无意义的个案。
有些跑法制口的记者，每天听一两个庭审，什么案子都写篇稿，就算完成了每天的发稿任务。
　　2、大家都在做、而你写的还不如别人做得好的事拿来发新闻。
全军都在搞训练，而你所在部队的日常训练工作并无特别新颖、独到之处，就不要写新闻。
　　3、并不新鲜的做法拿来发新闻。
写新闻的人自以为写的很新鲜，不妨到网上用关键词搜索一下，你写的这些别的地方早就这样在做啦
！
　　4、只有一个设想、还没有做的事拿来发新闻。
有的宣传干部，单位领导一有个什么想法就迫不及待写稿吹捧。
这种事等做了且有了效果再报道也不迟。
当然，报道公众关心的预告性新闻另当别论。
　　5、鸡毛蒜皮的事拿来发新闻。
一个战士病了，另一个战士送他去医院；两个战士吵架斗嘴、班长出面制止了，如果这些事也当成新
闻来报，报纸再扩100个版也不够报。
但看看现在的报纸上，这类鸡毛蒜皮的事还真不少。
比如，“八一”前夕，连队搞个演讲比赛也上了报纸。
　　6、纯属日常工作、毫无新闻性可言的事拿来发新闻。
不能把大众媒体当成哪个单位的“黑板报”。
比如，一个森警支队对森林防火安全进行例行检查，这是支队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值得报新闻。
但是现在报纸上这类纯工作性的稿子偏偏还层出不穷。
　　7、只见数字不见事例的新闻。
这一定是从单位的工作总结中摘出来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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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数字就代表成绩，一篇稿子里如果出现5个以上的数字，读者很可能要被你绕晕。
除了专门的研究者，没有人会去记一堆枯燥的数字，你这种宣传其实是徒劳的。
　　8、没有任何消息来源的新闻。
你无法交代清楚你的消息来源，我就有理由怀疑这条新闻是你编造的。
非新闻单位的宣传干部写稿往往忽视交代消息源，因为他可能觉得写的是身边事，自己就是消息源，
但请记住：读者并不知道你写的就是你本单位的事，署名的时候没有多少媒体会连你的单位名称都给
你署上。
　　9、时效严重过时的新闻。
严格说来，今天发生的事今天报是新闻，隔夜就不是新闻了。
但是，几个月前、几年前发生的事，还有人在孜孜不倦写新闻。
甚至为此闹出笑话的大有人在。
几个月前你采访过的一件事，现在翻出来写新闻，其实你的采访对象在这几个月里说不定已经意外去
世了，他还怎么“对记者说”啊？
　　10、炒冷饭的新闻。
别的媒体已经大报特报过，或者你自己以前都报过不知多少回的新闻，如部队每个月一次的“士兵恳
谈会”，如果并无新的发现、新的动态，就不要一报再报了。
　　11、吹牛的新闻。
扑灭一次山火，本来是一个小火点，部队一去几分钟就搞定了，也要写成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
身，知情人就会说：“吹牛了。
”　　12、形式主义的新闻。
虽然推出了新的举措，但这些“新招”并不解决实际问题，只是迎合宣传报道的需要，就不要去写新
闻。
有的单位有的领导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媒体如果也助长这种形式主义，那就更让搞形式主义的人头脑
发热了。
　　13、一味评功摆好的新闻。
好人好事应该报，首长领导有方也可以报，但如果把新闻写成肉麻的“马屁文章”，读者肯定反感。
　　14、广告新闻。
把新闻写得像自吹自擂的广告，或者广告做得像新闻，读者看完以后都会在心里骂：“他妈的，白花
我这么多时间去看，原来是他娘的广告！
”　　15、照抄材料的新闻。
有些记者离了现成的书面材料就不会写稿。
但工作材料往往缺少新闻所需要的感性。
照着材料写新闻，会识字、写字的人都会，还要记者做什么。
　　16、把常识当新闻的新闻。
很多冠以“专家认为”“有识之士指出”的新闻，不少其实讲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也过于低估读者的认知水平了。
你写一篇“森警提醒，山火来了不要顺着火头跑”的新闻，意思就不大，因为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17、伪新闻。
伪新闻也许不是记者故意假造的新闻，但是经不起推敲，传播的可能是并不正确的东西，如“耳朵认
字”“气功催眠”“清水变油”这类的东西。
这一类新闻严格说来也属于假新闻的范畴。
　　18、八卦新闻。
尽管媒体正在呈现娱乐化的趋势，但一个有追求的记者，又何必把青春和生命浪费在名人明星们的打
情骂俏、声色犬马这些烂事上。
名人做出的对社会有益的事、说出的对人有启迪的话报一报也就行了。
　　19、空发议论的新闻。
没有任何具体的新闻事实，通篇只有说教的新闻，写了也没多少人爱看，白白浪费报纸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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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新闻评论，也要缘事而发。
　　20、无实质内容只有领导讲话的会议新闻。
如果说党报不能不报同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会议，不能不报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部门和小单位召开
的会议、领导在会上讲的话，就别学着大领导那样去报道了。
多报些领导们深入基层干的实事、解决的实际问题，更有助于树立贵单位领导的良好形象。
　　21、写作一塌糊涂的新闻。
进入“快餐文化”时代，办报质量下滑大约已无力回天了，但是希望写稿的同志们还是用点儿心吧，
也别对付到通篇读下来不知所云、新闻“五要素”都省了、标题导语也不讲究了，甚至文不通字不顺
、逻辑不清、语法混乱、错别字连篇的地步。
　　我一条一条细细数来，不知不觉就讲了将近3个小时。
限于思想水平的局限，还不能穷其所有。
新闻报道中究竟还有哪些东西堪称“垃圾新闻”呢？
烦请热心的网友们帮助我一一揪将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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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老报人、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为《伍皓说新闻：一位新华社记者的新闻实战手记》作序，
评价《伍皓说新闻：一位新华社记者的新闻实战手记》是一本“最贴近现实、最原本地还原新闻出炉
过程，最言简意赅地概括新闻真谛的书籍，会给所有新闻爱好者以启迪、思考。
”还有的朋友评价《伍皓说新闻：一位新华社记者的新闻实战手记》是一本讲新闻采编实战技巧的“
奇书”，是迄今所见最实用的一本“新闻采写宝典”。
《伍皓说新闻：一位新华社记者的新闻实战手记》作者认为，对新闻院系学生、实习生、刚入行的年
轻编辑记者可能更有实用价值一些。
　　从实习生到总编辑部都爱看的新闻实战日记，蝉联新华网博客文章点击率前十名。
作者的博客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传媒第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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