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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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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热线是伴随着新闻媒体的深入改革而产生的一种新闻形式。它打破了传统新闻居高

临下，宣讲说教的干枯的老面孔，以报道社会新闻，百姓生活热点，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并

得到社会各层面的肯定。尤其是电视新闻热线，更以它自身的可视性受到观众的青睐。 

  如何把握好新闻热线的度，使热线更热，真正搭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充分

发挥电视宣传功能，是电视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找准定位，突出个性 

  改革开放不仅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繁荣，更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更多的人

开始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了。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工具之一，电视也开始走下“教坛”，

深入生活，讲述起普通百姓自己的故事。济南电视台的《今晚20分》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诞

生的。百姓的喜怒哀乐，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水电、交通、住房问题，通过条条热线传到新

闻中心，其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 

  《今晚20分》开播不久，省府前街一居民打来热线反映，因马路上的排污管道堵塞，污水

四溢，不仅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甚至还流到了居民的四合院里。当记者赶到时，情况果真如

此。一位80多岁老大娘的住所被污水包围着，每次出门，老大娘只能手扶墙面，小心翼翼踩着

铺垫的木板、砖块挪出家门，一不留神就能滑倒在近10厘米深的污水中。在我们报道之后，居

民打来电话，说有关部门已派人疏通了管道，排走了污水，他们非常感谢。 

  二、摆正记者的位置，坚持事物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加强正面报道，弘扬时代的主旋律，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但一谈正面宣传为主，往往就

忽视了批评报道。过去记者不愿写也不敢写批评报道，尤其是地方记者，怕被说成给党脸上抹

灰，影响党的形象，同时也怕给自己惹麻烦。其实，舆论监督是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在

当今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新闻热线之所以有亮点，就在于它通过热线，

抓住了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进行快速的报道。当然，这些报道大部分都具

有强烈的批评指向性，记者和被批评者之间往往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常见的就是拒绝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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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访；围攻、谩骂和抢记者的摄像机的现象屡屡可见；利用职权托关系，找门子，进行新闻

封杀，更是司空见惯。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一个重要问题是记者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记者是党的新闻工

作者，必须反映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实施舆论监督的目的也必须对政府工作有利。但是，

记者不是判官，不能摆出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舍我其谁的架式。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首先要

做深入细致地调查，弄清事情的原由，客观公正的分析问题，然后寻求上级部门或权威部门的

支持。 

  今年2月份，济南某小区一居民打来热线电话，她泣不成声地诉说：她住了10多年的房子

不知不觉被历下区房管局一房管所给卖了。接到电话后，我们感觉到事情比较严重，立即赶到

事主家。经与事主了解，发现这是一起家庭纠纷。按有关规定，房屋所有权如出现家庭纠纷，

在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房管局是无权进行变更房主和出售的。于是，我们直接找到济南市房管

局。经单位负责人核查，发现这是一起暗箱操作的违规行为，便要求历下区房管局重新核实，

改正错误。就这样，经过我们一个多星期的追踪报道，当事人重新拿到了房管证。  

  三、加强法律意识，正确地进行舆论监督 

  新闻热线多属于批评性报道，所以在它的收视率提高的同时，新闻媒体被告上法庭的现象

也频频出现。而在真正的官司中，媒体也往往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有的甚至以败诉而告终。

究其原因有三：一、新闻报道不严谨而出现纰漏。新闻必须客观真实。为了事实，记者必须做

深入细致的采访，这就和新闻的时效性形成矛盾。--新闻快、新的特点容不得进行持久的调

查。何况在大多数问题报道的采访中记者常被拒之门外，有些还对记者封锁消息。记者为了获

取必要的信息，只能进行外围采访，甚至进行“偷拍”，这就不能不出现某些失误。二、记者

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还不足以对付采访中各种复杂情况。目前，记者队伍尚属年轻，而且多

数不是法律专业毕业，而在采访中不断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又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不可避免地

出现新闻侵权行为。最常见的是侵犯隐私权，主要表现在影视圈、著名作家、企业家等等方

面。三、违反职业道德，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以感情代替政策。有些记者利用新闻工作

者的招牌，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充当“包公”的角色，指手画脚，盛气凌人，这样发布的

新闻，没有不出问题的。  

  综上所述，要成为一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做好舆论监督，

必须学好用好法律知识，坚持运用法律的公正和平衡原则，来指导新闻采访活动，保证新闻热

线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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