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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错台

“互动”版联络方式：
邮 箱 1561384497@qq.

com，或者关注“燕赵都

市报”微信公号、官方

微博留言。欢迎赐稿，

我 们 期 待 您 的 参 与

（注：投稿请写详细地

址，并请留下电话便于

联系）。

表扬信

啄木鸟

互动版微信群二维码
（7 月 15 日前有效，以

后有更新）

6月29日第19版《乡

间的水磨》写乡间用水磨

磨面，第6段第6行、7行

中有句话：“奶奶负责用

细箩把面箩下去。”这段

话中的两个“箩”，都应是

“罗”。“罗”与“箩”音同义

异。

“ 罗 ”的 繁 体 字 是

“羅”，有多个义项，其一

是名词，指一种网眼细密

的筛子，用来筛细粉末或

过滤流质，如“铜丝罗”。

其二是动词，指用罗筛或

滤，如“把面再罗一罗”。

上例中正是说用罗罗面

（第一个“罗”是名词，第

二个“罗”是动词）。而

“箩”的繁体字是“籮”，名

词，指的是用竹篾或荆条

等编的盛粮食、蔬菜等的

器具，不能用于筛面（有

一种用竹条编成的筛子，

叫 箩 筛 ，也 不 用 于 筛

面）。所以，“用罗罗面”

的两个“罗”字，不能写

“箩”。

石家庄读者 王德彰

一则有意思
也有意义的报道

也谈文学版面的设置

“罗”与“箩”
音同义异

在《燕赵都市报》7月2日的“互动”栏目

中，看到了赵同胜先生的一篇《能否为文学留

一片耕耘地》，读后感受颇深。其实，赵同胜

先生在保定的许多报刊都发表过文章，语言

精练、行文质朴、很有生活气息，读后有一种

亲切感，笔者也曾在保定的报刊发表过一些

不成熟的小文，有时文章和赵先生在同一版，

因此虽然素未谋面，但是就像是一位良师。

文学创作的版面关系到每个文学爱好者作品

的创作和发表，所以，这篇文章很有见地。

其实，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文学创作

迎来了高峰期，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笔者小时候爱读的《儿童文学》就是这一时代

少儿文学的代表，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网

络玄幻小说的兴起，纯文学的创作似乎受到

了阻碍，许多刊物都取消了文学创作的园地，

即使有这样的投稿方向，因为篇幅的问题也

很难中稿，相比于这些报刊，《燕赵都市报》的

散文栏目就成为一个“品牌”。不仅有散文类

的作品可以投稿，还有一些生活类的小文和

随笔可以浏览，这样的阵地是文学爱好者的

福音，但是赵先生的意见也很中肯，除了文章

中提到的小说类文章少，评论性文章，尤其是

文艺评论型文章更少，集中体现在评论热门

影视和电视剧的文章少，如果可以开辟这样

的专栏，相信可以让文学爱好者小试牛刀。

拓展文章的类型，其实也就是在吸引更多的

创作者，因为《燕赵都市报》是一份综合类的

民生报纸，所以一味地扩充文学类的版面显

然也不现实，最好的可能就是在现有的版面

之上开辟新的栏目，栏目虽小，但是可以让不

同类型的文章都有发表的空间，这样就给了

更多读者“互动”的空间。希望《燕赵都市报》

能成为文学爱好者的“大家庭”，希望看到更

多优美的文章。

保定市 刘飞霄

7 月 2 日第 22 版《暑假出游》第 3

个小题下第7行“申根”，应是“申报”。

石家庄市 李卫康

7月3日17版《祖峰首执导筒拷问

人性》一文第1栏第1行“祖峰执导的

处女座电影《六欲天》在长沙开机”中

的“处女座”应为“处女作”之误，“处女

座”为星座名称，出生日期为8月23日

至 9 月 22 日的人就是处女座；“处女

作”多指一个人在文艺创作等方面初

次公开发表的作品。

山东省无棣县 孟德辉

6月26日21版《又见小麦覆陇黄》

标题中的“陇黄”，应该是“垄黄”；第5

段第6行“再轮起连篙发狠地捶打”，其

中的“轮起”应该是“抡起”。

邯郸市 张千峰

说句实话，我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什么段子到了我嘴里再讲出来，它也会没了

味道。虽然不会讲故事，但不代表我不爱听

故事。小时候，听老人们讲“野台子”的故事，

至今记忆犹新。说的是大家在村庄外头看

“野台子”戏，看着看着，忽然李大娘推了张大

嫂一把：“你怎么抱着南瓜来看戏啊?”那完全

沉浸在剧情中的张大嫂这才回到现实，大叫

一声：“我的孩子呢?我本来是抱着孩子赶到

戏台前面的啊。”继而一想，跑过南瓜地的时

候曾被瓜秧绊倒摔了一跤，孩子一定还在瓜

田里，于是戏也不看了，瓜也不要了，跑到瓜

田里找孩子。东找西找，找不到孩子，找到一

个枕头。是了，她正搂着孩子睡在床上，听见

外面锣鼓响，抱起孩子就往外跑，她好久没机

会看戏了！太兴奋了！快中有错，八成抱起

来的是枕头，不是孩子。赶紧跑回家去，推门

一看，孩子在床上睡得正甜呢。

讲故事，是在讲什么？故事承载的信息，

分为两级。一级信息就是故事的题眼和卖

点，是吸引人眼球的梗概，对应主要情节。二

级信息就是故事的细节，用细节来提高故事

的感染力，对应的是次要细节。

“野台子”的故事透露给读者的信息，就

是“野台子”戏对群众的吸引力，通过一个有

趣的故事，故事的一级信息“村里来了野台

子”和二级信息“戏很受群众欢迎”一目了

然。这让我又想起看过的一幅“画龙点睛”的

画，画面上一级信息是梁代画家张僧繇画了

四条龙，他点过第二条龙眼睛后，过了一会

儿，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四起，雷鸣电闪，在雷

电之中，人们看见被“点睛”的两条龙震破墙

壁凌空而起，张牙舞爪地腾云驾雾飞向天

空。画面下方的二级信息则向我们展示了和

尚们顶礼膜拜，诚惶诚恐的样子，渲染了画家

的传神妙笔。

在我们的通讯报道中，也要传递新闻故

事的一级信息和二级信息，尤其要注重故事

细节的挖掘和使用。

前不久，单位安排我去采访办税服务厅

的一位办税员。一接触，发现陈玲很腼腆，跟

陌生人说几句话都会脸红。在提供的材料

里，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用之处。我只好转过

头来，跟陈玲的同事、领导和企业财务会计去

了解情况。其中一位同事评价道：“陈玲是一

个有‘弹性’的人。”我一听这个，很感兴趣，就

追着问：“你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陈玲能低能高——既能非常‘低

调’，又能非常‘高调’。”这个评价很有意思，

于是我深入了解，认真采写，最终以《一个有

弹性的人——记吴桥县地税局办税服务人员

陈玲》为题，写了一篇通讯报道。文章中列出

了两个二级标题，“低调”：美玉藏璞中，不言

自玲珑；“高调”：宁静志方远，才高气自锋。

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详细讲述了陈玲是如何有

弹性的。

一级信息从哪里来？除了采访对象、事

迹材料等，更多是从采访对象身边的人、身边

的事而来。新闻人要学会观察事件，将新闻

事件“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有时候，我

们初采访时面对的只是一个事件梗概，是模

糊的，但多年的新闻工作历练，直觉会告诉我

们，这个是有“意思”在里面的，这就是会意。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把它捕捉住，保留住，

这将是我们感悟的起点，新闻写作的资源。

会意，来自工作经验的积累，来自日常深

入的思考，可以说是一种“准备”和“等待”，通

过积累和思考，具备了捕捉好新闻的眼光和

思维。这让我想起蒋雯丽的一场考试。当时

她表演了测试考生激情的即兴命题《唐山大

地震之后》，并脱颖而出。蒋雯丽小时候看过

德拉克洛瓦的一幅油画《墓地上的孤女》，小

孤女抬着头默默地望着天空，眼里含着泪，那

个女孩的状态她觉得就是她现在要表现的一

种无言的状态。另外，后来她看了一篇关于

评论《瑞典女王》嘉宝表演的文章。影片结尾

场面中，嘉宝扮演的女皇克里斯蒂娜连眼睛

也不闪一下，毫无表情。人到了极为悲痛的

时候，用简单的动作和表情是无法表现的，实

际上这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蒋雯丽坦言自

己的成功来自日常生活的积累，帮助她理解

了一个角色、一道命题。

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学会察言观色，时

时锻炼自己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对新闻背景

的把握，讲好新闻故事的“一”和“二”，决定了

通讯报道的高下。

吴桥县 刘耐岗

讲好新闻故事的“一”和“二”经验之谈

意见箱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6月13日《燕

赵都市报》第6版题为《还有一人参加

了急救》的报道，完全应该归于“好人

好事”的新闻一类，这类新闻写起来并

不容易，要写好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写

作这类新闻很容易进入固定的模式和

套路，同时又不易调动起读者的阅读

兴趣。不过，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这

则报道却与众不同，无论是题目也好、

内容也好，让人看过之后都会觉得既

有意思、又很有意义。

《还有一个人参加了急救》这个标

题所对应的事件内容大概是：6 月 10

日，在沧州市西体育场的篮球场上，一

男子突发心脏病。危急关头，万幸的

是当时正好有打篮球的医护人员上前

施救，《燕赵都市报》已经报道了此

事。但记者随后了解到，事发时情况

紧急，在现场伸手施救的除了沧州市

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外，还有来自

沧县医院的刘坤猛。看到这里，大家

可能都明白了，当时参与救援的一个

重要人物——刘坤猛在前面第一次报

道当中被漏掉了。

其实报道里漏掉一两个人也是可

以理解的。估计当时救援现场的人很

多、场面很乱，参与救援的人彼此之间

又不熟悉，而且他们都把心思用在了

救人上，对究竟有谁参与了施救未必

记得那么清楚。而记者在采访后也还

有一个时效性问题，于是就有了前面

那篇漏了人的报道。但事实就是事

实，发现有一个人被漏掉之后怎么

办？我们很少看到其他媒体有采取

“补救”措施的，《燕赵都市报》的做法

当是一个典范。

危急情境下施手救人，精神可嘉，

我们媒体的报道就应该尊重和还原事

情的本相，让救人者勇于救人的精神

得以弘扬。这既是对救人者的尊重，

也是对读者的尊重。《燕赵都市报》这

则与众不同的报道，充分展示了采编

者们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我觉得我

们很有必要为这篇报道点赞，为《燕赵

都市报》的采编者们喝彩。

易县 杜明骏

一个好的新闻标题不仅引人注目，能起

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能让人过目不忘，久

久回味。贵报6月28日头版《43℃！元氏昨

日“火”了》就具备这些特征，是个好标题。一

个“火”字，向读者朋友传递了6月27日，石家

庄市元氏的最高气温达到43℃，创我省今年

以来高温的新纪录。这个“火”字，要远比

“热”字好许多。

邯郸市 曹恒泽

这则新闻标题好！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