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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是实词，也是虚词，用作指代不确切的年头时，经常用来形容“很长时间”。贾岛《剑客》有云，“10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这其中的“10年”，就是“言其久也”。

从 2010年 1月 11日创刊，到 2020年 1月 11日，《中国体彩报》也在“磨剑”。岁月如流，刀剑若梦。这 10年，既漫长又短暂，难忘多多，匆
匆而过。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体彩报》而言，这 10年的“1”与“0”之间，可以加上一个“点”———10年，也是“1.0”年。

10年 也是“1.0”年

■戴新

（2010 年 1 月起

任《中国体彩报》编辑、

记者，2012 年 1月起

任副总编辑）

《中国体彩报》的 10年，也是
“1.0”年。

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因为，在这 10年中，这份
报纸把绝大部分心血和精力都用

在了“1.0版本”的生产制造上。我
们可以称之为“体彩报 1.0版”。
“体彩报 1.0版”所生产的作

品和产品，在今天的《《中国体彩

报》10周年特刊》中得到了不完
全的典型性展示。水平如何，质量

如何，我认为要交给媒体同行以
及广大读者用户去评判。自己给

自己评高分或打低分，我觉得都

不太妥当。

就在《中国体彩报》出版 10

周年特刊前不久，中国新闻社主

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喜迎创刊

20周年。“传媒茶话会”公众号这
样描述这份综合性时政新闻周
刊：不论在传统纸媒时代，还是在

新媒体时代，“新闻当作历史”都

是《中国新闻周刊》不懈的追求。

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副总编、《中

国新闻周刊》社长夏春平说：“我

们一直在努力做更多经得起时间

检验和历史考验的作品或者产
品，这是一道永远做不完的题，也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目标。”

对于刚刚走过 10 年之路的
《中国体彩报》来说，“新闻当作历

史、新闻提振未来”同样应当成为

它的不懈追求和不变情怀。

10年，《中国体彩报》一共出
版 1500 期，发表文字作品超过
8000万字。这些文字，这些作品，
是点滴心血的凝聚，也像一面镜

子照着这份报纸。能否经受得住

时间的检验，这些文字作品就是

一支“受阅部队”。

10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
巨大变化，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

在获取渠道和方式等方面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媒体生态已经

发生跨时代的剧烈变革。在时代

的大潮中，《中国体彩报》也面临

着从“1.0版”升级至“2.0版”的自
我发展需求和时代要求。

传统纸媒式微，新媒体凶猛。

媒体融合，媒体整合，这已是无需

争论的共识，没有人会否认。

但，在媒体融合的大趋势下，

如何让《中国体彩报》的作品和产

品不偏离“新闻”的专业轨迹，又

能顺应融媒体时代的市场环境。

这，恐怕是这份报纸在“后 10 年
时代”面对的一大挑战，也是它在
从“1.0版”向“2.0版”煅造过程中
需要破解的一道难题。

在此，我想引用、借鉴本人在

2019 年 1 月《中国体彩报》创刊
九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的一些

文字，谈谈一孔之见。

想说三个事。

10年，也是“1.0”年

目前，国内从事彩票宣传报
道的媒体，加上平面、网络、自媒

体在一起，呈现与日俱增之势。彩

票市场大，往彩票媒体圈里挤的

人越来越多。

但是，相对于社会新闻、时

政新闻、体育新闻甚至娱乐新闻

所处的现状，我国彩票媒体宣传

这些年一直无法解决、或无法很
好解决的一个现实是，以一线报

道为代表的原创作品严重不足，

“新闻稿”和“宣传稿”远远多于

“新闻”。

在很多媒体上，人们看到的

大多数彩票新闻宣传作品基本上
都是一个路数。比如，在一篇

1000 字的新闻稿件中，有 200 字
是“新闻”———这个“新闻”有时还

要加一个问号，而另外 800字全
部是背景资料。

这样的稿件，站在新闻专业

性的角度上看，是不能称之为新

闻作品的。

原创力量不足，可能是当下

很多彩票媒体面对的一个难题。

这个难，可能有彩票政策方面的

受限，可能有媒体自身条件方面
的局限。

告别 10年，走向 20年。在
《中国体彩报》从“1.0 版”向“2.0
版”迈进的过程中，提振“原创的

力量”，是我最期待的一件事。

原 创

几年前，国家体彩中心举办

一次“体彩新闻素养与技能培训
班”。当时，中国传媒大学的黄璜
老师在培训中主讲“体彩新闻写
作技巧”。授课时，她提到了“破窗

效应”。后来，我写过一篇《警惕彩

票环境中的“破窗效应”》，提出，

警惕“破窗效应”，净化“彩票天

空”，需要彩票领域以及相关领域

人们的共同努力。

“破窗效应”是指，如果一个
房子破了一扇窗户，没有人去修
补，隔不久，其它窗户也会莫名其
妙地被人打破。当年，黄璜老师曾

亮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她认为，为

防止“破窗效应”出现，体彩新闻
从业者要有“彩票新闻不只是给
彩票行业内部人士和彩民看的”

这种意识。

对于这样的认识，即使是在
现在，也应当引起彩票宣传工作
者、彩票新闻人的高度重视。我觉
得，我国彩票行业的宣传，特别是

公信和公益宣传，现在缺少的不
是传播作品，作品数量并不少，缺

少的是传播力量和传播效果。

自 2017年以来，从国家到地
方，各级体育彩票机构在不断推
进“责任彩票”建设的同时，更加

意识到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

主动性，主动宣传、主动发声的情

况越来越多。在编发《中国体彩

报》稿件过程中，我有个切身的体
会，本报单期刊发的新闻通稿量
次直线上升，猛烈增加了，有时候

一篇不够，就两篇三篇同时上，一

个版不够，就两个版。

我们在为体育彩票机构“主

动宣传”点赞的同时，也在思考一
个问题：“新闻稿”可以替代“新
闻”吗？在彩票新闻宣传工作中，

“标准动作”或者“规定动作”的宣

传文章，在传播数量上的增加，能

否换回传播效果的提升？

我有一个疑问，愿与媒体同

行以及彩票机构人士共同探讨。

我们目前进行的大多数彩票报
道，特别是公信公益宣传报道，到

底是只局限在体彩宣传的媒体圈
里进行传播，还是真正能广泛地

传播到社会公众眼前、面前甚至
心里？

我甚至时常心生困惑，像《中

国体彩报》、《中国体育报》、中国

体彩网等，我们这些可能会被外

界认为是“体彩机关报”的体彩媒
体，是不是只是在包房内唱卡拉
OK，自娱自乐，自己唱，自己听，
然后自己鼓掌？

我们唱得好听不好听，包房

外的人会听吗，听到之后会如何
评判我们发出的声音？

我觉得，让包房外的人听

到、认可我们唱出的歌声，才是

彩票新闻传播力真正达成效果
的体现。

期待着，《中国体彩报》在从
“1.0 版”向“2.0 版”升级的过程
中，可以进一步解决黄璜老师
所说“彩票新闻不只是给彩票
行业内部人士和彩民看的”这

个问题。

传 播

前面说“传播”，现在说“平

台”。事实上，传播与平台虽然密

不可分、息息相关，但还是会有所

不同。
相对于已经 10 岁的纸媒，

《中国体彩报》微信公众号的上线

时间不算太长，只有“2岁多”。我
注意到一个现象，本报公众号推
送的文章，包括一些我们自认为

还不错的作品，阅读量都不是很

高；而同样的文章，在其它更具影

响力的自媒体上转载、转发之后，

阅读量往往会达到倍量的增长。

我有时候会把这种现象戏称为，

自己打败了自己，或自己战胜了

自己。

这也带给我一个启发，自我

强大固然重要，但媒体平台的融

合、资源的融合更为重要。

《中国体彩报》在从“1.0 版”
向“2.0版”提档的过程中，要实现
的是“1垣1大于 2”的功效。要实现
这种功效，依然要坚持“内容为

王”，坚持以高质量替代高数量，

要靠硬气的新闻作品和产品作为
强大的内在支撑。

最后想说，不论是传统媒体

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融媒体

时代，不论是彩票类媒体，还是

其它媒体，真正的新闻都不是易

碎品，而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
验、能够影响社会和公众、生命

力长存的有价值的精神产品，甚

至是历久弥新、记录时代的“收

藏品”。
时代易变，新闻不死。

平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