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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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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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能着手去解决的问题。倘若

一个问题要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去解决，在时下

就不适宜进行公开报道，否则会影响监督的效

果，监督一旦没有效果，就失去了监督的意义。

2014 年 3 月开播的浙江卫视 《今日聚焦》 栏

目，就是一档典型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该

栏目围绕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五水共

治”“三改一拆”“四边三化”等开展监督工作。

据笔者观察，该栏目的选题，绝大部分都是当

下可解决，或者近期能整改的。这样的监督报

道，不仅有了问题的反映，更有问题的解决，

形成良性的循环。长此以往，《今日聚焦》有了

良好的口碑，老百姓以及各级官员心目中，形

成一个惯性思维——找《今日聚焦》，件件有反

馈，事事有落实。其实在前期，栏目组已经进

行了一轮选题的择取。

二、一事一议，不炒作、不夸大、不作过

度联想

舆论监督类报道，虽然本质是推动进步，

但实质上仍是曝光性、披露性的，这就势必会

有各种矛盾的展现。如何在公众面前展现这些

矛盾，是为了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和盘托出，

还是有针对性的，与人为善，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更偏重选取后者

的态度。这就要求报道时，对素材的选取、角

度的把握、量和度的权衡，都要遵守“既不违

背客观事实，又不至于上纲上线”的原则。具

体操作上要注意几点：1. 报道的目的是为了解

决问题，不要为了批评而监督；2. 就事论事，

切勿过分拔高或矮化事件本质以及当事人，不

上纲上线；3. 不能把孤例、个案扩大化为一个

行业乃至一个城市的管理问题。

笔者观察，浙江省内多个媒体都有从事建

设性舆论报道，比如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

创办于 2009 年 1 月的 《新闻深呼吸》，这档节

目以全国性的热点事件梳理点评为主。和其他

的评论性节目不一样，这档节目并不仅仅是针

砭时弊，往往会在点评中加入一些善意的建议

和对策。这让大家听起来很温暖，像听一位智

者在聊天，循循善诱，却又和蔼可亲。这档节

目既帮助公众了解政府，贴近政府，同时也促

使政府相关部门更要遵守法制和社会公共规则。

由于不骂街，具备善意的角度，换位思考，《新

闻深呼吸》 从创办至今依然是新闻评论界的一

棵常青树，广受干部和群众喜爱。浙江卫视的

《今日聚焦》 对一事一议的做法也广为称道。

《今日聚焦》 每期片长 5 分钟，在这 5 分钟内，

既要把新闻事实交代清楚，又不做过度的延伸

和联想，也不炒作扩大，这使得 《今日聚焦》

曝光的问题，就事论事，就理论理。这种监督

方式，当地的党委政府和被批评对象往往都心

服口服，曝光事件也能得以快速有效地处置。

三、要善于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性”

意见

“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最关键的是“建

设性”，这就决定了它的定位。在报道某一个事

件时，要通盘考虑，大局为重。在批评对方时，

不能总以长辈的口吻教训，而是站在“挚友”

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这就要求每期

节目，都要有的放矢，却又具有可行性的意见

和建议。

（一）节目常备“智囊团”

这些智囊团不仅仅是法律学专家，还应该

有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领域

等各界大咖。遇到问题时，除了请教法律方面

的知识外，还请各界精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

法。重要的是提出针对该事件的切实可行的建

议和处理方式，以便让相关部门有个参考的方

向。《今日聚焦》就有这么一个常备“智囊团”，

其中有浙江大学教授、政府决策顾问，还有浙

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等多位行业精英。

（二）“专家型”记者给出建设性建议

在吃不准、拿不下的问题上，记者多方寻

找帮助，参考异地做法。《今日聚焦》 记者在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报道中，走的县市区

多，接触的问题多，遇到过的复杂情况也多，

这就培养了一批解决问题的专家型的记者，他

们会结合其他县市区同一类问题解决的成功做

法，并结合自己的现场采访，为当地职能部门

提供参考或者后期反馈在节目当中，同样起到

了良好的建设性作用。

（三）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虽然是善意的建设舆论监督，但并不代表

唯唯诺诺。面对主要问题及矛盾，仍然需要敢

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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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硬、敢直言，并且一针见血。《今日聚焦》面

对受众，对待问题从不藏着掖着，而是毫不留

情。这样的做法，是让批评对象能准确认识到

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对其他政府部门也起到

“以儆效尤”的作用。对问题的披露要“一针见

血”，对建设性意见的表达要口语化，深入浅

出。既要说得凝练，通俗易懂，又要言之有物，

言之凿凿。

四、多种方式开展建设性意见收集

由于 《今日聚焦》 的影响力，以及它独有

的解决问题方式，被省内乃至全国多个媒体相

仿，浙江省内多个地市都开设了“聚焦”类栏

目。这些栏目触及的都是各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上面临的一些问题及管理上存在的瑕疵，在直面

问题时又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思路。“电视问政”

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相应而生。“电视问政”区

别于普通的播报式报道，而是把职能部门的一把

手和观众团一起请进演播室，以记者前期暗访的

素材为先导，让部门一把手“冒冒汗”，但冒汗

并非是目的，请进观众团，也是让民众对政府部

门多一份了解，多一份体恤，同时也是群策群

力，共同对美好家园建设出谋划策。一些媒体还

在新媒体、网络上开展民意调查，民意建议收

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的共同治理当中，使

得“建设性”监督得以更好地开展。

总而言之，“建设性”舆论监督和正面报道

是统一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进

步。建设性监督报道，就像挖去大树上的蛀虫，

让大树更茁壮地成长，也像是安全地摘掉“马

蜂窝”，而不是捅破“马蜂窝”，任由马蜂四散，

危害民众安全。

只有在日常报道中，常怀大爱之心，才能

做好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才能

让公众更能理解政府，贴近政府，也才能更好

地促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快速有效解决当前存

在的一些矛盾，弥补工作上的不足，最终推动

社会进步。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盛淑红 孙愈中

摘要：在“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评论

员”的网络时代，电视等主流媒体因为拥有权

威性和公信力等优势，依然是舆论监督的主力

军。这是由于主流媒体既具有党和人民喉舌的

政治属性，又具有大众媒介的社会属性。本文

认为，舆论监督的目标必须与正面报道相一致，

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进程中，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更要追求积极的

效果，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力量。

关键词：舆论监督 治理体系 积极效果

社会进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对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主流媒体，在贯彻这

个重大决策过程中要有新的作为。如果以舆论

监督为着力点，那么就应该更好地为治理体系

现代化服务。这是因为舆论监督既是新闻媒体

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

有机组成部分。主流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而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工作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下，主流媒体的舆论

监督就要明确方向、抓住重点，正视人民群众

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为党和政府工

作大局服务。

一、舆论监督须与正面报道的目标相一致

媒体作为一个提供信息和公共讨论的平台，

发挥着参政议政功能，使得政府、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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