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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冰峰

舆论监督

摘要：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

的一项重要职责和使命。媒体融合发展时代，

县级台的舆论监督节目要找准自身角色定位，

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和社

会调节作用，在发现问题并推动问题解决方面

走深走实，进一步提升栏目的舆论引导力、公

信力和影响力，为促进县域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媒体力量。

关键词：融媒时代 县级台 舆论监督 基层

社会治理

近年来，在浙江卫视 《今日聚焦》 栏目引

领下，浙江省各市县掀起建设性舆论监督的高

潮，全省各市、县电视台相继开办建设性舆论

监督类栏目，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媒体舆论

监督同频共振的舆论场，推进了舆论监督栏目

生态环境的根本转变，尤其是县级台通过开设

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提升了自身的舆论引导

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但随着现代移动通讯技

术的发展，媒体的生态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

“移动优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一部手机

走天下、一部手机知天下成为不争的现实。开

展舆论监督原本是传统广播、电视、报纸的优

势，在融媒时代，这一优势已不复存在。自媒

体凭借自身的发布渠道和优势，纷纷在舆论监

督方面扛起了大旗。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一些反

腐典型案例、消费领域的维权案例、企业的违

法经营案例、破坏生态环境案例以及婚姻纠纷、

邻里矛盾等等，很多都由自媒体首先曝光并迅

速发酵，如权健帝国的覆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例子。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传统媒体的舆论监

督节目如果继续以往的采编思维和传播模式，

已经很难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步伐。这其中尤

其是县级台的舆论监督节目，既要进一步发挥

传统媒体的优势，不缺席更不缺位，履行好舆

论监督的职能，更要始终坚持党媒属性，找准

角色定位，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体现新闻

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立场，展现传统媒体

独有的影响力、传播力、公信力。

一、县级台舆论监督节目要当好党和国家

政策的“宣传员”

县级台是最基层的广播电视媒体，上连接

党和国家，下连接基层百姓。宣传好党和国家

的政策、方针本身就是县级媒体的题中之义，

职责所在，更是县级媒体发挥宣教功能，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体现。谈到舆论监督，不

少人简单地认为就是曝光、就是负面报道，殊

不知舆论监督节目也是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

重要发布渠道。在大家印象中，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的 《焦点访谈》 是一档舆论监督栏目，但

近年来，《焦点访谈》栏目对内容的选择、栏目

的定位进行了调整。《焦点访谈》除了进行建设

性的舆论监督外，还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重大节庆活动、重大主题报道开展正面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月19日主持召开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

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

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①

可见舆论监督与正面引导并不矛盾，而且目标

和方向是一致的。建德台 2015 年 4 开办的 《重

点关注》 栏目在内容的选择上，始终围绕党和

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

如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餐饮浪费现象作出批示

后，《重点关注》栏目组记者深入学校、机关食

堂、餐饮企业，对餐饮浪费现象进行舆论监督，

融媒时代县级台融媒时代县级台
舆论监督栏目的角色定位舆论监督栏目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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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对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意义和当

地政府采取的举措进行宣传，这比一味曝光餐

饮浪费现象更具说服力，收到了良好的宣传引

导效果。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重点

关注》栏目分多期节目对疫情防控进行了关注，

介绍当地的疫情形势、防控的重点、当地政府

的防控举措以及一些好的做法，同时也对社区、

超市、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进行暗访，对防控

措施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曝光，对防控中

的漏洞进行查漏补缺，提醒落实好常态化的疫

情防控。类似这样“正反”结合的舆论监督成

为 《重点关注》 栏目的重要方向，受到当地受

众和政府部门好评。

二、县级台舆论监督节目要站好发现基层

问题的“前哨岗”

县级台是最基层的电视台，它与基层老百

姓的空间距离最近。由于距离基层老百姓近，

也就更能够看到基层老百姓的实际生产生活状

况，更能够了解基层老百姓最需要什么、最关

注什么。县级台舆论监督节目要发挥自身的新

闻敏感性，担当起发现基层问题的“吹哨人”

和“前哨兵”角色，发现基层潜在的苗头性的

问题，给予前瞻的、及时的提示和预警，使基

层党委、政府能够及早介入，及早地研究对策，

及早地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比如在乡村振

兴过程中，《重点关注》栏目记者发现部分村在

实施乡村振兴中喊起了口号，搞起了花架子，

没有以实干促振兴，一些村民反应强烈。记者

紧扣基层热点问题，辗转多个村庄，深入工程

现场，深入采访报道。通过百姓话语，了解群

众期盼，以《乡村振兴要在“实干”上下功夫》

进行舆论监督，揭示了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不实

之风，同时针对不实之风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得到了受众的一致好评，也引起了当地党委政

府的高度重视，并迅速对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不

实之风进行整改。再比如 《重点关注》 栏目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养老机构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消防设施配备不到位、消防通道被堵等问

题。经过调查，在节目中予以播出，引起了当

地消防和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养老机构的

消防安全隐患立即整改到位。

三、县级台舆论监督节目要扮演自媒体的

“纠偏员”

在自媒体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知道什么，

看到了什么，而是要深度追问，为什么会这样，

怎样发生的，结局如何。这些深度的问题需要

传统主流媒体去挖掘，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

背后的故事。对传统媒体来说，最重要的转型

是角色转型，具体来说就是从信息提供者角色

向问题求解者角色的转型。这种转型既是因应

当前媒体环境变化和我国社会转型中社会问题

大量出现之现实的需要，也是媒体对社会进步

与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要求。对问题的求

解是一个由发现问题、传达问题到启发思考、

引发讨论再到集纳众议、形成合意的符合媒体

新闻传播特性与规律的工程。②一些自媒体将各

类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置于聚光灯下，

背后纠葛着各自的利益考量，如果处置不好，

容易被带偏，形成舆论漩涡，带来信访事件和

不稳定因素。作为县级台的舆论监督节目，不

能随自媒体起舞，而是要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

带着问题冷静客观分析，深入细致调查，层层

剥茧还原事实真相，对自媒体曝光的不实情况

进行纠偏，让公众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相有

一个全面的了解，起到引导舆论的效果。

四、县级台舆论监督节目要扮演化解基层

矛盾的“老娘舅”

监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更不是恶意炒

作，而是为了揭示事实真相、推动问题解决。

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县级台舆论监督节目

不仅要做好舆论监督的前半篇文章，更要做好

问题解决的后半篇文章，扮演化解基层矛盾的

“老娘舅”，与当地政府一起，为基层问题和矛

盾的化解想办法出点子，一起推动基层问题的有

效解决，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建德台《重点

关注》在节目采制时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维

护稳定、服务大局出发，理性地对突出问题的形

成、演变、解决，提出中肯建议和善意批评。在

落实日常报道选题时，始终恪守政府关注、群众

关心、近期能整改的原则。比如位于建德市新安

江东入城口的江面上长期停着一艘餐饮船，破烂

不堪，船上住着人，养鸡养鸭养狗，环境脏乱

差，大煞风景。这艘餐饮船原本2007年就该上

岸，但无人问津，无人管理。《重点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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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上餐饮船 八年未上岸》进行了报道，属

地乡镇街道连夜召开会议，明确责任主体。《重

点关注》栏目记者也作为媒体代表参与之中，与

属地乡镇街道、船主一起想办法，最终推动了餐

饮船上岸。《重点关注》栏目还对教育培训机构

乱象、机动车年检排长队、野外拓展基地安全隐

患、古村落消防安全隐患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进行深入采访报道，坚持件件有反馈，大部分问

题在公开报道后马上得到落实整改，监督效果立

竿见影。《重点关注》成为当地一档有特色、有

影响力、有辣味儿的栏目，也成为观察当地工

作落实情况的一双眼睛，得到了各级领导和观

众的喜爱，获评2017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政府

奖新闻名专栏。

总之，县级媒体舆论监督是县域基层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栏目要从推进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既当好发

现问题的媒介角色，又扮演好解决问题的社会

角色，坚持问题导向，为促进县域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媒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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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黎

“舆论监督报道”是主流媒体不可或缺的一

项重要职能，它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

社会的进步。舆论监督报道有两种形态，一种

是以披露问题，批评为主，另一种是披露问题

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给职能部门提供

思路。前者面对问题时，偏重于揭露和批评，

让相关部门惴惴不安。后者则在报道中，换位

思考，提出如何整改会更好，帮助相关部门解

决问题。笔者认为，后者的监督由于多了一份

“善意”，更能让被批评对象接受，同时力度也

会更大。

作为媒体而言，在开展舆论监督报道时，

尤为重要的是把握好报道的量和度，不可因为

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为了报道效果，就铺

天盖地大肆“炒作”，或者就某一个问题展开多

重联想，导致个案被群像化，影响政府公信力。

所以，这就要求媒体开展监督时，要兼顾“建

设性”，一事一议，重点在于解决问题，推动社

会进步。

何谓“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建设性”

舆论监督，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

题，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为整个流程，其

初衷是善意的，具备警醒、研判、解决以及预

防功能，并非是为了披露、丑化某个群体，甚

至于丑化社会制度。“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是

在我国新形势下形成的，具备一定中国特色的

舆论监督方式。它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疑点问

题的答疑解惑，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及调解，

有利于推动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落实，有利

于推动社会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看似负

面的曝光，实则是对工作的正面推动。

如何做好“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呢？笔

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挑选近期可整改的选题

建设性舆论监督区别于其他的监督报道，

它必须立足于当前或者某一阶段存在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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