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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中国大事颇多。
从抗击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救援，从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到北京奥运会的圆满举行，再到当前影响到
各行各业的金融危机。
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跃动着传媒人的身影。
从年头到岁尾，要说谁经历的最多，当数传媒者。
2008年，中国的传媒业在应对一系列的重大公共事件中获得了历练、展示了自己，也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提升。
无论是从报道方式的转变、新闻价值规律的回归、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还是运营模式的创新，都在
与时俱进，从本质和核心促进了传媒的成长、成熟，从而使得在面临金融危机之时而更显从容，而这
，或许是中国传媒在2008年的最大收获。
评点中传媒的2008，无疑是一件异常辛苦的事情。
因为在这一年里，传媒的表现异常不俗，不论是知名度颇高的品牌媒体，还是湮没于传媒海流中的区
域报刊。
也是在这一年里，中国的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并逐步走进中国主流媒体的行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曾说，今天中国的传媒和传媒人也许有种种的缺点和不足，但在其
履行“环境守望”和“社会良知”的职业角色和职业追求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加自觉、尽责
和到位。
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探索和创新，才点燃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之光，拓宽了我们的自由空间。
对此我们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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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是中国大事频发的一年。
中国的传媒业在应对一系列的重大公共事件中获得了历练、展示了自己，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本书以筛选的十件重大事件为主线，通过对近百家媒体在这些大事件中的表现，分析媒体在新闻
创新、报道方式、管理机制、运营模式方面所展露出来的改变和应对举措，从而为媒体间的交流、借
鉴提供一个互相学习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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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菊芳，湖南双峰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公关专业和中文系新闻专业（现新闻与传播学院）
。
2005年10月获得芬兰赫尔辛基经济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4年12月进入新闻界工作，先后在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中华工商时报》、《今日女报》、长沙
晚报报业集团东方新报、《大学时代》等报刊社任职。
期间先后采写发表新闻文章1500多篇，成功策划实施报业广告经营活动50多个，独立完成报业经营项
目10多个。

    2006年起任中国报业网总裁，2008年成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
自2005年以来，成功策划实施了“中国传媒创新年会（2008年10月升级为中国传媒大会）”、“中国
品牌媒体高峰论坛”、“中国报网互动共赢高峰论坛”等传媒品牌活动，并提出了“创新激活传媒”
、“品牌成就传媒”、“报网共赢”理念，获得业内肯定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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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雪趣报道时，不论是小标题还是文字的叙述，明显地洋溢着乐天、达观和轻松，雪松、雪蘑菇
、雪灯塔、雪亭⋯⋯“雪，给熟悉的景色增添了别样的感觉：几乎每条长凳上都‘坐’着栩栩如生的
雪人，有的长着一坨‘红鼻子’，有的‘张’着嘴呵呵地笑着，有的还围围巾戴帽子⋯⋯”在“大雪
纷纷落，几多欢喜几多愁”一组报道中，配发的照片是客车站乘客滞留的场面：“雪‘锁’客车站”
。
大雪对随州交通是一个考验，随州日报是帮忙不添乱，如“在特殊条件下，乘客急而客运站更急，但
乘客的安全他们始终放在首位”。
这些内容拉近了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雪灾带给人们的是一场锻炼，也是一场考验。
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50年一遇的特大雪灾，使随州市成为全省重灾区，城乡生产受到严重损害，
养殖场倒棚、鸡鸭死伤，蔬菜大棚倒塌、菜苗冻坏，车间坍塌、延误交货，果树冻死、水产受灾⋯⋯
《雪地扒菜人》、《撒盐保畅通》、《风雪修路人》、《雪中送“煤”》、《风雪随州城雪中见真情
》等报道反映了市民迎难而上、团结奋战、展开气壮山河的抗灾救灾斗争。
经过艰苦努力，这场斗争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
目前，灾后重建工作迅速摆在随州人民的面前。
随州日报又开辟《抗灾减灾生产忙》专栏，及时报道灾区干群振作精神、恢复重建的生动实践。
拓展领域服务百姓1月13日，随州日报以标题《未来一周仍以雨雪天气为主》为题刊发新闻，提醒市民
，未来一周，随州市道路将出现积雪和结冰现象，市民们要注意行车、行路安全，同时冒。
《大雪对农作物生长有利有弊，专家建议加强雪后田间管理》，请农业专家谈如何做好田间管理。
1月25日，随州日报一版又发出报道，《新一轮低温雨雪天气又要来了，提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讲
述由于随州市前期雨雪冰冻天气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对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
较大影响。
这次明显雨雪天气将进一步对交通、电力、重的灾害。
随后报纸又请相关部门讲解如何防范，让市民把雪灾损失降到最低，更加增强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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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国各种媒体立即行动，使这一突发事件发生不到18分钟就传遍了全世界。
中国新闻界在这场灾难中做出的贡献是伟大的，显示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在突发事件中的政治责任感和
强大威力。
你们无愧地行进在世界新闻人的最先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学泰斗甘惜分奥运
是一个契机，使我们的新闻传播活动能更开放一些，透明度更高一些。
今年发生的几件事，如藏独分子闹事、汶川地震等，都证明一点，即凡是透明度高的。
报道的效果都很好。
不要管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只要透明度高，它的效果往往就是正面的。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舆论是比军事、经济等一切硬
实力还重要的软实力。
“5·12”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外只有一个呼声：抗震救灾。
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各种报道，传递灾情，也汇聚人心，让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万众一
心。
抗震救灾。
检验了我们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也检验了我们的说话能力、把握舆论的能力。
　　——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梁衡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是今年传媒传播
体现的公信力。
传统媒体在尽可能多地利用新媒体的优势进行传播，而新媒体也竭尽全力地汇总、整合、归纳传统媒
体提供的信息，同时努力将每个普通个人都变成传播者。
在这个过程中。
结合得越快的媒体，将会拥有更多、更新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争取到
更多受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赵凯今天中国的传媒和传媒人也许有种种的缺点和不足，但在其履
行“环境守望”和“社会良知”的职业角色和职业追求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加自觉、尽责和
到位。
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探索和创新，才点燃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之光，拓宽了我们的自由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喻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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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事件下的中国传媒》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60年孕育，30年积淀，催生了中国媒体创新行动的总爆发。
2008，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记忆，还有中国传媒改革创新的智慧和勇气。
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10个重大事件，报刊、广电、网络、新媒体⋯⋯近百家媒体，汇聚在读
者面前的是中国传媒精彩纷呈的2008年⋯⋯中国报业网（www．baoye．net）是一家专业服务于中国以
报媒为主的传媒产业与传媒人的网站，总部设在北京。
网站由一批活跃在传媒界、广告界、lT界与传媒教育界前沿的资深人士于2003年开始合力打造。
为网站的传媒会员单位提供互动式的网络产品与信息服务，对传媒品牌提供营销策略、战略规划、市
场推广宣传等服务，以全新的服务模式为广大传媒人搭建市场平台，促进中国报纸产业的健康发展，
推动传媒产业的不断进步。
报业是传媒业最核心和最主要的产业，中国报业网立足中国报业现状，关注传媒发展，有志于成为传
媒界最具影响力的网站，成为中国传媒业和全球华文传媒业的首选资讯网站、首选传媒商务网站、首
选传媒广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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