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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段功伟同志用“行思”定位这本书，比较准确。
他从大学毕业进入南方日报工作起，就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勤行勤思的记者。
他信奉“脚底出新闻”，跑得很勤，硕果累累。
在南方日报，他是一个获奖大户，几乎每年都有作品获奖。
2003年抗击非典战役最激烈时，他的报道《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
》，考验了“南方风骨”。
当时，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找到了非典的病原，是衣原体，并通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要
媒体发布新闻。
但段功伟同志深入采访了广东专家，他们都反对这个结论。
他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
报，还是不报？
身为总编辑，我很费思量。
最后，我们慎重作出决定，如实报道。
这样，南方日报发出了全世界媒体中唯一不同的声音。
这篇报道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极大鼓舞了广东专家，为战胜非典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作品获得中国新闻报道的最高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他本人也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记二等功，被中宣部和全国记协授予“优秀记者”称号，并先后在人民
大会堂和部分省市作巡回事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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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以来，围绕时政报道的转型升级和组织策划，作者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同事们一起开怀畅想，
激情实践：这本书就是这一段“行思”的结集。
2008年以前主要是作为一名记者，追求更多的代表作。
书中对这段“行走”的经历作了回顾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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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功伟，男，湖北英山人，1996年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南方日报工作。
曾获中国新闻奖3奖（一等奖1次、三等奖2次）、广东新闻奖10次（一等奖4次、二等奖4次）。
现为南方日的时政新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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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9年5月，我返武汉大学“回炉”学习，参加面试。
其中有一个题目，要我谈谈当时政记者的感受。
　　这是一个让我百感交集的题目。
从业多年，始终与时政为伍，没有人们眼中“官记”的良好感觉，有的却是一身沉重，甚至困惑。
　　在不少人的眼里，机关报的时政记者出入党政机关，随领导开着大会小会，与那些走街串巷，甚
至“潜伏暗访”的报料记者相比，多么体面风光，多么令人艳羡。
　　但实际上，一种“认同危机”常常伴随着时政记者。
　　一方面，在很多读者眼里，时政报道官话连篇，面目可憎，不忍卒读。
而在新闻专业主义者眼里，时政记者是“官方”记者，时政报道严格来讲只能算宣传，其新闻品质和
专业价值自然不能与“非官方”记者的作品相比。
也就是说，在读者中心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评价体系中，时政记者和时政报道是难以得高分的。
　　另一方面，时政记者不甘心得不到这种认可，心中仍有新闻理想在升腾，于是总想在报道中搞点
创新，来点新意，却不一定能让“官方”接受；再加上对材料的占有总有局限性，对领导意图的把握
不可能永远到位，结果很可能是报道难以让领导满意。
　　如何在新闻的标准和宣传的标准间求得平衡，是每一个时政记者必须攻下的难题。
　　如果说这是时政记者的一种职业困惑，那么这当中也有着深深的体制性烙印。
时政报道不改，时政记者的困惑难解。
时政报道的当下迷失　　在正式展开之前，还是先厘清一下时政报道与政治报道的概念。
　　政治报道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概念，中国的新闻学术系统一直有它的位置。
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认为“对国家、政党和公民的政治思想、政治会议、政治事件、政治
外交及日常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报道”就是政治报道。
而就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时政报道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将“时政”定义为“当时的政治情况”。
“百度百科”援引金梦玉主编的《专业新闻报道教程》说：时政新闻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
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报道范围主要表现为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处理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
面的方针、政策和活动。
　　从这些定义看，时政报道与政治报道大同小异。
但目前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
一种是将“时政”视为偏正结构，时政新闻等同于时事政治新闻，主要指关于重要领导的时事要闻，
比如有些媒体设置专门的时政报道组，就是专门负责报道重要领导活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时政报道是政治报道的一个分支。
第二种是将“时政”视为并列结构，意即时事和政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报道是时政报道的一个分支。
事实上，现在不少媒体正是采用这个意思，将时政新闻分为政治新闻、政法新闻、科教卫新闻等，甚
至还包括有关社会建设方面的新闻，不过政治新闻始终要在其中占大头。
另外，时政报道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如果与国际接轨，似乎更多是用政治报道这一概念。
本人一直从事一线实践工作，无意穷究二者的学理区别。
为了叙述方便，我在书中没有严格区分时政报道和政治报道，或者说采纳了“时政报道≥政治报道”
的意思。
　　我们说时政报道必须改革，首先是其地位决定的。
那么，在党报的业务格局中，时政报道处于什么位置呢？
　　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巨大影响力，时政新闻始终是读者最为关注的焦点。
没有时政新闻做脊梁，媒体的腰就硬不起来。
不做时政新闻、做不好时政新闻的报刊难以进入主流媒体的行列。
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也说：政治报道在新闻报道中占有重要地位，曾被称为是“报纸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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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和灵魂”，最早的报纸主要报道政治新闻。
　　事实上，时政报道是党报性质、责任、职能的集中体现。
我们常说的“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有三个被时政
报道涵括，即政治、社会和党的建设。
时政领域始终是新闻必争之地。
国家为什么三令五申严管时政类报刊？
因为这里是舆论争夺的核心战场。
就媒体而言，可以说“得时政者，得天下”。
　　时政报道严肃、权威，业务创新难度更大。
一般认为，时政报道的创新是党报业务改革最难、最后的环节。
时政报道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列党报业务创新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党报走市场的成败，从而也直接
关系到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成败。
用李良荣教授的话说，“时政报道不突破，我们国家的新闻改革难言成功”。
　　可如此重要的时政报道，偏偏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长期以来，面对都市报、晚报等城市日报的挤逼，省级机关报感到压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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