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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的精神办好党报

●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单  波

南方改版 10 年的经验，

形成了 21 世纪中国式新闻改

革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的

主题，就是“科学发展立报、

改革开放立报、解放思想立

报”之报魂。

南方报人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努力破解党

报主流主导、可读悦读、做

大做强三大命题，可以说，

正是解构僵化的新闻传播观念，导出新闻发展的理性化、

专业化路线，秉承改革精神、冲破思维定势，才有南方

日报今天的成就。

南方日报改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供

借鉴的经验，更在于这一实践提出了一个命题，这就是

如何以改革的精神再造党报，从而使党报焕发更大的影

响力。从某种意义来说，新闻改革取决于新闻人自身的

觉醒。正是因为这样的觉醒，才使南方日报的时政报道

从宣传向新闻迈进，同时又与一般都市报的娱乐化、碎

片化区别开来，使时政报道回归新闻报道，表现速度、

深度，以及有高度的贴近。

    具体说来，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以改革精神办好党报，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要进一步做好。

解放党报受众观。在南方日报改版的过程中有一个

很鲜明的主题 ：实现市场价值。这非常符合改革开放、

思想解放的方向。

    加强专业化管理。提高记者的专业素养，融合新闻

专业主义所蕴含的理念，采编更多符合读者需要的作品，

更好地发挥党报在读者中的新闻公信力。

    更新报道内容。党报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在重大

报道中与新媒体竞争公信力，在突发事件和问题的报道

中真正起到呈现真相、引导舆论的作用，而不是被动地

跟在互联网的后面进行救火式的报道。

转变报道视角。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非典型性

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很好地展现了我们在重大问题、

重大矛盾中报道真相、呈现各方观点的能力。该报道

不仅澄清了大家对非典的认识，而且鼓舞了广东的医

疗专家，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这样的报道应该说

是独立报道、实事求是的佳作。在社会急剧变化、矛

盾特别突出的时代，党报越能够直面和呈现，公信力

就越强。

    调整传播形式。推出读者喜欢的文风和版风。南方

日报的一系列改版措施，一定意义上就是适应了新媒体

时代的受众习惯而做出的改变，类似的改版应该说非常

有价值，能拉近党报和读者的距离。

“权威”是来自强大的新闻生产力，强大的品牌与

内容，强大的创意能力，强大的媒介竞争力。“高度决

定影响力”，这才是我们党媒发展的出路。

这 10 年，是南方日报大胆创新不断超越的 10 年。

十年九度改版是持续“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党报改

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摸索党报走市场的新路，不

可能一蹴而就，贵在坚持不懈。南方报人有一句名言，

“成功永远在前方，我们永远在路上”，时时准备着

改，时时准备着变，时时准备着一鸣惊人，时时准

备着出其不意——这就是广东报业竞争的真实写照，

是南方报人的执著追求，也是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

生动体现。

这 10 年，是南方日报引领发展勇立潮头的 10

年。从世界范围来看，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让传统报业感受到了生存的寒意。在这样的处境中，

许多党报步履维艰，进退维谷，表现出明显的不适

应性。峥嵘岁月尽显风流，南方日报率先“触网”，

紧接着推出手机报，线上线下互动整合，之后成立

新媒体事业部，建立全媒体突击队。一系列变阵，

因应了传媒科技与传媒生态的巨变。南方报业的全

媒体转型，也正是中国报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