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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起，我国就有社会新闻的记载。然而，什么是社会新闻却从未有明确的界定。至于党报

应如何报道社会新闻更是值得研讨。笔者认为，党报采编的社会新闻，应该坚持党的原则性、

权威性，明确社会新闻的报道范畴，讲究党报报道的社会作用，使之起到教育、团结人民群众

的作用。 

一、党报的社会新闻 

随着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认识和报社采编人员社会责任感的日益增强，党报记者也纷纷把眼

光投向社会，采写社会新闻。什么是社会新闻？《当代新闻文体写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209页）中说“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内容的变动的事实的报道。……所谓以

社会学研究对象为内容就包括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又多以社会道德伦

理为基础反映社会风尚的新闻，它与政治新闻、军事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文化新闻相

比，具有社会性、广泛性、生动性，讲究趣味性，富有人情味等特点。”《晚报新闻学》（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27页）又指出“社会新闻是涉及到市民日常生活的社会事件、

社会问题、社会风貌的报道。社会性、人情味、可读性是社会新闻的主要特点。”至于党报应

如何报道社会新闻，虽然没有谁为党报的社会新闻下一条定义，但从党报的性质出发，我们应

该认识到，党报的社会新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有时代特色，要代

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挖掘有重大意义的题材；不追求表面的花哨，不单纯为了“卖点”，更

不低调庸俗。 

二、党报社会新闻报道引发的思考 

在充分肯定党报社会新闻报道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处理好随之带来的一些问题，不

然，党报的社会新闻就会产生负面效果。 

第一，要处理好原则性与可读性的关系。党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这是其他报

纸所无法取代。党报的原则性表现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体现在舆论监督、批评的

引导上。如果党报不姓“党”，一味追求低级趣味，就起不了正确的导向作用，甚至有损党的

形象和党报在读者心中的威望。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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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向，从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突出以读者对新闻事件的关切度和新闻对群众的吸

引力为重要标准，做到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及时报道什么。比如目前众所关心的市场上

存在的假冒伪劣商品、物价问题，社会上存在的执法环境、公民道德标准、自然环境污染、医

疗卫生问题等等，都是党报社会新闻应涉及的范畴。例如，针对社会上假文凭、假学历泛滥的

实际，今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的《视点新闻》版发表了题为《学历打假重在制度规

范》的报道，指出这一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玷污着学术的纯洁与严肃”，同时还列举了一

系列数据和典型。同月十七日，该报又在同一栏目的版面报道《湖南江水县：引水工程引出问

题一堆》的新闻，披露了“由于县委个别领导暗箱操作，（引水工程）居然承包给了没有建筑

资质和施工队伍的个人，埋下许多隐患……”像这样的社会现象曝光，既坚持党的原则，又敢

挖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毒瘤”，群众爱看。如果我们对此现象熟视无睹，或者报道时一味说

教，那么刊登出来的新闻是没有效果的，群众也是不受欢迎的。 

第二，要处理好理性说教与客观报道的关系。有些党报社会新闻报道过于理性化，因而主观色

彩太浓而缺乏新闻味。纵观一些地方党报，有些作者为了维护其报社的“尊严”，撰写的社会

新闻，不是以报道给人于启示，而是直接站出来说话，评点是非。有的社会新闻在行文中还接

连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读者思考。不管读者是否接受，作者的观点已硬邦邦地摆在纸面上，这

已成为一些党报的通病。如何处理好理性说教与客观报道这两者的关系呢？《人民日报》为我

们树立了样板，如去年该报《华东写真》版的一组（五张）关注“困难群体”的摄影报道《第

二故乡过大年》。报道中说，“往年春节，马志发、王茂军总是赶回重庆过年，毕竟父母妻儿

都在老家。但是，路遥远加上长假，所费时间太长，既影响工作，也减少收入。况且，赶有春

运高峰时回家，在火车上两天两夜挤得不能动弹，也十分辛苦。今年，他们下决心让妻儿乘船

到杭州过年，不仅可以在异国他乡团聚，也能让未出过远门的妻儿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自己

又可以在节日加班增加收入，算算真是一举数得呢。”春节前夕，读者看了报道“低收入群

体”苦中有乐的社会新闻，既可领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困难群体”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又

仿佛尝到了一道色美味香的佳肴。这则社会新闻，通过形象的图片和简明的文字叙述，反映了

当今社会出现的新气象。这样的客观报道比任何简单的说教不知好多少倍，其社会效应可想而

知。 

总之，作为党报，社会新闻抓得好，能起到“牵一发，动全身”、震动全社会的强烈效果。我

们要从践行“三个代表”的高度出发，敢于和善于介入现实生活，为各级党委中心工作破解难

题，为广大群众排忧解难，精心组织社会新闻的内容，提高新闻质量和报纸的可读性，树立党

报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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