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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冰雪、地震、奥运、神七，大事一件接着一件，大报道也一个接着一个，非常时期爆发的惊人战斗力
令人震撼，非常时期成就的非常之举让人感动。
显示了中国电视新闻媒体非凡的力量。
这力量，除了中央电视台，更来自团结在一起的地方电视台。
如果说主题报道是比思想，那么突发事件拼的就是反应速度。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台的第一支队伍当晚就赶到了都江堰，这几乎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
，但对于在灾区的地方台记者，只要有摄像机就可以开始工作，因为，他们就在新闻现场。
中央台新闻频道的第一场视频直播，是依靠四川台在本台大院子里支起的卫星车；第一段来自北川的
画面，是依靠绵阳台记者在光缆中断、传送设备被震坏的情况下，通过QQ传来的。
地方台记者与新闻现场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正是地方台的速度成就了中央台的速度。
2008年11月2日，云南楚雄州发生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受灾最严重的
地区道路全部中断，成了“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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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记者部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一个部门，其前身叫地方新闻部，成立于1998年5月。
比地方新闻部更早的名称，叫新闻部地方组，成立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已经有近30
年的历史。
　　不管叫什么名称，跟全国各地方电视台打交道，组织、编辑地方台新闻在中央台播出，是地方部
一以贯之的最重要的职能。
截至2009年11月下旬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央台新闻频道所播节目的三分之一，来自全国各省级电视台
和城市台甚至县级电视台，而这些节目，都要通过地方部的联络、传送和编辑。
　　2008年，是地方部成立十周年。
建部十年，地方部未曾出版过任何书。
在出书盛行的当今，一个如此“闹猛”的地方部，居然没有出过书，似乎是个异数。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出版《咱们电视有力量》这本书，应该既是对部门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地方台工
作的反映，更是一个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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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事篇记者成名的时代开始了——白岩松讲课之一主持人在演播室要敢于“救场纠错”——白岩松讲
课之二直播中记者如何不再紧张——白岩松讲课之三我心目中的好现场记者——白岩松讲课之四现场
直播中的出镜记者需要具备什么——泉灵讲课之一出镜记者要做哪些准备——泉灵讲课之二突发新闻
和大型公共信号直播现场，记者能做什么——泉灵讲课之三柴静答郎永淳问海峡两岸卫星连线之经验
为什么要搞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打造中国电视新闻的利益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之一直播联盟能
够做什么——打造中国电视新闻的利益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之二直播联盟有哪些原则——打造中国电
视新闻的利益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之三干事篇(春)　凝冻凝聚　“三巴掌”背后的“十分钟”　拉萨
：三月里的伤痛　“3·14”的拉萨记忆　战斗的早晨　我在阿坝的日子　我坐着防弹车采访　2008：
我的N个“第一次”　一个直播“新人”的工作日志　2008年春节的一场直播　穿越“帆船之都”的
梦想——2008年3月24日青岛火炬直播手记　一次费尽周折的直播　直播的收获　杭州湾跨海大桥直播
　大桥跨越杭州湾直播跨越新阶段干事篇(夏)　抗震报道吹响新闻直播“集结号”　当灾难瞬间降临
　在前线的后期　我的联络员生活　我们悲伤但是不绝望　08小事记　四川灾区三记　三进北京城　
意料之外的惊喜　⋯⋯干事篇(秋)干事篇(冬)议事篇往事篇大事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咱们电视有力量>>

章节摘录

插图：过去观点是依附于新闻存在的，而现在来自于新闻的观点成为甚至超越新闻本身更大的新闻，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因此观点提供商、观点提供者，有可能成为未来名牌栏目、名牌主持人。
这是第一点趋势。
记者成名的时代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趋势是现场。
电视的最大魅力越来越在告别时间、速度，最早的时候是广播强调速度，然后是互联网，都可以保证
速度，电视用什么保证速度？
电视只有用同步的现场来保证速度，现场也正在成为现在电视和网络竞争当中非常具有优势的一个领
域。
我举奥运会的例子，在美国、日本，包括在中国，最新调查数据显示，15岁到30岁之间的受众，绝大
多数的比例选择的是电视，而不是网络。
但是看新闻的时候，相当大的比例看的是网络，而不是电视。
资讯本身，还是电视占很大优势。
为什么？
就是因为电视提供越来越多的现场，现场离不开现场记者。
大家分析这几年，所谓新的主持人等大多与现场有关，新闻节目靠演播室成长起来的主持人几乎没有
。
比如说张泉灵现象、闾丘露薇现象，你会发现，现在记者成名的速度快过主持人成名的速度表明：现
场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地震，还是奥运会都是这样一种现象，将来更会强化这一点，因为你替观众
此时此刻在现场，这个意义非常大。
我也不会扔掉现场，我绝不会只守在演播室里。
强调现场与记者之间的关系，不管在我国的台湾、香港，还是日本，我都会在现场做，“神七”发射
我是去的基地，现场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这就是记者。
现场变得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却存在不足。
一个巨大的反差是，我们的现场记者在进行大量现场报道的时候，第一个，没有长期的语言训练，第
二个，没有一个固定的岗位意识，因为来回更换，今天是你，明天可能是另外的人，没有一个准入的
制度，没有一种标准。
这种成就感有的时候体现得不那么明确，责任感因此也没有那么明确。
这成为全国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你经常看到100分的记者和40分的记者同时存在于一个新闻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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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地方记者部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一个部门，其前身叫地方新闻部，成立于1998年5月。
比地方新闻部更早的名称，叫新闻部地方组，成立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已经有近30
年的历史。
不管叫什么名称，跟全国各地方电视台打交道，组织、编辑地方台新闻在中央台播出，是地方部一以
贯之的最重要的职能。
截至2009年11月下旬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央台新闻频道所播节目的三分之一，来自全国各省级电视台
和城市台甚至县级电视台，而这些节目，都要通过地方部的联络、传送和编辑。
2008年，是地方部成立十周年。
建部十年，地方部未曾出版过任何书。
在出书盛行的当今，一个如此“闹猛”的地方部，居然没有出过书，似乎是个异数。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出版《咱们电视有力量》这本书，应该既是对部门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地方台工
作的反映，更是一个历史记载。
地方部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
此前之所以没有写，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大家都太忙。
地方部是新闻中心的一线节目部门，围绕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多个时间段、多种节目样态的不同需
求，地方部承担着繁忙的日常节目采制任务，每天需要频繁联系各地方台，策划节目，筹划直播，编
辑文稿，传送画面，赶抢播出。
中央台新闻频道24小时不停机播出，24小时就需要不间断地提供播出的节目内容，这些节目的核心生
产基地，就在中央台主楼二层。
地方部的新闻值班室，大概要算其中最热闹的地方，一天中绝大部分时候，这里都是人头攒动，不仅
有本部门的值班人员，还有不时轮换前来中央台学习的地方台编辑。
忙得前仰后合，是这里的工作常态。
看着地方部的人跑来跑去，有人曾经戏说，地方部的人往播出线送片子，大概要穿上旱冰鞋滑行才能
跑得更快。
“在奔跑中调整呼吸”，还有人以此来形容地方部的工作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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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咱们电视有力量》：杨华：非常时期方显“咱们电视有力量”白岩华：记者成名的时代开始了张泉
灵：出镜记者需要具备什么？
柴静：对事实负责 用证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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