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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更有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需要我们不断汲取和改进。
从今年初开始，持续近5个月的《新世纪·郑州十年》大型系列报道，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关心指挥下，经过市属郑州日

报、郑州晚报、中原网、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郑州电视台、郑州手机报等数以百计新闻采编人员的努力，交出了一份答卷。
5月31日，“关注民生 破解‘四难’新世纪·郑州十年”大型系列报道研讨会在郑州市举行，部分中央驻豫媒体负责人和我

省新闻界知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与会人士提出了精辟的建议和意见。整个研讨会历时5个小时。
在倾听专家意见建议的同时，作为郑州一分子的您，对于这组报道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您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是鞭策、是鼓舞。
因为，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我们都深深地爱着她。每一天，我们都会触摸到她的脉动、她的温暖。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大教授 董广安

描绘一个
精彩、可爱、发展中的郑州

这次《新世纪·郑州十年》报道，给广大郑州市民描绘了
一个精彩、可爱、发展中的郑州。

有三点值得肯定：第一是精心策划、精心选题、打造精
品、彰显精神；第二是大气，系列报道表现出大手笔、大气
势、大气概，成为主流媒体组织舆论、引导舆论、影响舆论的
成功典范；第三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专家点评，还
有百姓述说，图文并茂，深度挖掘，构建了一个立体、全方位
展现郑州10年的图景，更难得的是平民化，展现了平面媒
体的独特性。

《新世纪·郑州十年》大型系列报道，是郑州新世纪10年心路历
程积淀已久出现的一次“井喷”，发力很猛，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
响，也让新闻界同行看到了郑州市委宣传部和市属媒体的大手笔。

这次大型报道的成功，应了一句老话：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是因为这次大型报道抓住历史节点，高端审视、回顾

前瞻，凝结出了一份思想成果。
新闻媒体，在历史回顾、成就报道方面，经常在做“同题作业”，

而今年4月26日起郑州主流媒体集体、隆重推出了自己的“独家作
业”，规模宏大的《新世纪·郑州十年》报道横空出世，十分抢眼。新
闻媒体对历史的节点是十分敏感的，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
发挥的题眼。2010年正是一个回顾和前瞻的节点，因为新世纪的
第一个10年，是世纪之行的起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伟大实践的
10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单位，在这个关头都有必要进
行总结，以利于更清醒、更理性、更科学地发展前进。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一向较注重新闻策划，推出过不少富有时
效性、新闻性的“拳头”产品，而这次大型报道又是一次集中展示。
其中，作为都市报，郑州晚报做大型政经系列报道，从内容到版式，都
显示了足够的高度和精锐的实力，在都市报成为大型政经报道主
力军方面树立了一个成功例证，尤其是特刊连续刊发的 10 篇

“总编辑评论”，闪露思想光芒，犀利酣畅，锐气扑人，引人关注。
《新世纪·郑州十年》在鲜明的坐标上，跳出郑州看郑州，跳出河

南看郑州，既有高度也有章法，形成的不仅是新闻报道，也是思路的
轨迹、思想的结晶。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张维迎为首的一批专家
点评，又提升了理性思辨的水准。整个报道为郑州迈入“十二五”继
续发力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助推，热情昂扬，气势夺人，效果相当出彩。

“地利”，是因为这次大型报道立足于郑州发愤图强的原始动
力和时间经历，客观翔实，留下了一份历史见证。报道视野广阔，
激情洋溢，但并未让人觉得虚张声势，因为它扎根于最熟悉的土
地，采集于最贴心的感受，向世人端出的是一份刚刚发生在身边
的热腾腾的真实，说出了社会各方想说、想听的话。其中，既有时
任高层决策者对10年思路历程的全面梳理，也有大量亲历者对
10年发展的专业解读，更有众多的当地百姓对10年生活变化的
细节描述。

《新世纪·郑州十年》与一般的成就报道有所不同，视角集中
于政经，风格侧重于理性，这对策划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和”，是因为这次大型报道明辨历史、坚定方向、振奋人
心、鼓舞士气，必将产生激励郑州人民乘势而上、共谋发展的动
力。希望今后能够读到更多这样的力作。

我们常说要唱响主旋律，怎么唱响主旋律？这组报道起码给
了我们3点启示。

第一，在特定的历史节点，要善于聚焦，即将迈入“十二五”新征
程的时候，这次报道选取成就辉煌的10年，不仅在全市产生强烈的
心理和情感共鸣，而且对进一步统一思想、鼓舞人心、振奋精神、凝聚
力量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10年是个节点，这个选题的重要性不用
多说，选题选好了，才可能有历史性，才可能有实践性，才可能有雕塑
性，也才可能和广大群众产生共鸣，激起他们的参与热情。

第二，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郑州电视
台、郑州手机报等多家媒体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宣传合力，《新世纪·郑
州十年》报道扬起了一阵舆论强浪，之所以形成立体声、多元化，就在于
各媒体充分发挥了所长和特色，按照一定的节律，产生了和声。

第三，精心策划，着力组织，保证了这次报道赢得最佳的社会
效果。

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出思想出思路，亲自参加具
体稿件的讨论和改稿，总编辑、台长亲自协调，统筹，还直接深入
实际采访，最大限度发挥各单位资源。这也是成功的必备条件。

郑州日报在这组大型报道中担当了旗帜的作用，起到了很好
的领唱作用，10篇报道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我用8个字总
结——

“大”：大策划、大创意、大手笔、大气派、大气势、大气概。
“高”：不是就事论事，一事一议、坐井观天，而是站在历史、时

代、全局的高度，站得高，才能看清这个时段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
位置和作用，看清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看清一个城市在全省全国
大局中的具体位置和影响，所叙所议，都是大问题、脉络问题、战
略问题、思路问题。

“重”：舍得重锤猛鼓，版面都是重磅的，图片、消息、通讯、标
题都是重磅的，邀请的专家学者都很权威。

“实”：整组报道内容戒虚务实，大而有当，大而实，讲的成绩
并不多，而且在讲成绩的时候，那种态度让人感叹。

“深”：主要指思辨的深度，这组报道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把叙
和议、历史与现实、今天和明天这些对比的范畴用不同手段，柔和
地融合了。叙事有丰富的内容，论理详细分析，逻辑力量强，分

量、重量、感染力、思辨力不一般，自然产生的客观效果强大，凝聚
力、动员力强。

“全”：几乎把新闻报道所能用的十八般武艺都用全了。采访
对象也非常全，官员、专家、学者、老百姓、小学生，形成了多层次、
多元化的效果。

“精”：文字上精耕细作，标题上精心制作。一些栏头的设计
都非常精心。郑州晚报每叠封面，把这10个特刊，发过一篇圈一
篇，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专家点评”4个字用印章形式表现，是经
过精心考虑的。

“新”：从宏观到微观，主题创意新颖，让人过目铭心，产生共
鸣，真正难忘。

我的建议是，还不够解放，主要是一版，这么大的策划，在一
版的体现上，位置飘忽不定，忽左忽右，规格变化而不一律，字号
和标题忽大忽小，影响了视觉形象。

郑州晚报除了其他方面和日报一样之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明确定位，发挥特色，配合日报唱好和声，特别注意角

色地位，特别重视全局，特别出色。日报叫“郑州十年”，晚报叫
“十年见郑”。我的感觉是，日报说“我们的成绩确实辉煌”，晚报
说，“真的，我可以作证”。有权威人士，有知情人士，有见证者，有
感受者，非常有说服力。

第二，郑州晚报在这次报道中，着重打造了自己的拳头产
品——总编辑评论。

看完后十分感慨，这组评论十分如意，十分难得，特色有4点：
选题上全局融于胸，立意高远。
内容上如数家珍，丰富翔实。
结构上纵横捭阖，汪洋恣肆。
语言生动凝练、文采飞扬。
过去的报纸总编辑叫主笔，主笔是要亲自操刀的，很多新闻前辈，

邹韬奋、范长江、夏衍，首先是主笔，这是个传统，如今郑州晚报把这个
传统继承下来了，非常难能可贵，值得全省新闻单位推广学习。

这表明，作为团队，郑州晚报的人才资源是丰富的。作为个
人，记者们笔力不凡，有很大潜力，只要给他们提供机会和平台，
就能“锥处囊中，其锋自现”。

河南省杂文学会会长、大河报原总编辑、阅评专家 王继兴

我们常说要唱响主旋律，怎么唱响主旋律？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阅评专家、高级编辑 王钢

视角集中于政经，风格侧重于理性

河南日报时评组编辑 吕志雄

破解了纸媒在微博时代发展问题
整组报道，破解了纸媒在微博时代如何更好地发展的

难题，发出了独特声音，同时，也破解了正面报道难的问题。
报道准确把握市委意图，展示了老百姓急于想了解的

信息。
我觉得，这是在传播一种理念：从市委要精神，从老百

姓中寻找新闻故事，应当把这种运作模式传承下去，作出更
多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报道。 晚报记者 孙娟 裴蕾整理

河南新闻阅评专家、高级编辑 孙传恒

整个系列报道体现了三个“重”
系列报道体现了三个重。首先，报道重精心策划。全面

梳理了郑州10年又快又好的发展经验，整体报道体现了编
辑意图，实现了集体智慧，给读者形成了完整的、深刻的、持
久的印象。

其次，报道重在充分占据资料。内容上深刻体现了10年
变化，是每个郑州市民看在眼里的变化，而整个报道思路不是
局限在郑州看郑州，而是跳出河南看郑州，有高度有深度，给
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考，使读者从感性转化为思想质的飞跃。

最后，报道重在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比如，
十年报道的数字报道，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而是郑州速度
的缩影；读者关注的热点与政界高端访问，从上至下实现了
报道的客观、突出和鲜明风格。

河南新闻阅评专家、高级编辑 熊志波

报道可信性强、感染力强
新闻宣传有“四难”：正面报道难、典型宣传难、舆论监督

难、新闻创新难。这组系列报道就破解了“三难”，卓有成效。
同时，整个报道用事实说话，有根有据，尊重新闻报道

客观规律，报道可信性、感染力强，很好地唱响了主旋律，打
好了主动仗，强化了新闻报道的社会影响力。

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韩宇宏

大型报道
要“前有造势，后有反响”

报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关注民生为中心，比如
经济发展、宜居城市等篇章，符合中央精神。

细节方面比较完美，亮点纷呈，语言优美，比如郑州晚报
《未来篇》，封面上10个孩子手持描绘未来郑州美景的图片，细
节十分考究。

郑州晚报的报道充分研究了读者的阅读心理，报道内容
更有民生味儿，有针对性，形式活泼生动，读者喜闻乐见。

这组报道、这场新闻战役，回顾我市近10年走过的路，明
确今后应走的发展之路，明确（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论证）我
们的发展理念，是坚定我们发展信心的报道、战役。

换句话说，就是探索、论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势
下，人口多、资源有限，甚至贫乏，科学技术又相对落后的内
陆大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问题。这样，报
道就具有了较高的理论立足点，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扎
实的根基。

我建议，今后大型政经系列报道要实现“前有造势，后
有反响”，长时间在群众心里留下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