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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

一、初来乍到，缺乏经验
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记者，采访写稿没有什么

经验，或者是其他专业出身，没有接受过新闻专业业
务的训练，会在报道时往往将文学创作与新闻报道等
同，一些经过文学加工的虚构假新闻就造出来了。没
有新闻线索时，还关门造新闻。

二、作风浮夸，粗枝大叶
不少记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有问题，在采访写作

时不认真，被表象、假象蒙蔽双眼，听信没有依据的
说辞，或是心不在焉、粗制滥造新闻。例如：2019年
12月9日出版的《半岛都市报》中，记者在《厉兵东亚
杯明日打响，李铁昨率队出征》在这篇报道中，把23
个队员中15人的名字写错，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12
月10日，《半岛都市报》通过官方微博向读者致歉，
表示经过调查，是记者在新闻采写过程中，未按要求
对名单进行认真核实所致。报社责令该记者写出检
查，降为实习记者[1]。

三、知识不足，真假难辨
记者的本意并不想造假，但是由于某一新闻事实

涉及某方面知识，而记者对这一知识不甚了解，故采
写时就缺乏辨别力，容易把假的、错的当成真的、对
的予以报道。

四、道听途说，不经核实
许多失实的新闻，就是因为记者道听途说又未

经过亲身核实、验证而造成的。记者究竟应该不应该
耳听八方？对这个问题应当两面看，一方面，记者必
须养成道听途说的习惯，在上下班的交通车上，在出
差的车船上，或是在走亲访友时，别人在谈论什么，
而且是无意避开你的话，记者不妨凑上去悉心听听，
甚至可以随便交谈几句。实践证明，许多新闻正是记
者道听途说得来的。但另一方面，道听途说的材料经
过七转八转，虚假的成分颇多，如果要拿来报道，则
记者一定要到新闻事件发生的地点，找到当事人、知
情人等仔细验证材料，否则，光凭道听途说就构成报
道，报纸、广播将随时有不测之虞。例如：2013年2
月自媒体网传消息称，在网络盛传“外国小伙扶摔倒
女子遭讹诈”一事，传言一名外国人在搀扶一突然摔
倒的女子时，反遭这名女子以被外国人撞伤腿部讹诈
1800元“医药费”。多家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第一时
间报道。但第二天，警方的调查，实为当事外籍男子
无证驾驶无牌照摩托车，通过路口时在人行横道上撞
到当事女子，发生纠纷。而在目击者现场拍摄的视频

中，并没有网上传言的“外国小伙被急哭”等场景，
而且涉事外籍男子以中英文不断爆粗口。在北京警方
监控探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2日10时33分许，一
辆载有两人的摩托车在经过事发路口时，在人行横道
上撞上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女子。

北京警方经现场调查，并调取了监控录像初步查
明，这名外籍男子无驾驶证，所驾驶摩托车无牌照，
在人行横道内将中年女子撞倒。警方于当日依法暂扣
了肇事摩托车，并将对外籍男子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
处罚。

五、追求生动，合理想象
新闻报道欲求生动感人，在采访上就要下功夫，

可以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采集、挖掘生动感人的事
迹。采访决定写作，采访搞得深入，则写作容易生动
感人；采访不够充分，写作时思路就会枯涩。有些记
者并不清楚采访与写作的关系，常常到了写作阶段，
为了弥补采访的不足，求得材料的生动感人，不尊重
事实，闭门造稿，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这个缺口
一打开，失实报道的口子就撕大了。

六、沽名钓誉，胡编乱造
或是吃了、拿了人家的，或是在名利上有所图，

于是，就不惜编造假新闻，虽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
但影响极坏，严重损坏党的报刊、电台的声誉，也败
坏了自己的名声。例如：最近，网上传言比较价火的
新闻，理发师林生斌联合保姆放火杀妻杀子骗保案，
各种猜测，各种质疑声，像洪水般朝林生斌涌去，但
都没有真凭实据，一些网红揪住不放，大肆炒作，为
的倒不像是一股正气，反而是博取眼球，借此赚取流
量，收割粉丝。

新闻失实严重违反新闻道德和新闻法规，不仅会
给当时人造成不好的影响，甚至有时会使一些企业濒
临倒闭，也会给新闻单位脸上抹黑。作为一名新闻记
者，一定要守法守纪，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加强对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和新闻失实危害性的认识，
同新闻失实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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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的本源是讲究用事实说话，新闻是对客观事实进行报道和传播而形成的信息，反映在新闻信息
中的内容必须对事实具有真实传达。新闻报道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真实的提供信息，有一定的准确性、真实
性、简明性与及时性。新闻报道失实是违背新闻报道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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