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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促进新媒体业务创新发展，兼

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采编融合，各融媒体中

心结合广电、报刊原先的采编考核制度，围绕

设置合理优化的融合考核机制，也纷纷进行了

探索。义乌市融媒体中心成立之初，在制定采

编考核办法的同时，就明确了边试行边修改的

原则，根据试行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逐步优化完善考核体系，从而为融媒体中心采

编业务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临海市新闻传媒

集团、三门县传媒中心将广播、电视、报纸、

新媒体等各中心的考核办法进行了贯通，打分

进行了统筹，明确记者在各中心用稿的考核基

础分的具体标准，并加强了对新媒体作品的价

值评判和考核激励，对首创首发，微信公众号

的阅读量、点赞量等设置了单独的考核标准和

奖励政策。

媒体融合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原本处于传

统媒体下游、作为延伸产品的新媒体，变为与

传统媒体生产并行的模式。依托前述的综合性

技术平台、记者的复合型技能为基础，电视、

广播、报纸、新媒体等编辑可以同时获得各自

所需的前方记者提供的素材，同步生产，实现

“一次采集，多端共享”。通过绩效考核这一指

挥棒，可以有效调动采编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引导其跨界转型。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融媒体中心的成立、发展，

对采编人员的全媒体发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采编业务的融合、转型必然存在一个磨

合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作为目前融媒体中心

的采编主力，电视、报刊采编人员应当不断提

高自身技能，努力形成“一专多能”，充分运用

综合平台，努力跨界发展，实现“能融先融、

应融尽融”，推动采编全媒体转型。

参考文献：

①《浙江90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通疫情

防控宣传引导“最后一公里”》，光明网·光明

日报，2020年3月17日。

②《“中国蓝云”同频共振 浙江县域融媒

体建设分析》，《视听纵横》，2020年4月。

③《新闻业的黄昏还是黎明？》（Picard,R.

G. (2014). 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

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

2014年第5期。

（作者单位：义乌市融媒体中心）

高建平

减少和避免舆论监督报道纠纷之
新闻公正策略浅析新闻公正策略浅析

摘要：舆论监督是主流媒体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重要手段，但在新

闻实践中，由于缺乏“新闻公正”观念等原因，

舆论监督报道会出现不平衡不客观的情况。有

的报道当事人提出异议，有的报道甚至导致

“新闻纠纷”。本文围绕“新闻公正”，结合实践

中的具体事例，从新闻事实真实准确，坚持

“平衡”报道原则，谨慎使用带有主观色彩的用

词等方面，就如何减少和避免舆论监督报道纠

纷进行分析。

关键词：舆论监督 新闻公正 平衡原则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进程的

加快，人们对于自己的名誉权等权利越来越重

视，这对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实践中，因为舆论监督

报道不客观不公正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有的

甚至影响到了媒体形象和公信力。如何通过贯

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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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彻新闻的公正性原则，减少和避免舆论监督报

道纠纷，成为一个需要引起主流媒体高度重视

的问题。

新闻的公正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时，不带

任何偏见公正客观地描述事实报道新闻。公正

是新闻工作者应该遵守的信条，是新闻报道的

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认为：“最低限度是一般

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 （无论他的派系

如何），都不敢违背这种公正。”这种公正是一

种不偏不倚的新闻态度，是一种根据事实描写

事实的报道态度，是一种公平和公正的媒体态

度。媒体工作者每天面对大量的事实，容易懈

怠和迷惑，也可能会对一个事物有自己不同的

看法，但对于社会性的传播媒介来说，要想获

得社会的承认，获得受众的认可，就必须努力

实现新闻报道的公正。对于舆论监督报道来说，

新闻的公正性尤为重要，它是客观反映新闻事

实的重要手段，是媒体发挥监督作用的基础，

也是媒体公信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报

道如果缺乏公正性，不但起不到化解矛盾、解

决问题、推动工作、维护稳定的作用，还容易

给媒体自身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引发纠纷成为

被告。那么，新闻工作者在日常做舆论监督报

道时，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新闻的公正，

减少和避免相关纠纷呢？笔者结合自己的亲身

实践作几点分析。

一、报道事实真实准确是新闻公正的前提

和基础

真实准确是新闻报道的原则。舆论监督报

道要做到公正客观，就要求记者必须做到真实

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比如就电视媒介来说，

记者要最大限度忠实记录新闻现场，通过画面

传达真实信息。舆论监督报道要尽可能地拍摄

记录到“正在进行中”的新闻事实。例如违法

生产现场、违规执法现场、非法交易现场等。

此外，舆论监督报道还要求记者立足于更能真

实反映事实的角度，选择和运用好素材，做出

更有利于准确反映事实的取舍，尽最大可能保

证事实真实，内容准确。对于核心事实，纸媒

舆论监督报道尽量多用直接引语，电视舆论监

督报道提倡多用同期声，少用解说词。对于关

键事实和立场态度，尽量运用当事人的直接引

语或同期声表达，少做转述，尽量减少因为转

述而引发的曲解和偏差。舆论监督报道只有首

先做到真实准确，才能实现新闻的公正。

要保证新闻事实真实准确，记者就必须想

方设法到达新闻现场，了解真实情况，采访当

事各方，特别是被监督一方。在舆论监督报道

中，尤其不能缺少被监督一方的声音。缺少了

被监督一方的声音，往往会影响到新闻事实的

准确性，进而影响新闻的公正性。笔者所在的

媒体曾播发过一条有人在工地塔吊上欲自杀的

报道。记者现场向目击者和警方了解到，是民

工为了要工资上了塔吊，但没有进一步去采访

工程建设方和业主单位。报道播发后，建设单

位找上门来，表示报道基本事实没错，但不够

准确、不够公正。原来，这位上了塔吊的，不

是普通务工者，是一个包工头，对于工人的工

资，工程建设方也早已付给了承包人。是承包

人拿着承包款跑了，导致小包工头情急之下上

了塔吊。因为新闻事实不够准确，节目播出后，

社会舆论给建设方带来了较大压力。他们认为

报道有损建设单位社会形象，对他们而言不够

公正。在实践中，记者经验不足或者惧怕与被

监督方见面，或者认为事实“真相”已经很明

显地摆在那里了，没必要再去采访被批评方，

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新闻不够准确，进而影响

新闻的公正性。这里面既有媒体工作者能力、

态度的问题，也存在缺乏新闻公正意识，责任

意识不强的因素。

二、坚持三平衡原则，通过“平衡报道”

实现新闻的公正

实现新闻的公正，就要求新闻媒介为受众

提供平等利用媒介的机会。新闻传播者在报道

中不得持特殊立场或片面地报道一方意见和观

点，忽视或歪曲报道对立方或其他不同的意见。

公正首先是公平对等，这就意味着要坚持“平

衡”。舆论监督报道尤其应该注意这种“平衡”。

新闻学者郑保卫认为：“公正报道原则要求涉及

矛盾和冲突双方的新闻应注意搞平衡报道……

新闻媒介应为新闻事件所涉及的矛盾双方 （或

多方） 提供平等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机会；报

道者在报道时对新闻事实和新闻事件所涉及的

矛盾双方 （或多方） 要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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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公正报道原则亦可称为“公平报道原则”

“平等报道原则”或“平衡报道原则。”①

笔者认为，舆论监督报道要实现新闻的公正，

就要遵循新闻的“平衡报道”原则，从立场、

话语权、内容比重等三个方面去实现“平衡”。

（一）立场中立 不先入为主

立场中立是指记者在做舆论监督报道时，

不能带有倾向性的立场，不能在获取线索的时

候，就在心里预设被监督对象“做得不好”“有

问题”“有违法行为”。笔者曾负责过一档新闻

维权类栏目 《大民讨说法》，采访实践中发现，

很多记者往往会倾向于提供线索的一方和投诉

自己被侵权的一方，采访时也更愿意相信他们

所说的事实。从新闻公正的角度来说，这是不

好的习惯。作为记者来说，应该站在公正的第

三方立场，根据线索实地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记者不可先入为主。记者应该有质疑的精神，

对舆论监督报道中双方的话语、双方提供的信

息，都要分析和质疑。不能因为是某一方先找

的记者，就轻易相信，进而直接站在投诉人、

委托人这边。另外，也不能因为一方是弱势群

体或者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就天然同情，认为

他是有理的，他提供的信息就是事实。法律界

有一句名言：“法律保护的是守法者，并不是保

护弱者，有时候弱者并不一定守法”。新闻报道

有时候也可参照这句话去分析判断，进而理性

客观看待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

《大民讨说法》栏目热线曾接到过一起小摊

贩与城管发生纠纷的投诉。向栏目投诉要求维

权的是小贩。记者采访写作过程中，潜意识

里站在了小贩的立场上，稿件出来后编辑发

现了较多问题。比如未交代城管多次劝说小

贩不要在桥头摆摊这一事实，目击者同期声

中出现“城管他们像流氓一样”的非客观评

价等。编辑发现后，本着新闻公正的原则，

要求记者增加小贩乱摆摊不服从管理的内容，

删除目击者非理性评价的同期声，站在中立

的立场上去重新处理稿件。平衡报道原则中，

立场中立是基础。处理新闻报道时，要注意

不能让同情弱者心态影响了媒体中立立场，

不能让投诉者就有理的错误判断影响报道公

正和媒体的公信力。

（二）话语权平衡 捍卫被批评方的权利

话语权平衡是指，记者在舆论监督报道中，

要给双方充分的、平等的采访机会和表达权利。

让双方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报道

中只给新闻涉及的某一方发言权、辩解权，而

不给另外一方以发言权、辩解权，这种做法会

损害被批评对象的合法权益。即使对方真的有

错，媒体也不能剥夺其申辩的权利。当然，新

闻实践中，被监督对象往往不愿意面对记者，

不愿意接受采访，甚至有时候还会阻挠干涉记

者采访。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还是应该坚持新

闻的公正性原则，采取安抚被监督对象、设身

处地站在对方立场分析利弊等方式，力争让对

方接受采访。也可通过采取隐去被采访者身份、

采访者背对镜头等特殊采访形式，减轻被采访

对象的压力，减少采访的阻力。如果对方仍然

拒绝回应，为了核实情况体现公正，可以采访

相关的第三方，例如处理事件的执法机关、现

场的目击者、关联人，通过引述第三方的话，

力争实现话语权的平衡。

（三）比重平衡 内容所占比重双方大体相当

比重平衡则是指，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对于

内容的安排也要注重平衡，要尽量平衡被监督一

方在报道中的所占比重，尽量给足被监督一方版

面和节目时间。包括平衡呈现双方甚至多方对事

实的描述，平衡呈现各方对事件发表的看法观

点。哪怕一方是在辩解或者说谎，一般情况下也

需要呈现在报道中，让受众自己去判断和识别。

双方在内容所占比重上要做到不失衡。

平衡既是公正的内容，又是公正的实现手

段。为了在新闻报道中实现公正，必须坚持“平

衡报道”这个原则，提供真实、全面的报道。

三、谨慎使用带有主观色彩的词句，平实

客观表述事实

新闻报道中使用的很多词汇是具有感情色

彩的，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都不可避免地

会涉及到。做到舆论监督报道的公正，要尽量

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谨慎使用褒义词

和贬义词。在舆论监督报道中，看似平常的词

语，都会刺激到当事人的心理，让Ta产生对报

道的反感和排斥。

《大民讨说法》 曾做过一期舆论监督报道

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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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交通事故之惑》，报道说的是一起交通事故中，

公交车和小轿车相撞，公交车司机和小轿车司

机都互相指责对方，都说对方应该负主要责任。

为了贯彻节目公正平衡客观的宗旨，记者采访

了当事双方——公交车司机、小轿车司机，又

采访了处理事故的交警。综合各方说法后，节

目正常播出。但节目播出后，小轿车司机还是

找到栏目组，说栏目组有倾向性，不公正。理由

是报道的一些用词明显抬高公交车司机，贬损小

轿车司机。比如说报道中使用了“公交车司机有

几十年的驾龄，驾驶经验非常丰富，小轿车司机

一口咬定”等词句。他认为虽然公交车司机有几

十年驾龄没错，但“经验非常丰富”明显具有褒

义色彩，而“一口咬定”则是贬义词。报道中使

用这些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用词，影响了这篇报

道的公正。虽然最后经过劝导和解释，对方表示

理解和谅解。但的确对舆论监督报道来说，要实

现新闻的公正，赢得受众的肯定，还需要注意报

道的用词。舆论监督报道要谨慎使用带有主观色

彩的词句，尽可能平实客观表述事实。在《交通

事故之惑》报道中，记者采访了双方，听取了双

方的意见，并采访了第三方。应该说在全面平衡

方面都做得不错，但恰恰在用词上没有注意，使

用了带有倾向性感情色彩的词句，导致了小轿车

司机一方认为报道不够公正。

当然，要做到新闻公正，还要求新闻工作

者遵守新闻职业道德，不心存私念，并且努力

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避免因为自身素质影响

新闻公正。

总之，对于新闻报道，尤其是舆论监督类

的新闻报道，我们一定要坚持“公正”原则，

做到新闻事实真实准确，时时处处注意“平衡

报道”，谨慎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句，减少和

避免相关纠纷。只有做到了上述几点，新闻报

道才会更客观、更公正，也更有公信力。

参考文献：

①郑保卫 《客观与公正原则》，《采写编》

2007年第二期。

（作者单位：台州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

郑燕历

地方台舆论监督类节目
现状及改进策略现状及改进策略

——舟山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区聚焦》节目分析

近年来，与大众舆论监督相关的电视节目

越来越多，也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这类节

目能够对受众生活、社会法制以及政府职能部

门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它是相关职能部门的警

示钟，也是百姓的代言人，在弘扬正义以及维

护受众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媒

介融合背景下，新闻舆论监督类节目也面临挑

战存在问题，尤其地方台问题颇多。

一、地方台新闻舆论监督类节目的现状

新闻舆论监督作为对权力制约的重要部分，

对于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央视、省

级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类节目办得风生水起，

已经具有品牌效应，地市县级地方台也在努力

打造此类节目。

（一）地方政府和媒体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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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

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

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新闻舆论监督是党和政府新闻工作中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