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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舆论监督类的信访投诉，反过来

能有效促进媒体自觉接受监督、主动规范行

为、客观审视不足，促进自我革新、强化自律

意识、坚守职业道德、提升自身形象，进而实

现坚持正确方向、勇于担当使命，履行社会责

任、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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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台全媒体新闻中心实践分析

构建全媒体建设性

摘要：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

的重要职责，在沟通社情民意、化解社会矛

盾、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近年来丽水市广播电

视台舆论监督实践为例，阐析在媒体深度融合

的新形势下，地方主流媒体更要主动担当，构

建全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媒体

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全媒体　建设性舆论监督　

近年来，丽水市广播电视台充分运用媒体

深度融合成果，以全媒体新闻中心机制创新为

主引擎，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创新构建“全媒

体建设性舆论监督体系”，切实帮助百姓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达到了用新闻的力量推动

社会进步的效果。

一、整合全媒资源，强化舆论监督“基础力”

（一）系统融合推进

以往的舆论监督由于选题、管理制度的原

因，采编流程相对独立。丽水台依托全媒体新

闻中心这一主引擎，有效优化舆论监督整体采

编推送流程，整合电视中心、广播中心、新媒

体中心资源，以传统栏目《每周聚焦》《百姓

热线》《老白谈天》为龙头，以“丽水在线”“金

蝉视频”为问题跟进解决的融媒体推送矩阵，

二者发挥自身的媒介优势，将信息采集和深度

报道相互融合，在舆论扩散过程中协作互补，

形成了舆论监督体系。

（二）反馈机制到位

舆论监督不能一报了之，虎头蛇尾，要注

重报道的实效。报道后，问题整改进程如何，

是否达到监督的目的，这些都需要相应的机制

体制保障落实。丽水台《每周聚焦》栏目曝光

的问题被纳入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系统“问题清

单”，形成曝光问题从初始交办、跟踪督促、结

果反馈到总结评价的全过程闭环管理。节目播

出后，相关职能部门两天之内报送“曝光问题

整改计划”，一个月内报送“整改进展或完成情

舆论监督体系的探索和思考

朱南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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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整改不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

追责问责。《老白谈天》则在原有栏目时段里，

开辟新版块《帮忙帮到底　结果要反馈》，将前

期的热线追踪情况予以及时反馈，一方面使报

道形成闭环，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用户黏性。

（三）采编队伍培养

舆论监督的题材选择、采写拍摄、后期制

作、推送播发等全流程都非常讲究“时度效”，

要时刻把握好政策法规、报道角度、时机力度

等，对记者的政策水平、报道技巧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记者的政策理论学习，

丽水台依靠全媒体新闻中心的每日晨会，组织

采编人员开展采编理论和中心工作会议精神的

学习，提升哲学思辨和深度采访调查的能力，

掌握运用舆论监督的一般性规律。

二、打造闭环流程，强化舆论监督“执行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的载体

和传播技术也不断迭代升级，新媒体端用户参

与度广泛、互动性高，舆论监督的选题来源、

采制传播也从以往的单一性向全媒体快速转变。

（一）全域平台选题

新传播语态下，舆论监督的选题来源不再

拘泥于以往的电话、信件等方式，微博热搜榜、

微信聊天群、微信朋友圈、报道评论区等都成

为群众关注热点、反映问题的阵地。记者要善

于从这些地方去寻找报道焦点。例如，“丽水在

线”微信公众号做过一篇关于某小区地下停车

场脏乱差问题的调查报道。节目一经发布，网

友纷纷留言反馈自己家小区地下停车场也存在

着设备破损、管理落后等问题。这些富含信息

量的留言成了后续线索和跟进的方向。记者顺

藤摸瓜，一鼓作气做了一系列地下停车场的调

查报道，取得了较好的舆论监督实效。从中可

见，网民的关注热点应成为舆论监督的重点。

这不仅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建舆论监督机制

的需要，更是充分发挥百姓参政议政作用的需要。

（二）全网平台传播

移动互联网的“内容丰富”和“互动频

繁”这一特性，较大丰富了舆论监督的形式和

内涵，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向性传播，网民

用户的留言、评论、跟帖等成为重要的意见聚

集地，同时也促成舆论监督的成形。例如内

参《对“智慧停车”收费方式变更引发舆情事

件的调查和建议》就来源于网友的留言评论。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通过“丽水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

通告，“智慧停车”业务将取消微信端的收费

功能，统一合并至“浙里办”APP。由于微

信端用户规模大、操作简单，更为市民们所熟

知和采用，该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热议，后

台留言中 90% 以上的网友表示不理解。记者

发现该新闻涉及多个民生问题，立即跟踪调查

报道，以内参的形式反映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

议。最终促成了政策的优化调整“智慧停车”

的缴费保留微信公众号的操作端口，二者并

存，群众可自由选择。

（三）全效分类处置　

舆论监督的报道方式既多样化又各具特

点，如果选择不当，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还

有可能导致局势失控。因此，必须根据报道内

容的轻重缓急和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选择合适的方式分类处置，全效分解。带有普

遍性、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的问题，通过

“内参”的报道方式予以全面深度调查，重点

提供该问题的解决思路和解决路径，报送丽水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阅；属于社会讨论热点，

但公开报道后可能引发扩大负面影响，则通过

“舆情信息”的报道方式多方搜集信息和群众

观点，报送当地宣传部研判；涉及中心工作开

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每周聚焦》等监督类

栏目公开报道；至于日常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民

生报料和投诉热线类问题，则通过电视民生新

闻栏目《老白谈天》和网站热线互动栏目《小

秋热线》等形式在广播电视端和新媒体端，以

普通民生新闻的内容予以播发，并帮助群众和

部门做好对接，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三、聚焦中心工作，强化舆论监督“统筹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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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正面宣传

还是舆论监督，都要体现一个目的，就是团结

稳定鼓劲。作为地市级媒体，必须以具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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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盐县委县政府的部署，2019 年 4

月，海盐县传媒中心开设了电视新闻舆论监督

栏目——《新闻聚焦》，每周一期，在海盐电

视台和爱海盐客户端同时刊播。截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共播出 131 期，曝光了农村人居

环境、安全生产等党委政府关心、群众关注的

风险隐患等问题 131 个，推动了 126 个问题

迅速整改，有效推动了上级部署在海盐落地生

根，进一步优化了基层社会治理。

一、畅通渠道，聚焦群众关切点

海盐《新闻聚焦》栏目开播后，坚持畅通

网上网下渠道，聚焦群众关心关切。一是由当

地县委办公室牵头，县信访局、生态环保局等

部门共同建立了线索汇集机制，研判群众反映

的问题。二是开通热线电话和邮箱，在海盐广

播台、电视台向市民征集线索。三是依托海盐

发布微博、微信、爱海盐客户端、民间论坛，

收集网友提供的爆料。截至目前，已收到群众

来电来信 210 余件，涉及生态环境、安全生产

等 方 面 问 题 线 索 150 余 个。2019 年 下 半 年，

海盐网友在本地论坛上反映餐饮店油烟影响生

活，并向栏目进行电话举报。栏目记者经过深

以舆论监督查风险堵漏洞优治理

性的思维开展指导舆论监督报道工作，借此发

挥媒体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目的是维护党、国家

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在调查报

道中，记者要时刻把握建设性舆论监督中建设

性的要义，不仅要充分考虑选题的时度效，更

要深入问题根本，厘清来龙去脉，厘清责任边

界，厘清矛盾调节导向，在公正客观的报道中

致力问题的解决。这其中，媒体不仅要作为生

产新闻报道的主体，更要成为提出解决方案的

大脑和智库②。媒体舆论监督的批判性并不止

于批判，更重要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略，推动

社会进步。

丽水台采用新闻热线、走访体验、采访调

查等方式，利用“浙里访”平台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发挥“百姓热线”“名记先锋队”“老白帮忙

团”“小秋志愿团”等媒体品牌效应，集中开

展“寻找群众身边不满意的小事”等为民解忧、

为民办事融媒体新闻行动。《老白谈天》栏目

新 闻 热 线 24 小 时 开 通， 全 年 接 听 群 众 来 电

4000 多个，开展新闻帮扶 300 多次，帮助解决

消费纠纷、邻里矛盾、社会公德、环境卫生等领

域问题 180 多个。比如，通过新闻监督，加快

关闭有安全隐患的儿童乐园、帮助 50 多位农

民工讨回被拖欠的 40 多万元工资等。《百姓热

线》栏目受理涉及食品安全、医疗保障、学区

划分、拆迁安置等群众咨询投诉问题 532 件。

四、结语

打造全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体系，不仅

有利于传统地方主流媒体检验深度融合改革成

效，真正发挥区域新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影

响力、引导力，也有利推进地方政府工作改

进，实现媒体舆论监督与部门工作创新全过程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切实在媒体和部门

的深化改革过程中，找到服务群众的交汇点。

在全新的良性工作互动循环中，化解社会矛

盾，推动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2016 年 2 月 20 日，央广网，

http://china.cnr.cn/news/20160220/t2016022

0_521420357.shtml

②任庆《媒体舆论监督报道应把握的要

点》，《青年记者》2021 年 2 月下。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郑　雪　李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