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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提高传播能力的“六大抓手”
文 ｜ 王卫明 程 咪

【摘 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新闻界贯彻十八大精神，努力提高传播能力的六大抓
手：1.改革时政报道，克服各种形式主义，宣传好十八大精神；2.推进媒体产业化经营，打造传媒集团、争取
更多传媒成为上市公司；3.增加生态新闻的比重，增设相关栏目或版面；4.加强舆论监督性报道，鼎力支持
反腐败工作，维护公平正义；5.深入贯彻“服务性政党”理念，尽力追求新闻报道的服务性；6.坚持以人民为
报道主体，重视反映基层人民民生、民意、民情。

【关键词】新闻界；十八大精神；贯彻；抓手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上，胡锦涛同

志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而奋斗》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
份纲领性文件，不仅为全党确定了行动

指南，而且为中国新闻界提出了诸多新

的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

中，中国新闻界该如何贯彻十八大精

神，努力提高传播能力？

改革时政报道
克服各种形式主义
宣传好十八大精神

新闻界努力贯彻十八大精神，首先

要做的便是大力宣传十八大会议的主

要内容及会议所传达的精神。
事实上，新闻媒介作为党的喉舌，

宣传和解读党的各项政策义不容辞。因
此，简单地照搬理论、照搬材料是不够

的。在为公众传达上级精神的同时，媒

介还需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十八的精

神。
但是，以往一些时政报道存的问题

有：报道很宏观、但实质性内容不够；照

本宣科，深度解读不够。随着对形式主

义的批判日渐增多，很多媒体改用生动

活泼的文笔反映现实问题。
在今后的宣传报道中，媒体不仅要

将核心精神传达给公众，还必须真实、
客观，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推进媒体产业化经营
打造传媒集团
争取更多传媒成为上市公司
《报告》第三部分提出：“文化软实

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

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

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

础更加坚实”。
《报告》第六部分提出：“增强文化

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实力和竞争力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

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

业。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

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

务效能。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

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专业化水平。构建和发展现代传

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
《报告》以此为着眼点，对中国新闻

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加强国

内媒体的影响力、将国内的声音传出

去，增加国内媒体在国际新闻界的地位

等。但是这些目标单靠单个的媒体是不

可能实现的。只有媒体走向集团化，才

能一起把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因此，集

合新闻资源，创办“航空母舰”式的媒介

集团，是现阶段中国新闻界的必然选

择。
纵观国内新闻界现状，我们在坚持

发展跨媒体、跨地区的媒体产业的同

时，必须变国内新闻界的数量优势为质

量优势，变散兵作战为集体作战，合理

有效地进行的资源整合，充分实现产业

经营实体化、市场化。同时，也要及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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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产业触角，扩充规模，增强经济实力

与自身影响力。通过媒体产业化与集团

化的经营，新闻界可以集中兵力将新闻

做实做大，更好地向国际传递国内的声

音。同时，自身强大的实力也为新闻媒

介提供了经济支持与地位保障。此外，

新闻界应该争取涌现出更多的传媒类

上市公司，提高其适应市场的能力。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新闻界应努

力构建新闻媒介集团，引入现代化技术

与管理理念，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际传媒大鳄”。

增加生态新闻的比重
增设相关栏目或版面

《报告》第八部分中提出：“建设生

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

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
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

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

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这是党代会报告上首次单

篇论述“生态文明”，也是首次提出“推

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

美丽中国”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要

义，在十八大报告中得到充分重视。这
也为中国新闻界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新闻媒介作为党的的喉舌，具有

“联系社会”的功能。即及时地传播、宣
传、普及党的纲领政策，运用党的理论

引领社会思潮。那么，此次生态新闻便

是首当其冲应该得到重视的环节。从目

前国内新闻界的现状看，少数媒体对这

一问题已经有所重视。如南方周末就辟

有专门的绿色新闻板块，宣传绿色经济

与环保型生态。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媒体可

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有

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

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媒体自身的关注

度能够影响受众对于该议题的关注度。
因此，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报道能在很

大程度上增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的意识。新闻界应该对这

个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形式上看，电视台可以开设生态

新闻频道或板块，电台可以增加生态新

闻板块或频率，报纸也可以开辟生态新

闻专栏专版，网站更是可以采用新颖的

形式开展生态新闻宣传；从内容上看，

媒体可以扩大生态新闻的报道面，从各

方面解读绿色生态，从各角度宣传报

道，使生态文明的理念能深入人心；在

选材上，适当地向生态新闻倾斜、增强

报道力度；从节目设置策略上看，为了

突出生态新闻理念，各大媒体可以将生

态新闻提至重要版面、重要时段、重要

位置上，并增加生态新闻报道的频率，
形成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效用。

加强舆论监督性报道
鼎力支持反腐败工作
维护公平正义
《报告》第二部分提出：“坚持以人

为本、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
《报告》第五部分提出：“坚持用制

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权力运行

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

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

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等，加强

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

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报告》第十二部分提出：“坚持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
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体现在多个层

面上。首先，媒体应该及时正确地将

“应该在传媒上公布的各种信息”广泛

传播，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其中包括

及 时 地 揭 露 各 类 违 背 公 平 正 义 的 事

件、及时地公开各项党务、政务以及主

要领导干部、人财务使用管理、及时地

报道各种腐败事例、各个腐败份子、有
违党的精神的行为、与人民民主相悖

的行径等。媒体要及时地向公众报道

事实真相。
媒体是连结党和人民的纽带。因

此，它必须同时肩负起上情下达的使

命。媒体应该利用自己的平台将民众的

意见、心声、需求和愿望及时地反映出

来，充分保证公众“表达权”的实现。
当然，在加强对社会进行舆论监督

的同时，媒体自身也要接受社会的监

督。因此，为了树立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新闻界一定要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素

质的考核。以防各种腐败、违法违纪现

象在新闻界内部出现。
针对以上所说，新闻界可以从多方

面入手。如，报纸、电视等可以开辟更多

的专栏专版、公布公开党务政务。

深入贯彻“服务型政党”理念
追求新闻报道的服务性
《报告》始终没有脱离“为人民服

务”的核心。
《报告》第三部分提出的：“加快形

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

理网络；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扶持

力度。”
《报告》第五部分提出：“深入推进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

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

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

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友好发展环境、提供

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

变。”
《报告》第十二部分提出：“要坚持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严治党，全面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

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这也是党代会上第一

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概念。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党的

工作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媒体作为

党的喉舌，也必须要将服务意识贯彻到

底。尤其是党报及其子媒，更要将此作

为行动准绳。
而媒体的这种服务性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

第一，媒体自身要有服务意识，即

在选稿、报道时，从人民的角度考虑问

题，解决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报道最关乎人民利益的新闻，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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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税收、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医疗

等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因此，第

一时间为公众解读相关的方针政策、及
时地跟进相关报道，是体现媒体服务性

的重要部分。
第二，媒体在内容上可以选择一些

服务性较强的报道。如那些能引导公众

进步、能帮助公众保持健康、能教会公

众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能让公众

从中得到经验与教训的报道。
第三，媒体可以加大“帮办”新闻的

比例，如党报可以增设“党报”热线，都

市报可以设置“帮办新闻”等。以每日新

报的帮办新闻为例，该报自创刊以来一

直坚持这种办报理念。从2000年创办的

“新帮办”专版，到2007年联合天津市政

府办公厅推出的“民生”专线，再到2008
年成立的专门性帮办组织———民生帮

办办公室，其中的每一次改革都体现出

服务意识。而且，每日新报的帮办题材

很广，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这种帮办行动充分体现出了媒

体的“服务”功能。近年来，不少都市报

对这方面都有注重。如蓝色快报也开设

了“帮办新闻“专版。

坚持以人民为报道主体
重视反映基层民生、民意、民情
《报告》第六部分提出：“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

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

粮。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

重点文化惠民工程。”
《报告》第七部分提出：“加强社会建

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

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经过统计，在此次十八大报告中，

共出现“人民”98次。足以看出，人民的

重要性。
毫无疑问，人民始终是报道的主

体。因此，新闻界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展

开各方面报道。
这种“坚持人民为主体”的报道方

式对新闻界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要加重对人民的报道，尤其是

对民生、民意、民情的报道。新闻媒体尤

其是传统媒体如党报、央视、省级卫视

等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报道，以使报

道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二是要增加人民对报道的兴趣。既

然报道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增

加公众对报道的兴趣则是关键。在这一

点上，媒体还需要更加努力。
（作 者 单 位：南 昌 大 学 新 闻 与 传 播

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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