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
编手记

! 月 "#

日，本报在焦
点 关 注 版 推 出

《全民摆脱送礼焦
虑？》、《月饼简约风飞
入千万家》两篇报道和评
论 《最该焦虑的是正事》，
对“八项规定”实施以来，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教师节和即
将到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中礼品
市场的情况和全民对送礼之风的
反感，进行了深入报道。文章主题
与读者息息相关，甫一推出，即被各
大网站转载，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共
鸣，影响甚广。

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而好
的选题，通常来自于社会上大多
数人关心的问题。从教师节之前
开始，我们的记者在历次选题
会上，均十分关注节日送礼
之风。我们发现，不少人都
能体会到，“八项规定”
实施 !个多月来，送礼
风气的确得到了有效
遏制。

“ 八 项 规
定”发布以
来 ， 自
上而

下大力倡导节俭
新风，逐级落实，社会风气

发生了很大转变。本报对这些方面
的情况一直很关注，从关注叫停新建楼堂
馆所到聚焦反腐新风，多篇报道都引发了
强烈的社会反响。反对送礼当然是倡导节
俭新风中的重要部分，读者关心，记者也
感同身受，但多次讨论中，大家都很难找
到新的角度。显然，一味强调送礼之风被
扭转，对读者来说，几乎是无效信息，他
们自己就可以感受到。

在选题会上，本报总编辑张德修认
为，送礼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与其只关注
教师节送礼变少、中秋节月饼市场遇冷，
不如深入发掘选题，看看送礼风气转变是
否符合人们的心理。这样一来，稿件就从
单纯描述现象的窠臼中跳了出来，转而关
注更为深层次的驱动———国民心理普遍已
对这种现象十分厌恶，而中央对不良送礼
风气的大力整治与民众心理极为合拍。

定下基调之后，就是破题。由于临近
中秋节，要描述礼品市场的变化，最佳的

切入点无疑是月饼市场，尤其是高端月饼
市场。因此，记者部安排专人前去采访超
市中月饼的销售情况，通过一手信息，让
读者可以直观感受到变化。

而主稿则定位于全方位地描述现象，
探讨背后机制和可持续之道，对于礼品市
场的趋势进行解读，也对人们的“送礼焦
虑”心理进行剖析。

摒弃空谈 让文字承载意义

关注送礼背后的心理问题，无疑使得
内容更有深度，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要防止
过分“务虚”，凭借记者的个人经历和想
象对该问题大加议论，空话、套话连篇累
牍。因此实地采访和咨询专家的意见以及
站在一定高度上的评论，成为稿件质量的
保障。

谈杨、魏喆和袁牧崑实地采访了北京
多家超市和酒店后，写出的稿子很

有现场感，语言上也比较生
动，使得 《月饼

简约风飞入千万
家》 成为这组稿件中较为活
泼的部分。

聆听专家的意见通常很有利于打开思
路，也能使报道更加具有权威性和说服
力。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
授，长期关注思想政治工作，在接受采访
时一下就切中了要害，从中国人的传统说
起，表达了对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的期
盼。而反腐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任建明则对于禁令效果如何持续有着独到
的看法，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建议。

好的评论一般有破有立，既要指出原
有事物的不足，也要提出何为正道。评论
作者“正楷”在尖锐地批评焦虑背后的
“潜规则”后，提出人其实还是应该焦虑，
但要焦虑自己该焦虑的正事———“官员操
心民生，关心发展；学者为学术愁肠百
结；商人致力于产品创新；学生想着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三百六十行，各行各
业，都有自己职责范围的事。”
《全民摆脱送礼焦虑？》 初稿完成后，

记者部主任严冰通读后认为，稿件过多关
注了近期的教师节和中秋节，而没有将眼
光拉远，对节日中的送礼现象进行梳理，
也没有对接下来的送礼趋势进行解读。因
此第二稿中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补充和完
善，使得整篇报道更加丰满。

由于中秋将至，稿件要确保时效性必
须尽快上版，因此版面编辑潘旭涛和本稿
记者于周日晚上临时加班，凌晨近 " 时才
完成拼版，并于周一顺利见报。在拼版过
程中，为了从直观上让读者感受到今年礼
品市场的趋势，在醒目的艺术字“礼”的
斜上方，放置了一个压下来的手，寓意今
年“不收礼”。

重视传播 听听网友怎么说

报道经焦点关注版刊登后，经过海外
网等网站的转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新
华网在时政头条全文转载，人民网、
华龙网、凤凰网、网易等知
名网站都在显著

位
置转载
该 文 ， 新
上线不久的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也转载了 《全民
摆脱送礼焦虑？》。

大量的转载也引来
了诸多网友的热议，网友
“$%&'()*++,,”说：这样好，
送礼的轻松了，被送的也不
会因吃不了浪费了，非常支持
节俭。

网友“致青春的事”说：过节
就应该是一种愉快的体验，而不是
加重送礼压力的砝码。

网友“消失在风里 -!”看来深受

其害：解脱了，解脱了，省了好多不
必要的支出，赞一个。

更多人可能如网友“杭发阿侃”
一般畅想：希望能长期坚持使用，
包括后面的节庆日。节俭过节，
净化风气。

从大部分网友的反应来看，
“松了一口气”是普遍的感
觉。网友们普遍对于“勤俭
过节”有共识，更是希望
这股“新风”能够持续
下去。而本报对于这
个现象的关注，还
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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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海风还没吹干头发，一则震惊台湾岛内外的消息就将小编

度假的惬意一扫而光———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涉嫌司法关说引发岛内

政治风暴。".--公里以外，台湾政坛上演又一场多事之秋，几平方米

的办公间内，小编振奋精神，投入又一个忙碌之秋。

要速度不要风度

网络新闻，瞬息万变，几秒之间，海量的信息就蜂拥而至，谁能

抢占先机，谁就把握主动。台湾远隔千里，新闻报道却等不得一曲

《千里之外》。取之于网络还之于网络，小编将目光完全锁定台湾网络

媒体。为了保证实时更新，小编不思茶饭，苦盯台媒。王金平抵达台

北、国民党考纪会撤销王金平党籍、台北法院裁定王金平保留党

权……变戏法一般的岛内消息，源源不断地充实着我们的报道内容，

海外网首页实现了实时滚动报道，其中不少消息快于业内那些曾经让

小编望而生畏的网站“大佬”。想及此情此景，小编摸摸因久坐而日

渐丰满的小肚腩，感叹虽然没有了风度，但是因为有了速度，小编也

还是很美的———心里美。

要“套餐”不要“单点”

如果把网络新闻比作一桌菜，小编觉得点菜的环节最伤脑筋，不

仅要在琳琅满目的菜单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要权衡利弊，择其物美价廉而取。尤其

像小编这种“资深吃货”，往往在众多美食面前犹豫不决，踟蹰难定，最后看花了眼，只好作罢。

诸位网友们亦面临同样的难题———如何在海

量的网络消息中择其善者？众所周知，解决点

菜难题的妙招就是———点套餐。解决网络新

闻选择难题的办法异曲同工———做专题。

深知此道的小编在第一时间用快速反应

模板制作了《王金平涉“关说案”台湾政坛

风云骤起》的新闻专题，整合了“关说案”

的相关图文、视频报道，让一个平面的、线

性的“关说案”，有了立体多元的轮廓，“关说

案”的海外网定制套餐就这么新鲜出炉了。

要独家配方不要大众快餐

新鲜出炉的“关说案”套餐虽然五脏俱

全，但却少了一道独家配方的主菜———原创

报道。作为“资深吃货”，小编怎么能允许

已经丢了风度，还同时丢了深度？为了海外

网的独家套餐不沦为大众快餐，小编摩拳擦

掌，亲自上阵，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终于

推出了“关说案”系列原创报道。

就在小编勤勤恳恳咀嚼文字的时候，视

频组的同事们正在为原创视频不辞辛劳，四

处奔走。经过海外版港澳台部的鼎力相助，海

外网终于奉上“关说案”视频访谈这道饕餮大

菜，由此“关说案”系列报道的定制套餐才画

上了漂亮的句点。

多事之秋还未尘埃落定，忙碌之秋还在

上演，小编的“秋膘”也是越贴越有滋味儿，

“资深吃货”将不懈开发独家配方，海外网台

湾频道为您倾情奉上金秋的新闻盛宴。

（作者系海外网台湾频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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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送礼表象到国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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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选题 透过送礼看心理

《变暖！变冷！谁在忽悠地球》在本报 !月 67日刊发后引起的关注和好评让我们采编团队颇为惊喜和鼓舞：包括新华
网、人民网等在内的主流门户网站和科普网站都在显要位置进行了转载，“挑剔”的微博博主们也关注和推荐了此文，并引
发了热烈讨论。这些成为本报科技新闻报道影响力不断提升的重要表现之一。

选题策划是新闻工作者的核心能力。所谓“选题策划见真功”，受欢迎且“传播力”强的文章，在选题策划方面一定高出一
筹。该文就是如此，在选题策划方面直接得益于本报张德修总编辑的亲自指导。

从 !月 66日开始，英国《环球邮报》一则“北极海冰今年 8月比去年同期增加 .9:、专家警告地球变冷”的新闻广泛传播，
这与多年来很多专家和媒体宣传的地球变暖形成强烈反差。张总敏锐地发现了该选题的价值，要求《科教观潮》当期及时推出相
关报道，并在稿件采访写作编辑过程中时时给予指导，保障了报道的正确方向。

我们最初设想是：通过采访气象学家，找到地球变暖或变冷依据，对北极海冰变化及原因做出解释，达到科普目的就行
了。但我们在调研采访中认识到，“地球变暖”论及原因已众所周知，无需过多着墨，而“地球变冷”论及原因公众知之
不多，有必要加以解释。与上述内容相比，我们认识到有两点更为重要：一是很多西方科学家，在事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气
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草率和不负责任，对质疑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
受国际政治因素干扰或者利益左右，已严重偏离了探求真理轨道。二是中国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竟然缺少自己独
立见解，陷入人云亦云的尴尬，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在此问题上陷于被动。

鉴于此，我们先通过梳理“地球变暖”论从边缘话题到几乎成为信条的过程，“地球变冷”论由盛而衰
到呈“复兴”之势的历程，说明所谓事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气候变化论无非是各领风骚若干年而已；再
通过气象学界对待质疑的态度，说明正是一味回避、不理直气壮地直面挑战，才导致了公众对气象
学界的信任危机。

行文中，我们勇于亮明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做到彻底抛开利益等因素的纷扰，
只对真理负责的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并“希望科学家能够‘不畏浮云遮望
眼’，拿出挺进真理的气魄。”同时，我们“期待中国能涌现出更多竺可桢式

科学家”，让中国气候变化研究自立自强。这样大大增加了文章
内涵和思想深度，挠到了读者的痒处，道出了他们

的心里话，引起了强烈共鸣。

正本清源理顺脉络 直言不讳切中要害

变暖？变冷？
我们一起防忽悠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角度挠到痒处

选题策划精准

舌
尖
上
的
﹃
关
说
案
﹄

刘

凌

一周新闻热搜词
%++;<==>%?@1%AAB$AC

网友评论截图

马英九

王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