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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主流是民生新闻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建民  

民生新闻走过人见人爱的贴近性初期，已进入到过于琐碎化而屡被诟病的阶段，虽然离主流新

闻渐行渐远，但在曾经的辉煌和依然可观的收视率下，我们的从业人员仍对民生新闻的“变身”犹

犹豫豫。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压力，又使得有限的创新举步维艰。笔者认为：民生新闻必须从目

前游离主流肆意奔突的“黑马”状态走出来，主动向主流媒体的主流新闻靠拢，关注社会问题，承

担社会责任，审视社会趋势，在权威性上做出大模样，从公信力中寻求大突破。而突破的路径还在

创新，关键是我们的思维必须从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克服“怨妇”般的喋喋不休，脱胎换

骨，让民生新闻升华成具有旗帜意义的主流新闻。  

一 

民生新闻只是社会新闻穿上了“民生”的“小马夹”，早在十几年前媒体已在做了，像浙江的

《新闻速写》、《明珠新闻》等，当年也是与民情息息相关，奔走呼号的也都是百姓的冷暖民生。

只是那时不叫民生新闻。尽管业界学界对它形态模式的争论从未停息过，但一般对江苏台《南京零

距离》（2002年推出）的民生新闻“原身”身份还比较认可。后来而北京台《第七日》、湖南台的

《晚间新闻》和杭州台的《阿六头说新闻》等民生新闻栏目，又从内容和形式上丰富了其内涵和外

衍。 

它当年之所以受欢迎，倒不是冠了一个“民”字，而是它回归了新闻的本质，即真实性、时效

性，贴近性和重要性的新闻价值取向，以及趣味性、知识性和服务性等内化因素。这是新闻规律本

身的魅力展现，是平民视角、民生内容和民本取向所彰显的个性与品质。它在与传统新闻的博弈中

棋高一着是必然和无可厚非的。 

从本质上讲，我们的媒体并无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论地位，民生新闻虽难与时政新闻比正统，



但同样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喉舌，它的勃兴有着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宏大背景，也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公众把它当成生活诉求的绿色通道，政府把它视作联系群众的

纽带。按说时政新闻报道的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哪一样不是和老百姓利益休戚相关？除

了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观众之所以不大爱看，主要因为其居高临下的身架。从

内容构成上的枯燥、空洞、单调，到主持人表情语气的严肃、刻板、冷漠，时政新闻与观众的心理

距离不小。央视当年让海霞主持午间报道，她的笑脸一下子就让观众有了亲切感，可惜这种笑脸别

说央视，就是省级台新闻中也难得见到。电视呼唤有贴近性的媒体，节目需要有亲切感的新闻，于

是，民生新闻应运而生，它突破了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模式，降低了电视新闻的视角，放大了平民百

姓的内容，它的走红，绝不是偶然的。 

二 

民生新闻难能可贵的高收视率，在电视媒体产业化属性日益明晰的时刻，火得正是时候。新闻

开始赚钱，许多台的民生新闻栏目收视率甚至超过了电视剧。《南京零距离》广告创收达到一二个

亿，湖南经视的《都市一时间》和安徽台的《第一时间》都在七八千万。就是市级台杭州的《阿六

头说新闻》和《我和你说》栏目年广告创收也在四五千万左右，占频道创收的将近一半。以往枯燥

的新闻变得好看了，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事媒体争着管了，这种在大众中的良好口碑和经济上的骄

人业绩，自然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中掀起一股民生新闻的大热浪。 

可惜，在以贴近为本质、以通俗为特色，以娱乐为手段的民生新闻一路高歌中，它琐碎化、浮

浅化的倾向与娱乐节目中的低俗化倾向互为作用，构成了电视界的不和谐音。 

一是内容琐碎，缺乏深度。总是车祸、火灾、水管爆裂、房子漏雨。某市一个窨井盖被窃导致

一位市民腿部擦伤的一件小事，当晚竟有六家电视台播了消息。以杭州为例，省市电视台的十来档

新闻中，每晚总有七八条内容是重复的，这也是民生新闻栏目总量偏多的缘故。即便另外几档综合

新闻，也往往露出民生相，与别人一道抢民生新闻，受众当然只能接受表象的现实。难怪一位资深

记者批评民生新闻是“车祸死人，女娼男盗，打架上吊，天天看到”，要找出几条深度报道来委实

很难了。 

二是娱乐过度，流于低俗。近年民生新闻在表现手法上确实作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故事化结

构，口语化播报、趣味性表达和娱乐化包装等，效果不错。但物极必反，过度追求播报形式的轻松

生动，有时新闻就好像是滑稽剧：主持人剃光头，穿长衫，摇折扇，用惊堂木，说评书，讲单口相

声等，说学逗唱的曲艺化倾向使主持形式五花八门，大有“愚乐味”。当然真正“出格”的还是内

容上的低俗浅薄：一条车祸新闻中，一个被变形车体夹得人腿分家的司机被血淋淋地扯出车外的镜

头完整记录，一具脸部严重变型的浮尸被打捞出水的画面也照播不误，至于那些粪便满溢，蛆蝇成

堆的画面，更是每每与用晚餐的观众不期而遇，让人恶心之极。窥探他人隐私，展示血腥淫秽，也

是一些民生新闻的通病，一则《暗访卖淫女》的新闻，把记者如何与卖淫女接头，商谈价格及卖淫

女脱衣的过程详细呈现。在一条公安冲击卖淫场所的新闻中，卖淫女被警察呵斥着正面“裸站”的

画面长达好几秒，有人揶揄那简直是“真实的三级片”。 



三是记者包打天下，超越了职责范围。“有困难，找媒体”这句话曾经让记者和老百姓都心头

发热，媒体凭借话语权优势，帮老百姓排忧解难，解疑释惑，当然很受欢迎。大量投诉获得解决，

弱势人群一叠声的“谢谢”频频出现在屏幕上，记者渐渐地有了扶危济困的“包青天”感觉，越俎

代庖的事就多了起来。有的地方还做起了帮办节目，每当记者满头大汗地到处“帮办”的时候，那

些本来真正“该办的”公仆们，要么被动配合，要么偷着乐。媒体这种角色的错位实际已超越了职

责，辛苦之后收获了口碑和收视率，对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实践反而是削弱了。 

四是民生新闻的“体量”过大。火爆的收视业绩没有理由不扩版，许多台把资源都往民生新闻

上倾斜，一小时以上的大板块新闻比比皆是，有一个新闻栏目甚至长达两个半小时。一个频道办两

三个民生新闻栏目的并不在少数，精兵强将、好设备、好时段都往民生新闻倾斜。而时政新闻栏目

的档数和时长则一缩再缩，深度报道栏目更是凤毛麟角，从量变到质变，终使媒体作为宣传报道主

流导向的作用日见式微。 

三 

列数了民生新闻那么些问题，倒不是说它该从“宠儿”沦为“弃儿”了。要否定民生新闻从内

容到形式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创新，就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者。它是地方台壮大自己的致胜法宝，也

是省级台上抵下攻的竞争利剑，而它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对所有电视新闻“面目”和“身姿”的触

动，面目可亲，放下架子，贴近性和亲切感使目前不少综合新闻甚至时政新闻也变得好看起来。 

但民生新闻毕竟不是属于主流舆论的，个中存在的一些出格甚至违规之举，业者不是不知道，

而是收视率在作祟。至于上级宣传部门的视而不见，那就属于管理上的缺位了。笔者自己作为业

者，曾参与策划过《阿六头说新闻》这样的民生栏目，业绩也不俗，现在提出向主流新闻靠拢的这

个命题，不是因为敏感，而是已经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曾经热衷的观众现在已开始冷落民生新闻

了，收视率的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说明观众在成长，每年有好几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大会提

案，还有许多电话、信件，都表达一个意思——民生新闻太“碎”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正确的舆

论导向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新闻媒体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

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这对当前民生新闻相对浑沌

的现状是理性的警钟，也是新闻事业继续发展的目标和使命。笔者认为，民生新闻依然有着美好明

天，但它的美好明天是建立在对过度琐碎和娱乐化“瓶颈” 的突破上，建立在正本清源脱胎换骨的

自我变身后，建立在向主流新闻主动融入的努力中。 

四  

本文的主题就是融入主流新闻，那么，当前谁又是主流呢？主流群体就是党和政府有关路线、

方针、政策的拥戴者、实践者和受益者，符合他们意识，保障他们践行党和政府意志的共识就是主

流舆论。因此，摆脱浅薄，摈弃低俗，回归客观，融入主流，便是当前民生新闻健康发展的必由之

路。 



一是从党务、政务活动中寻找民生新闻的叙事关注点。以往官方活动在时政新闻中占了很大比

例，但民生新闻却往往敬而远之，一方面时政新闻对此的报道由于“官腔”过重而人气不强，另一

方面民生新闻又走了一个极端，尽量回避官场，殊不知官方内容毕竟是推动社会的主导信息，以往

时政新闻之所以不太受欢迎，不是因为内容，而是本身过“硬”和“八股”的表达方式让人倒了胃

口，而民生新闻回避官方活动后，对主流信息的需求无疑就是缘木求鱼。 

民生新闻记者要善于“迈进会场探民生”，毕竟“国计”与“民生”是不矛盾的。广州市的一

位领导一日视察直饮水工程，跟惯了领导的时政记者做的依然是《广州市领导视察直饮水工程》，

而民生记者却做出了《广州市十万市民年底可饮上直引水》的消息，后者就是民生味十足的主流新

闻了。把民众的视角定位得偏低和将民众认知水平看得过窄，对我们新闻总体的把控都是不利的，

坚定不移地按照“三贴近”路线，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以民生视角透视官方事件，解读官方声

音，这是符合民生新闻健康发展规律的。 

二是兼顾政府意志和百姓需求，开拓“大民生”视野。媒体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

群众的喉舌，提升民生新闻作为主流新闻的品格，就是要提升新闻栏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作为民

生新闻，当然要关心百姓的个体生存状态，但更要从“大民生”的视野出发，关注社会分配、就

业、医疗、就学、住房、社保等一系列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民生问题，多去触及敏感问题，探究

焦点、难点，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媒体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 

百姓的事同样也是政府牵肠挂肚在努力践行的事，像这几年杭州市政府提出“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的执政理念，在推进“五大战略”，破解 “七大难题”中，办了许多实事，使党

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媒体既可报道这些努力后的成果，也可报道解决的过

程，当然还可以开展必要的舆论监督。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大趋势，还是漏水、车祸、纠纷地有闻

必录，遇事就报，政府和市民当然会感到委屈和无趣。民生新闻与主流新闻之间的落差本来已经不

大，只要主动融入主流，就能提升新闻品质。 

三是打造主流新闻的途径是拓展新闻报道的深度空间。深度报道是新闻中难度最大的表现形

式，民生新闻在完善自我，融入主流舆论的当口，要向深度报道要拓展空间。喻国明教授强调，电

视新闻栏目首先应该是主流的，大气的，把握时代脉动的，有一种大境界、大智慧；其次应该是独

立的，与社会现实、与利益集团、与流行文化保持适当的距离。对深度报道的追求，反映出民生新

闻经过初期跑马圈地的初放性经营后，要向返朴归真精耕细作的主流境界探寻，因为在媒体渠道过

剩的时代，传媒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附加值。昔日那些浅表性的新闻，正日益被成长

中的观众所忽视，而站在理性层面和政策高度，去诠释和解决生活中的亮点、难点、焦点，并引导

社会舆论向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具体做难度不会

小，比如对突发性新闻要阐释其意义，对典型报道要探究其成因，对批评性报道要着眼于转化矛盾

等，都是很值得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的。 

四是立足主流新闻，还要做活非主流新闻。强调融入主流新闻，并不是可以忽视非主流新闻，

主流是相对于非主流而言的，没有非主流就无所谓主流了，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非主流新闻是

主流新闻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整个新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那种负面报道、突发事件，



社会新闻，甚或是一些珍闻、趣闻，也都应该去精心采制和报道。比如窨井盖失窃的新闻虽然很

小，但毕竟无盖的豁口会危及行人安全，我们不一定今天少一个明天少两个地报，但可以挖挖频频

失窃的背景和防窃的措施等，比如窨井盖失窃的总数，废品收购站为何为销赃开绿灯，兄弟城市解

决此类的问题的成功经验等。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分清主次，权衡轻重，控制比例，把主要力量放

到主流新闻的采制上，同时也要兼顾好非主流新闻，将其做成整个新闻大板块中的一个趣味十足的

一块小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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