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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搞好批评报道，这是新闻战线在深入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方针，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

一个新课题。 

  一、开展好批评报道，是报纸的一项重要职责 

  报纸必须要进行有序的、合理的批评报道，同时，这也应该是有影响的批评报道，这也是

报纸及报纸从业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首先，开展有效的批评报道是报纸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 

  列宁说：“报纸要揭露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等单位中疏忽大意、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

让大家批评。”由此可见，批评报道也是报纸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尽管正面宣传也

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但揭露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则是更为直接的有力监督，更能引起公

众的注意，也更能扩大报纸在群众中的影响，从而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  

  其次，正确、有效的批评报道是报纸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张报纸如果没有批评，就显得平

淡，没有波澜；一张报纸如果对社会经济工作和生活中玩忽职守、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官僚主

义，对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不批评就是失职。从开展批评报道的经

验来看，某些单位、地区或个人的错误一经公开报道，就实实在在地暴露在千百万群众面前，

任何人既不能隐瞒遮盖，也难以置之不理，从而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当然，报忧并不是坏事，更不是抹黑，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

中，面临着许多从未接触过的新事物、新课题，工作中和思想作风上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新

闻报道把这些不当之处披露出来，更有利于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也更有利于推动各项工作的

正常开展。 

  再次，开展有效的批评报道，是报纸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途径。读者常常将自己的想

法、呼声、要求甚至不满，通过电话、走访、读者来信等形式反映到报纸编辑部门，这正是他

们对报纸、对舆论工具信赖的体现。报纸对他们反映的意见和呼声进行正确的报道，既有利于

改进工作，又增强了他们与报纸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实践证明，批评报道把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公开，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这些报

道看到媒体敢于说真话，吐实情，敢于坚持真理，针砭时弊，更能够强化他们的参与意识。同

时，我们的各项工作中的不足，也能在这里披露，并在批评的过程中得到改进和改正。 

  二、开展批评报道，必须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 

  搞好批评报道，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增强政治责任感。要做到这些，必须从选准时机、把

握分寸、恰如其分三个方面去把握。 

  首先是要选准时机。批评报道的开展要以维护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为目的，以促进安定团

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凡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就是报道时机，凡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则不

是报道时机。如何才能选准时机，这既要靠记者和编辑本身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同时还要

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研究问题。  

  其二是把握分寸。也就是说在进行批评报道时，要掌握一个适当的限度。批评报道切忌感

情用事。批评报道的目的是揭示矛盾，促其转化，而转化矛盾就更应注意把握分寸。要把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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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就要特别注意好报道角度，对反映一些重大问题阴暗面的报道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丑恶

腐朽的东西，不能过多渲染。对于一些政治敏感问题，不能公开张扬。在报道语言上，应避免

偏激，要从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上用词用语，力避情绪化及带有深厚的个人感情色彩的语言的使

用。  

  其三是要恰如其分。批评报道大多是对存在的问题的披露、鞭挞。其中大量的是思想、工

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批评，应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也应是与人为善

的、和风细雨的。也就是说，既要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又不能言辞过激，强加于人，更不能

随意扣帽子、打棍子，应当是让人读了报道后，感受到的是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劝导。应该

特别强调的是，批评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使被批评者和广大读者都受到教

育，实现扶正祛邪、改进工作、增强团结的宗旨。总之，开展批评报道，其根本意义就在于是

救人，而不是整人；是对事，而不是对人；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  

  三、开展批评报道，必须坚持的几项原则 

  开展批评性报道，必须在统一的政策前提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序、有度、有力、

有节、有效。 

  第一是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批评报道是党的“三大作风”的具体体

现，也是我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方法的具体应用。所以在开展批评报道时，就必须站

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发现问题后要研究问题，在研究问题

的过程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对于那些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通过批评达

到改进工作，增进团结的目的。力戒以偏概全，不要随意渲染，杜绝无限上纲。  

  第二是要坚持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真实对于批评报道来说更是生命中第一

要义。批评报道的真实准确、客观公正是其存在的最重要、也是惟一的基础。批评报道本身就

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它直接批评某一单位、地区或个人的错误过失。这是一件政策性、原则

性极强的事，因而就务求准确，不能有任何随意性。有时，一篇批评报道的事实虽属基本属

实，但在个别字眼上的出入，往往也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产生一些负效应。要想保证批

评报道的真实性，这就要求采编人员必须要有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多方听取意见，反复核对

事实，认真调查研究，还应坚持批评稿件送审制度和“三见面”制度，即作者、编者、当事人

三见面。共同对报道事实认定、认可。从而确保批评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  

  第三是批评性报道必须符合法律规范，要在法律上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我国的法制法规建

设正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任何人、任何团体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批评报

道多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因此，这就要求采编人员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识。对重大问题，不仅

要提高主管部门的审定，还要征求有关法律专家的意见。  

  我们强调批评报道要符合法律规范的同时，也要强调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监督自身的规

范。在当前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专门法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有关保护新闻舆论监督的条例和规

定，应被新闻采编人员掌握和运用。比如说，１９９８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释》中，就有着许多采编人员应熟知和掌握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可使舆论监督向着规

范化、法制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作者单位：河南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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