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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围绕大局破解难题的思考 

 

如何围绕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和影响

力，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在相当长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 

 

 

“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闻工作者的重大课题 

 
十七大报告作为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处处闪烁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特别是报告中关于“推

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论述，这是一个大任务、大命题，也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使命，开辟了新闻舆论

工作的新境界。 
如何让深不可测的理论变成普通百姓都耳熟能详、亲切自然的朴素思想？如何让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深

深融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血液里？如何让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从灵魂深处理解、支持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这些都需要党的新闻工作者思考和探索，并自觉实践。 
许多看过美国大片的人都为影片的情节所感染，无论是《空军一号》还是《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等

等，美国人毫不掩饰宣传其价值观，情节再怎么离奇，美国式的英雄主义还是要渲染，星条旗还是要飘扬。受众

不仅掏钱买了票，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一次美国价值观的“营销”。我们不认同美国的所谓价值观，也不可能

照搬美国的“推销”模式，但是，我们只有坚持自己主流价值的同时，千方百计增强舆论的引领力和感染力，才

能有效地抵御外来的“软进攻”，进而向世界传播属于我们民族的主流价值观。 
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重铸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是一个急迫而重大的课题。党的新闻工作者在“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必须讲求引导

的科学和艺术，吸收他人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为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四大课题需要破解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应当以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为指导，在舆论引导中切实体现以人为本，扬长补

短，让人民群众在喜闻乐见中入耳入脑，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当前要破解四个课题： 
一、经济发展中的“粗放经营”的问题，在新闻工作中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要研究舆论引导的“有效利用

率”问题，尽快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简单化说教式的“粗放经营”。 
反观近年来我们的宣传舆论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比如有些媒体满足于铺天盖地的大呼隆式宣传，不讲究宣传和引

导的有效形式和途径，有些宣传实际产生了受众的逆反心理，形成“反效果”。此类现象和经济建设中的“唯

GDP论”有着惊人的相似，看似热热闹闹，实为无效劳动甚至劳民伤财。 
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必须研究舆论引导“有效利用率”的问题。新闻报道的成功与否除了看投了多

少力量、发了多少稿件，更要看受众的反响如何，吸收的效果怎样，有没有留下一点印象或者毫无感觉？留下的

印象是好还是坏？舆论引导必须从受众的角度检验新闻舆论的成败得失。如果没有效果或者“反效果”的要坚决

摒弃，效果不明显的要切实改进，效果显著的要借鉴吸取。只有从受众出发不断改进引导艺术，“有效利用率”

才能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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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引导要深入到普通大众的心中，要研究舆论引导的“大众化”问题，争取让两个“舆论场”目标一

致、形成共鸣。必须变高高在上的单向灌输为平等和气的交流；变枯燥的套话大话为朴素生动的白话实话；多讲

老百姓爱听的故事；让主流媒体成为普通人愿意谈心交流的好地方。 
南振中同志曾经提出两个“舆论场”的课题。从实践看，媒体舆论场和群众口头舆论场这两个“舆论场”不

一致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源在于媒体在引导上没有从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出发，而是单向片面说教，甚至

排斥群众基本的合理诉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主动把握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摸准群众脉搏，自觉把媒体舆论场

与群众口头舆论场“对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掌握群众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过程中，切实化解

矛盾，积极引导，两个“舆论场”才会形成一致，舆论引导的“大众化”问题才会有效解决。 
三、主流媒体并不等于天然掌握着“主流舆论”。要研究主流媒体如何掌控“主流舆论”的问题，高度重视

舆论引导的新载体新途径，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途径巩固和拓展舆论引导的阵地。 
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媒体而言，同样存在如何加快发展拓展市

场空间，增强舆论影响力的问题。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的出现，已

经对传统主流媒体的概念和影响力形成了新的挑战。 
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互通互传的效应，事实上已经是“主流舆论”的重要阵地。截至2007年9月份，我国互

联网网民达到1.72亿，仅次于美国，各类网站达131万个。但外资对我互联网的资本控制问题长期没有引起重视。

据了解，目前中国具有代表性的18家上市互联网企业中，14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3家在香港上市，只有1家在

深圳上市。 
根据十七大关于发展的要求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做大做强“增量”来扭转互联网产业的被动局面。中国互

联网产业已逐渐走向成熟的高速发展期，具有广阔发展空间，正在产生或发展出大批“新生力量”，通过大力发

展民族互联网产业，尤其是鼓励主流媒体积极介入民族互联网，让民族互联网产业成为“增量”部分的主导，则

可以对已被外资控制的“存量”部分进行平衡、中和，在此长彼消的变化中，从整体上扭转我国互联网产业内、

外资的比例，最终改变我国互联网产业被外资控制的局面，主流媒体也可以从民族互联网的发展中赢得“主流舆

论”的引导和掌控权。 
四、要研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形成社会“共振效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2007年的“最牛钉子户”、厦门PX项目、华南虎照、山西黑窑等，其特点是地方某家传统媒体先“捅”出

去，然后在网上广为传播，最后形成全国性热点，构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种强烈的“共振效应”是过去非常罕

见的。 
网络媒体随时随地可以“一呼百应”，但缺点是真实性差。而传统媒体具有可信度高等特点，缺点是难以互

动。双方“一拍即合”的结果，不仅扬长补短，而且可以在一夜之间形成舆论焦点和漩涡。在这种巨大的舆论场

面前，政府稍有反应迟滞或回应不当，即会遭致网上网下的舆论“炮火”。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互动形成的巨大效应是当前需要认真研究和引导的课题。如果这个“共振效应”使用得

当，可以极大地消除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者纯粹变成不负责任的“大鸣

大放”，其危害同样不容小觑，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破坏力。 

 

 

围绕能力建设，提高有效性、影响力 

 
未来5至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体现科学性，进一步提高引导能力和水

平，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应当从以下三条抓起： 
一、进一步抓作风改文风，用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采编人员“三贴近”。 
倡导采编人员从每一条稿件每一幅图片入手，扎扎实实提高业务能力和引导水平。比如，立意深远的稿件完

全可以用群众喜欢或比较愿意接受的形式进行采发。新华社上海分社在研究十七大前后的配合报道中，采取“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战略，即在学习中央精神的同时，发动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多学习多调

查多思考，采撷生动活泼的小故事、小细节，然后对这些生动的素材进行整合，先后播发《民生和谐看上海》

《上海这一天》等系列稿件。这些稿件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大话空话，而是用一个个鲜活的事实说明上海在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中的巨变。 
二、善于应用多媒体手段，变事后补救为及时出击，在第一时间引领舆论，防止主流媒体在新闻舆论竞争中

的失语与缺位。 
在信息爆炸、媒体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主流媒体要真正发出“主流舆论”的声音，就必须善于应用多媒体



手段，凡是能扩大影响力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的载体，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和应用。 
必须加强对互联网等新兴传播载体的控制和利用。同时对重大新闻的采访报道，也要做到争取第一时间发

布、尽量全方位覆盖。例如，新华社首位探访南极洲的女记者张建松从上海出发，进行为期5个月的报道。上海分

社与总社和张建松本人商量后，认为这次机会难得，报道题材丰富，必须将各类报道资源“吃干榨尽”，第一时

间发回国内。于是，我们为张建松配备包括音视频、摄影、文字等在内的多样设备，并在新华网上请她开出博

客，全方位展现报道资源。 
三、拓展舆论传播新空间，不断增强引导“主流舆论”的能力。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与党和政府主张的结合

起来，把外界关注的和舆论引导所要达到的目的统一起来，还需要进一步拓展舆论传播的新空间，加强舆情动向

和受众需求研究，不断增强影响力。 
比如，通过适当方式方法表达意见，在网民议论莫衷一是的时候及早出来引导，在潜移默化中将可能出现的

对立和怨气消解；能否在手机短信、电视“选秀”节目等领域里，以看似不经意实则颇有艺术性的手法进行引导

和宣传，等等。除新闻报道，目前发达国家对我金融信息等资源的控制也在加剧，新华社就此推出“新华08”金

融信息平台，就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而研发的，有利于我们掌握国家金融信息领域的“主流舆论”，防止话语权

旁落。（作者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总编辑）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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