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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娟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出现，传统的媒体
经受着严竣的考验， 即使是传统媒体的核心代
表———党报也不例外。本文在调查、听取了普通百
姓对提升党报舆论引导力的议题基础上， 提出了
新媒体时代提升党报舆论引导力的对策：改变“唯
上”思维定势，力求领导、群众双满意；摒弃僵化枯
燥的语言方式，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说理说事；主动
发展、融合新媒体，掌握网络舆论场主导权。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 党报 舆论引导力

党报作为传统媒体的核心代表， 是党和政府

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一直引领着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向，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

着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获取信息的

渠道开始多样化，社会舆论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
在这舆论多元化的时代， 特别需要正确的舆论引

导， 需要我们的党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发出权威的

声音。

新时期党报面临的困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多种多样的

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新媒体形式不断涌现，全

球媒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党报正在经受着来

自微博等新媒体的强烈冲击， 政治地位和市场地

位日益下降，读者流失严重，舆论主导地位边缘化

现象令人堪忧。
许多党报为求稳求安， 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及时更新报道理念，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即使

有些提出改革的，也是求新求变不足，在内容、形

式、风格上没有真正大刀阔斧地改革。许多热点事

件，例如：陕西的“表哥”杨达才、广州的“房叔”蔡

彬，公众最初都是从互联网上看到的，许多事件都

是在形成如火如荼的巨大舆论热点后， 传统的党

报主流媒体才跟进。党报的舆论监督弱化，舆论引

导力式微，结果就是群众不爱看，市场不接受，社

会影响力不断下降。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跨

媒体、跨时空、多点对多点的传播模式改变了原来

的传受关系，平等成为传播的信用卡，互动成为沟

通的通行证，网络的及时化、个性化一定程度上弱

化了传统媒体的主导话语权。 而有些党报忽视了

新形势下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 仍把党报作为一

种“黑板报”式的宣传品、传声筒，其中不乏空话、
套话，长篇大论，文风缺少亲和力，经常以“俯视”
大众的眼光来报道新闻，脱离实际，疏远群众，使

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读者流失严重。

党报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报道内容脱离百姓的实际
一些党报出现发行量下滑的趋势， 有些人归

结于老百姓政治热情淡漠了，不关心政治了，其实

未必。许多老百姓还是很关心党的消息的，只是许

多党报的报道内容脱离百姓的实际。 有人曾用三

个“很”字概括党报的主要内容特点：“领导很忙，
国内很好，国外很乱”。缺少亲和力，对读者真正关

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关注不够，正是这些原因使得

广大读者无法通过阅读党报来解心中之渴， 拉大

了党报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党报在读者心目中的

地位和认同度自然大大降低。
（二）报道方式陈旧单一
一些党报报道方式陈旧单一， 仍然沿用传统

的机关化、模式化的报道方式，空话、套话太多，整

版都是指令性、工作性的报道。党报上许多与老百

姓息息相关的政策， 也没有用老百姓能理解的方

式进行报道，其结果就是老百姓对政策的误解。对

于一些突发事件报道， 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领导和

报社老总按惯性运作，一味按红灯，禁止传播。
（三）党报到达读者手中的时间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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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舆论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息传播

手段变得日益丰富，互联网、3G 手机、移动电视等

新的传播方式层出不穷， 许多新媒体具有信息发

布便捷、自由、低成本和全时性等优势，一则微博、
一段视频、一条短信，都有可能成为引起舆论风暴

的蝴蝶翅膀。党报作为传统媒体，在报道的时效上

相比网络媒体要迟， 而且由于发行等环节的人为

因素， 许多党报在发行的当天都到不了读者的手

中， 党报作为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缺乏先天性的竞

争优势。

提升党报舆论引导力的必要性和对策

党报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肩负着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积极舆论引导功能，在

国家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

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在笔者的调查中，许多群

众都认为， 党报引导能力一是事关社会稳定、发

展，二是事关执政者的能力、形象。
当前，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生活发

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
新矛盾、新问题，人们有着千差万别的看法，正确

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清醒与困惑等

等相互交织，社会舆论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要真

实地反映舆情，正确地引导公众舆论，民心才不会

乱，社会才会安稳，此为一。 第二，社会在前进，生

活开始变得五彩缤纷， 党报引导能力也必须与时

俱进，才能赢得百姓的认可、接受。
那么， 在新媒体时代如何提升党报舆论引导

力？归纳接受调查的百姓意见，择其要者，有三点：
（一）改变“唯上”思维定势，力求领导、群众双

满意
“唯上”表示只对上负责，怕得罪上级领导。党

报要提升舆论引导力，必须改变“唯上”的思维定

势。要创新思路，坚持以人为本，了解民意，解决民

忧，倾听不同声音，包容不同思想，畅通群众利益

诉求渠道。 《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栏目定位在

“中观选题”，坚持“两个立场”的统一，帮党分忧，
为民解忧；坚持“两个视角”的统一，干部视角和平

民视角；坚持“两个特性”的统一，言之成理，述之

有情， 这一理念值得借鉴。 要知道政府的工作和

百姓的需求实际上是一致的， 要让党报成为政府

与群众的“润滑剂”，推动社会和谐的“减压阀”，力

求领导、群众双满意。
（二）摒弃僵化枯燥的语言方式，从普通百姓

的角度说理说事
党报应该是真诚倾听群众意见， 真情关心群

众疾苦，真实反映群众问题的一个阵地。要改变传

统的“我报道你阅读”的方式，转变原来的空洞、枯

燥、程式化、训导式的语言方式，使新闻报道变得

让公众有亲切感、信任感，具有可读性、感染力。马

克思就曾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指出：“民众的

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 ”可见，党报要充分

运用在信息资源上具有的政治性优势、 权威性优

势、资料积累性优势，深入开展新闻策划，在选题

上要紧扣时代主题， 在报道时要将事件引发的种

种话题及时反馈，将问题讨论引向深入，揭示事件

实质。 要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挖掘新闻事实，凸

显新闻价值，力求写新写活。要在“准、深、新”上下

功夫，捍卫新闻的真实性，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引

导水平，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吸引读者眼球，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产

生强烈的“舆论场”效应。
（三）主动发展、融合新媒体，掌握网络舆论场

主导权
网络时代的开放性和交互性， 淡化了传播者

与接收者的界限，让每个人都成了一个“自媒体”。
网络舆论具有鲜明的特点：草根性、自发性、明确

的指向性，但随意性也强，容易造成叙事的线性逻

辑的断裂，导致人们断章取义，不利于人们对事实

真相的全面了解， 同时也由于缺乏专业的分析能

力，会使不明真相的网民随意表达观点，盲目进行

道德宣判和声讨。党报应该积极建设、充分借助互

联网，搭建平面媒体和互联网的新平台，在网络舆

论场同样掌握主导权。
党报掌握网络舆论场的主导权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一是从内容上介入网络热点。 过去，认

为网上的舆论热点就由网上回应， 主流媒体不介

入，以免炒大，“网来网去”，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

的。 如果传统媒体不主动介入网上舆论热点，那

么，传统媒体就把自己边缘化了，势必会在新的舆

论格局中降低自己的竞争力。因此，党报必须主动

融合新媒体，及时介入网络舆论热点，介入时要做

到扩大介入面、加快介入速度、提高介入水平。 二

是求证真伪。 对网络议题进行理性“把关”，当好

“过滤器”。 《人民日报》近年来为此专门开辟了一

个《求证》栏目，定位为“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三

是做好引导工作。 一方面弘扬符合社会主义主流

价值观的“凡人善事”，例如：一些产生广泛影响的

草根英雄，“最美妈妈”、“信义兄弟”、“最美司机”
等；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谣言，要及时辟谣，澄清事

实，安定民心，做国民心态的“压舱石”。
（作者单位为南京师范大学人民武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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