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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校园社区版

! ! ! !“每个新闻都有其背后的故事与深意，要
想客观、生动地呈现新闻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
与吸引力，就需要作者带着一双慧眼，善于把
握细节和内涵。”!月 "#日下午，新民晚报大
学版、易班网和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
举办的“名编辑名记者进校园”活动在华理徐
汇校区举行。新民晚报记者叶薇结合自身十
余年从业经验，为华理师生送上了精彩一课。

有血有肉 方显本色
活动伊始，叶薇就坦言：“今天来华东理

工大学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主要是想结合我
的一些从业体会与感悟，跟大家一起交流和
分享，互相学习。”简单却不失温度的介绍，让
人倍感亲切。与多数新闻从业者一样，她对新
闻工作的理解，也是在无数次的实践探索中
不断提升的。

回顾多年前对坚守孤岛 "$年的乡村教
师郭福民的采访与报道，叶薇感慨说，采访前
对典型人物有着完美、高尚和超脱世俗的期
待，结果在实地采访中，却体会到了与现实和
世俗的激烈冲突。“那种感觉，既迷茫，又真
实。我渐渐明白，新闻报道要有温度、有活力，
就一定少不了对新闻人物的本色刻画。”她解
释说，“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无论他在新闻
中代表哪一方的利益，我们都不能脱离对现
实的写照。”叶薇认为，只有当我们将笔下的
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才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
到那一份温度与人性的魅力。

善于观察 发现真实
叶薇介绍说，有些时候，新闻人参与一

线采访时，往往对采访对象有一些预期的
设置，这很可能让我们被“欺骗”或难以探
寻到采访对象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个时
候，就需要我们仔细观察当事人的细节表
现，有可能是语言行为，也有可能是相关的
周边环境。”
她以采访“找钢网”创始人的故事为例，

分享了如何发现和把握细节的切入点，从而
更好地贴近被采访者的真实生活与内心世

界，最终写出真实而又生动的人物报道。“采
访的前半阶段，始终平淡无奇，直到我发现
受访者桌上有一个棋盘，以此为话题，走进
了他丰富而精彩的业余生活……”叶薇说，
只有当我们保持一颗好奇心，随时准备抓住
细微的“触角”，才能更好地用写故事的手法
将人物与事件融合起来，做到生动与真实的
有效结合。

深度挖掘 免于俗套
叶薇分析说，新闻的真实性不仅是指事

件或人物所呈现的表象，更多时候应该借助
新闻人的敏锐嗅觉与深刻感知力，去挖掘其
背后蕴含的“真意”。如果新闻人不能时刻自
我提醒，避免跟风、盲目报道，就很有可能随
大流，缺少新意，更有甚者，报道将会片面或
失真。

她以曾经轰动一时的山东“弃母事件”为
例，认为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有善于求新的意
识，更要有勇于求真的全局观与魄力。“当多
数媒体都将事件的主人公报道为‘不孝子’的
时候，我们尝试聚焦他所做出的努力和面临
的困境，不仅为读者还原真实情况，也为社会
重塑正面导向。”叶薇对此深有感触，“我们需
要用心倾听和感受事件的原貌，而不是停留
在表层的现象上。”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叶薇强

调，新闻人始终不能忘记肩负的使命，只有
牢记使命，用心观察，深入体会，不断挖掘
新闻背后的深度，学会用写细腻而客观的
手法去描述新闻事件，才有可能做好一个
“讲故事的人”。

! ! ! ! !月 "#日下午，新民晚报大学
版、易班网和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宣
传部联合举办的“名编辑名记者进
校园”活动在华理徐汇校区举行。新
民晚报科教卫新闻部记者陆梓华结
合多年的一线新闻采编经验，以“大
城小事”为主题，和华理师生分享
“怎样在平凡生活中发现有价值的
新闻线索”。

小校园的大世界
许多人对“记者”的印象，可能

是哪里有突发事件，哪里就有他们
的身影。每当发生重特大新闻事件
时，记者就会及时赶到现场，发回一
线报道。但是，在陆梓华从事的教育
新闻领域，没有那么多重大或突发
事件，更多的是科教卫的日常新闻。
那么，在偌大的校园中，如何找寻令
人兴奋的新闻点呢？陆梓华建议，高
校师生首先可以制作一份属于自己
的日历，在一些重要的时间点或节
日做好标注，以便提前准备，安排各
项报道任务。
陆梓华以华理在新闻媒体出镜

率较高的科研成果发表、生存实践
大赛、健美博士等话题为例，具体阐
述了在日常校园新闻中，如何发现
不一样的新闻线索。她建议，大家平
时要多关注校园，关注师生的日常
生活，不断发现和挖掘身边的人和
事，多培养自己的新闻洞察力。

小事件的大价值
长期跑某一条线的记者往往

会产生新闻疲惫感，例如教育新闻
经常涉及的开学、考试、毕业等内
容，以及一些政策性解读。如何在
众多同质化的新闻事件中找寻不
同点？陆梓华为华理师生上了生动
的一课。

她让在座师生回忆以前教室
灯光是怎样的？和现在的有什么不
同？其实，以往教室照明基本使用
日光灯。这种灯具不仅容易产生炫
光，而且极易发生“光衰”，造成灯
管老化，使教室各区域亮度不一。
通常，这种日光灯发光还会闪烁，
但是因为闪光变化得很快和视觉
暂留的作用，一般不易察觉。这种
用光不科学多多少少与中小学生
近视眼发病率持续增长有关。而现
在学校普遍装设的“无炫光格栅灯
具”可以弥补这些缺陷。

一个小小灯具的变化就蕴含
丰富的新闻点。在寻找新闻线索
时，陆梓华建议，应该不时问问自
己：最近新闻里发生了什么？和我
学习生活的领域有什么关系？能
不能找到不一样的角度？有时候
很小的事件就能够挖掘出巨大的
新闻价值。可以说，校园中处处有
新闻，关键是我们如何去练就一
双慧眼。

小人物的大能量
相比于先进典型事迹，我们其

实更容易被一些凡人轶事打动。他
们是人群中不怎么起眼的“小人
物”，却用一个个特殊的经历带给人
们无限感动。因为他们平凡而真实，
他们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是生活在
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年来，每届孩子都喊他“小
陈叔叔”的北京东路小学校工陈雪
森；怀揣创业梦想、勇走职场路的
“渐冻人”唐旭；从小痴迷线条，酷爱
用圆珠笔画建筑的韩笃一……陆梓
华给在座的师生讲述了一个个发现
和采访“小人物”背后的故事。
怎样把“小人物”写好、写活，以

小见大，彰显小人物身上的人文光
辉，需要记者深思与锤炼。陆梓华
说，记者要善于发现和判断有价值
的“小人物”，努力挖掘普通人物不
普通的一面。
“在这个读图时代，文字的力量

在哪里？”陆梓华问。读图作为一种普
适性的快餐文化深受青睐。文字渐渐
退居次席，没有多少人愿意阅读长篇
大论。但是记者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以文字为最终产品的人，他们仍在
努力诠释着文字的力量。“文字，是
表达思考、承载意义的最佳载体。记
者凭借一篇篇生动的报道，成为历
史的记录者，亦被历史所记录。”

新民晚报科教卫新闻部记者陆梓华走进华东理工大学!!!

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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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经济新闻部记者叶薇走进华东理工大学!!!

做好一个!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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