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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摘要：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在做好正面宣

传的同时，发挥好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用新

闻的力量推动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

代化？建德市融媒体中心电视问政节目 《建德

问政零距离》对此做出了有益探索。《建德问政

零距离》 在问政题材选择、内容调查、环节设

置、整改实效方面坚持做到精准有效，彰显了

媒体的公信力，提升了媒体的影响力。

关键词：电视问政 舆论监督 社会治理

建德市融媒体中心电视问政节目 《建德问

政零距离》 于 2021 年 3 月底推出，至今制作播

出 4 期，每一期节目都受到观众的高度关注。

观众在看完节目之后都直呼“辣味十足”“过

瘾”。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浙江日

报、浙江卫视等主流媒体竞相报道。仅新华社

客户端阅读量就超过 30 万+，新浪、网易、搜

狐等多家社会类媒体相关话题转发量达10万+，

在本地媒体“我的建德”APP 上观看人数超

100万，百度搜索“建德问政零距离”，显示相

关结果超过“60800个”，节目的影响力可见一

斑。《建德问政零距离》 发挥媒体舆论监督功

能，用新闻的力量推动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治

理水平现代化。本文以 《建德问政零距离》 为

例，浅谈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县级融媒体电视

问政节目的实践路径。

一、问政题材聚焦百姓身边事，凝聚情感

共鸣

在问政题材选择上 《建德问政零距离》 坚

持刀刃向内，把解决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

作为问政的重要素材，始终聚焦百姓关注关心

的民生问题不跑题，聚焦民生难点、堵点、痛

点不偏题，敢于曝光当地政府在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方面存在的短板，敢于揭开当

地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留下的伤疤，督

促当地政府加快改革创新、转变发展方式、转

变政府效能，用监督利剑推动县域工作高质量

发展。《建德问政零距离》 播出的 4 期节目中，

每一期节目 3 个选题，其中至少两个选题与百

姓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首期节目中，第 3 个

短片曝光的是当地某商厦污水管的典型案例。

商厦一楼六七家餐饮店污水直排，地下车库变

成“化粪池”，严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附

近居民苦不堪言，无奈之下信访达 9 次之多，

交办属地乡镇 7 次、住建部门 5 次、城管部门 5

次，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问政现场，主

持人将此案例概括为“19755”信访案，并现

场邀请相关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主要负责人上

台 ， 将 一 根 标 有 “19755” 字 样 的 水 管 当 做

“礼物”送给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主要负责人，

让这些“一把手”们现场拼接成一根完整通畅

的水管，寓意一根城市的污水管一头连着政府

部门，一头连着基层百姓，只有污水管畅通了，

百姓的心才能顺畅。评审团现场给属地乡镇和

主 管 的 城 管 、 住 建 部 门 分 别 打 出 了 36%、

55.7%、55.6%的不满意度。

同样，在第 2 期 《建德问政零距离》 节目

中，曝光了某乡镇一外表光鲜亮丽的安置新区，

排污管道未安装导致污水横溢；电线乱拉裸露

在外，安全隐患突出；路面没硬化，尘土漫天

县级融媒体
电视问政节目创新实践探析电视问政节目创新实践探析

——《建德问政零距离》管窥

吕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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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两年过去了，小区连个地名都没有，居

民接收快递要跑到一公里外的镇上去取，生活

极不方便，安置新区成了群众口中的“闹心小

区”。评审团现场给属地乡镇和主管部门都打出

了超过 50% 的不满意度。这些问题发生在百姓

身边，与市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现场评审

团成员和受众看了感同身受，受众产生情感共

鸣。这些问题经过现场曝光、主持人追问、嘉

宾的现场点评，当地百姓拍手称赞。

二、问政调查深入精准，让节目更具说服

力

作为县一级的融媒体中心，对县域中心工

作部署落实情况进行平级曝光、平级监督，把

监督对象对准掌握公权力的职能部门和乡镇

（街道）“一把手”，相较于央媒、省媒由上对下

开展监督难度更大。这就要求每一期报道必须

精准无误，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数据来源都必

须真实可靠，现场被问政嘉宾才能心服口服，

受众看了才能心悦诚服。

《建德问政零距离》 每期节目有 3 个选题，

每个选题都在问政现场播放一段VCR。VCR是

记者现场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调查报道。调查报道多角度多维度对存在的

社会问题和矛盾进行深入的采访调查，让受众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揭开事实真相。坚持用

事实和数据说话是调查报道的基础，不仅考验

着记者的体力，更考验着记者的智慧。在拍摄

这些调查报道的过程中，《建德问政零距离》栏

目组的记者不怕苦不怕累，采取蹲守、非正常

拍摄等手段，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有时甚

至与被采访对象斗智斗勇才能了解到事实真相。

如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某乡镇污水处理

厂由于处理能力不足，经常出现污水外溢情况。

栏目组记者先后 3 次到该污水处理厂调查，前

后跨度 3 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在

该污水处理厂外墙脚发现3处污水从墙角涌出，

水质浑浊，散发臭味，直接排到了沟渠。记者

对流出的水进行了取样，经检测，结果显示 3

处 溢 出 的 污 水 氨 氮 含 量 分 别 为 9.78mg / L、

9.97mg/L，9.25mg/L，分别是V类水限值的近

五倍，外排到沟渠的水化学需氧量、氨氮含量

均超标严重，为劣 V 类水。当这些偷排漏排的

场景和数据出现在屏幕上时，属地乡镇负责人

心服口服，并表示情况属实，他们一定认真整

改。再比如，记者在调查了解另一个乡镇污水

直排的问题时，将 4 年前新闻采访播出的画面

从媒资库调出。4 年前该镇相关负责人就表示，

全镇已经铺设干管 7.2 公里、支管 27.3 公里，

实现镇域雨污分流全覆盖。但面对采样结果显

示为劣 V 类水时，该镇负责人不得不承认，雨

污分流不彻底，将第一时间整改。

在调查过程中，时常会遇到部门之间、部

门与乡镇之间推诿扯皮的情况。记者采取非正

常拍摄的方式，将相关人员推诿扯皮的场景和

音效录制下来。在问政现场，由相关负责人自

己做评判，自己领责任。比如，记者在采访某

乡镇环境脏乱差、环境卫生无人监管时，乡镇

负责人说城投公司建好未移交；城投公司负责

人说，建好了乡镇不肯接收；环境整治专班负

责人说，协调过了无人负责。最后记者拿出了

建德市政府的会议纪要。评审团对属地乡镇、

主管部门的回答给出不满意率测评均超过50%。

两家单位的“一把手”表示，“如坐针毡、如芒

在背，它敦促我们反思工作作风，对相关问题

要切实担负起责任，立即整改。”

三、问政环节设置科学严密，彰显媒体公

信力

举办电视问政节目，对政府和媒体而言，

都是一把双刃剑。办得好可以加分，反之有可

能减分甚至有损政府、媒体在群众心目中的公

信力。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问政机制，确

保问政节目不走形式，不走过场，真实可信。

《建德问政零距离》 建立了一整套强有力的机

制，确保节目的实效。

（一）科学设置问政环节

《建德问政零距离》 设置“问政调查”“问

政小考”“专家点评”等环节，现场邀请“两代

表一委员”、市民代表共100人，采取现场满意

度测评模式，对被问政单位的现场答复情况进

行满意度测评。为提升问政的群众参与度，活

动采取视频直播的形式，全市5000余名公职人

员在主会场或分会场观看直播，节目录制完成

后第一时间在当地融媒体中心各个平台推出，

评审团现场满意度测评的结果也一并通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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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和媒体各平台播出，不回避问题，不遮遮

掩掩，真实呈现。

（二）建立严格的保密机制

所有参与选题策划、VCR 拍摄、节目制

作、会场布置等人员均签订保密协议，一旦发

现漏风跑气情况，纪委跟踪调查，并要求机关

部门、乡镇 （街道） 不知晓、不打听、不托情，

节目不彩排、不走场，被问政单位和嘉宾在节

目开始前 5 分钟，才通知要上台被问政。为避

免熟人社会对节目质量带来影响，节目主持人

从外地广播电视台邀请，在问政过程中坚决做

到不讲关系、不讲人情、不惧压力，把问政活

动办成实打实、硬碰硬的“闭卷考”。

（三）建立线索征集机制

问政线索来源是整个问政活动的核心。没

有好的线索，问政节目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建德问政零距离》丰富公众参与舆论

监督方式，依托微信微博、“我的建德”APP

等平台征集线索，同时开通问政热线，面向社

会群众、部门单位、乡镇街道征集选题，在全

市范围内形成了广泛征集问政选题线索的氛围。

在已经举办的 4 期节目中，多条选题就是通过

线上征集来的。

四、整改结果跟踪监督，提升问政节目实

效

舆论监督不能虎头蛇尾，电视问政最忌一

“问”了之，有视效无实效，好看不实用，影响

节目和媒体公信力，从而影响党委政府形象和

公信力。问政要发挥“后问政”效应，重在落

实。① 《建德问政零距离》建立“挂号销号”机

制，对问政活动曝光问题设置清单，被问责单

位根据各自存在问题，形成书面整改措施上报

市委市政府，同时问题整改反馈结果纳入年度

综合考评，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一）建立“问政回头看”机制

融媒体中心对曝光问题的整改工作进行全

程跟踪，整改情况以反馈报道形式在下一期问

政活动前以短视频形式播出，做到真曝光、真

落实、真整改，充分体现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期

盼。首期问政中涉及的某乡镇征迁项目滞后问

题，仅用10天时间，征迁工作全面清零，拆除

房屋9处，共计近4000 方。针对“浙西国际心

脏中心周边环境脏乱差”问题，属地乡镇和相

关主管部门立即行动，通力合作，两周时间将

曝光环境问题整改到位。针对某商厦污水满溢

情况，属地乡镇牵头，第一时间召集相关单位

确定施工方案，对存在问题全面整改，一个月

得到彻底有效解决。

（二）建立长效常态机制

对涉及面广、代表性突出、群众反映集中

的问题梳理成册，交由督查考评办，研判其中

规律、找准问题症结，举一反三，从长效常态

政策制定、制度完善、机制建立等方面进行完

善，使这类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对于县级融媒体而言，开办电视问政节目，

既是挑战，更是扩大自身影响力、提升公信力、

增强传播力的机遇。经过近两年的电视问政实

践，建德市融媒体中心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得到

了淬炼跃升，媒体融合发展持续优化，建德市

融媒体中心2021年首次晋升建德市综合考评优

秀单位，《建德问政零距离》 获评 2021 年度建

德市改革创新项目奖。

综上所述，办好电视问政节目既是时代交

给媒体人的一份答卷，也是媒体人践行“四

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的

客观要求。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新时代媒体人要始终以奔跑的姿

态、实干的作风，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为，

持续办好电视问政节目，不断提升舆论引导能

力，用新闻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更好服务和

引导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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