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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对

传统媒体，特别是对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已经

成为不争的事实。纵观新媒体能够迅速崛起并被广大受众所

接受，很大一个优势就是传播消息的快捷，这是传统媒体特

别是报纸无法比拟的。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相对于新媒

体的“快”，传统媒体不妨在“慢”字上下功夫。这里说的

“慢”并不是让新闻成为旧闻，在报道上甘于落后，而是采

取慢工出细活，发挥传统媒体特别是党报权威性的长处，对

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公众关心的焦点事件，把报道做深做

细，一锤定音，树立自己的话语权。

从报道的操作层面来讲，笔者结合自己近年来的采访经

验，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做深度报道以扩大受众知情权

2010年3月，湖南省怀化市的网络媒体上出现一篇帖

子，内容讲的是怀化市某地的农业服务站出售问题化肥，导

致不少施了这种化肥的农民损失惨重，帖子把矛头对准了当

地的农业服务站和农业局。当时正值春耕期间，地方政府特

别是涉农部门正在全力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此篇帖子一

出，引来很多网友围观和跟帖，一时网上舆论哗然。

为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笔者随即赶往当地进行了采

访。根据第一天掌握的情况，出售问题化肥的并不是农业服

务站，只是因为商贩租赁了农业服务站的门面。如果单是从

新闻报道来讲，将这个情况在新闻里讲清，就能让读者知道

怎么回事，也能帮政府部门排忧解难。但如果这样写，读者

是否还有其他质疑，特别是网络上关注此事的网民，一个简

短的新闻能否使他们信服很难说。为此，笔者第二天通过走

访农业、工商、质检等多个相关部门以及农民的田间地头，

详细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写成3000多字的稿件《“放心”

农资为何让橘农闹了心》在《怀化日报》和怀化新闻网同步

刊发，让广大读者和网民得以了解的事情的前前后后，迅速

消除了杂音，不仅挽回了政府部门的形象，而且提高了报纸

在热点事件上的话语权和权威性。

二、做前瞻性分析发挥重要参考作用

五十年前的《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巴尼·基尔戈说过

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一定非得认为昨天发生的事件才是新

闻，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关心明天会发生什么。”珍珠港事件

后的第一个早晨，别的报纸跟在电台后重述了人们都已经知

道的那场悲剧，《华尔街日报》头版特写却是这样开头的：

“同日本的战争意味着美国工业化革命的开始。”文章着重

谈论了对美国工业、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准确

地预测到了这场战争给美国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为读者提

供了重要的信息参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传统媒体如果在新闻报道上，不

管是内容还是方式和新媒体不差上下的话，那么肯定会被新

媒体快捷的速度远远甩在后面；但是如果能另辟蹊径，特别

是做一些前瞻性的报道，让读者知晓一个事件发生后将会怎

么样，满足他们的预期，这是传统媒体抓住读者的一个重要

法宝。对此，笔者在多年的采访实践中深有体会。

2012年4月，有读者向媒体反映，怀化市某集镇近两年

来的自来水经常流出的是污水，根本无法使用。怀化本地报

纸、网站等媒体得到消息后，都派出了记者前往采访。采访

回来后，网络媒体在第一时间发了报道，但报道只是暴露了

问题，并没有提到怎样去解决。这时，如果报纸也是做类似

的报道，在新闻的及时性上就输了一筹。怎样才能让报纸的

报道更有可看性？对此，笔者在这篇报道的发稿上宁愿慢一

点，而把报道的内容做的细做全面，为此专门联系相关部

门，采访解决自来水浑浊的问题会采取怎样的措施。这篇报

道后来一出，让当地群众知道政府部门将在今年对自来水厂

进行重建，消除了当地群众的怨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果。

三、做有思想性的报道加强舆论引导

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虽然在渠道载体上无法与之抗

衡，但在内容的品质上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借助历史悠

久、生产流程成熟、队伍素养高等有利条件，传统创造和生

以“慢”应快
——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挑战浅议

□罗德发

[摘要]相对于新媒体的“快”，传统媒体不妨在“慢”字上下功夫。这里的“慢”并不是让新闻成为旧闻，而

是采取慢工出细活，发挥传统媒体特别是党报的权威性，对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公众关心的焦点事件，把报

道做深做细，树立自己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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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来的内容在品质上，特别是在思想深度上则要高出新媒

体一大截。特别是对党报而言，其舆论引导能力既建立在固

有的权威性上，更建立在深邃的思想性上。

2011年底，怀化市职教城准备破土动工。对这个项目，

一些人认为把原来的一些职业学校拆了再建，花费大，有些

不同的看法。怎样引导这种舆论，统一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

想，这是党报的一项重要责任。如果日报只是和其他媒体一

样，发一篇职教城开工建设的消息，肯定起不到很好的舆论

引导效果。为此，笔者根据领导的安排，进行了深入的采

访，查阅了大量资料，从为什么要建职教城、职教城的选址

是给予怎样的考虑、建职教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等多个方面

入手进行分析，以现实情况和举例和思想理论的引导，消除

了一些干部群众的疑惑，为职教城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环境。

对新闻报道而言，思想的力量是一种深层影响力，这

种思想力并不与新闻报道的长短有直接关系。2007年2月17

日农历大年三十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消息《广州三千

农民工免费游园》，文章虽然短短不足300字，但字里行间

在传递着农民工免费游园信息的同时，也体现着一种深层的

思想：全社会都要关心农民工。这篇短消息实现了思想性与

新闻性的有机融合。实践证明，思想性与新闻性之间的融合

越大，思想的力量就发挥越充分，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就越

强。

事实上，不管传媒方式的如何演变，媒体首先要关注的

是，它将如何继续成为影响和指导人们生活的一个有意义的

工具。

（作者单位：湖南省怀化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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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报包含建议类评论统计

图表4

             都市报

评论

羊城晚报 北京晚报 新民晚报 华商报 华西都市报

包含建议类评

论总数

12 2 14 4 7

包含建议类评

论占评论总数

20% 6% 16% 8% 12%

评论不仅仅是对于当下发生事件的公开态度，而且应该

对于事件或者现象的解决和良好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促

进事件或现象的解决和完善。已选报纸不限制评论的态度，

在所有评论中，包括肯定、批评、中立等立场，包含建议类

的评论数量十分有限，占总数的比例极低。包含建议类的评

论数量之少，比例之低是对提升都市报评论监督效力的巨大

阻碍。

二、异地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媒体制度，实际上媒体报道须得到党政机构

的授权，或者需要协调与党政机构的关系。同时我国新闻法

制建设比较滞后，媒体舆论监督得不到有力保障。但不同地

区的党政机构不能管到其他辖区内的媒体。异地舆论监督相

对容易，但是存在许多问题。

1. 都市报评论区域发展不均衡

在全国各区域都市报评论发展状况中，东南沿海的都市

报评论走在了全国前列。《羊城晚报》为例：相关本省、外省和

全国范围的新闻评论数量相当，三足鼎立，不仅仅满足了本地

受众对本区域事务的关心，对全国性大事件的关注，而且，满

足了受众涉猎外省发生事件的好奇心。对本省外省批评评论

数量相当，对当地事件的评论有效促进当地公平公正氛围的

创建。能够排除外力影响，对本省的政府行为加以评论并提出

意见，促进舆论监督与政府行为的良性发展循环。

2. 针对不同区域评论的态度指向差异大

对外地的不良现象花费大量版面、时间进行评论，且多

采取批评的态度，但是对本区域的不良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得过且过，不仅不去争取更多的监督权力，反而在自主

的躲避和倒退；规避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针对本区域的新

闻评论数量少，在相对范围内仍采取支持、表扬的态度，或

者只选取正面事件进行评论。

3. 异地监督“异化”，政策导向转向市场导向

媒介在发展过程中收到了多方面“力”的作用。我国多

数媒介的国有性质使其必须服从政治权利的管理。同时，为

了在市场竞争中立足，经济资源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如：投

放广告、为媒介提供资金等。实现市场竞争，争取更多的广

告客户，就需要提升影响力，扩大销售量。因此在监督过程

中“猎奇、猎新”心理被广泛应用，逐渐“异化”。应顺从

受众的接受心理，而不是引领受众思考，促进民智民力的开

发。

舆论监督环境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过

程。目前，对本地事件的监督仍然局限于小事件。突破“地

方保护主义”，不仅仅需要新闻法制的建设，更需要每个公

民充分应用自身的监督权力，促进良性舆论监督环境的完

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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