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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党报要充分履行它的职能，要巩固和发展它的权威性和龙头地位，改革势在必

行。党报的改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正刊与副刊。报纸是新闻纸，所谓“正刊”一般是指新闻

版。党报的新闻以其权威性和真实可靠性见长，但往往比较严肃，且信息量不足、时效性较

差。这就需要改革，增强新闻性，加大信息量，提高时效性。这无疑是对的。但在对报纸“正

刊”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偏向：过分膨胀新闻版，过分弱化副刊。一张省报8个

版，新闻版占6个至7个，一张报纸12个或16个版，新闻版占10个或12个以上，副刊的比例只占

10—15％左右，碰上广告（这是经常现象）或其它原因冲版，副刊的比例还会更低。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第一，报纸的绝大部分版面都刊登新闻，必然深度和厚重

程度不够，有“浮浅”之嫌。既然是新闻，不会很长，一般在三五百字，不超过1000字，把最

新发生的事  实讲清楚就“完成任务”了，再写就成“画蛇添足”。于是，打开一张12个版

的报纸，几乎都是豆腐块那么大的新闻，一看便知。有的新闻虽然刻意用大标题装饰，但也不

可能改变和增加新闻内涵。因此，给读者的印象便是“浮浅”二字，一张报纸三五分钟浏览完

便可以丢到一边，除突出的重大新闻有点印象之外，没有多少可以回味的东西，更不值得将报

纸收藏起来，或作为资料参考引用。 

  第二，绝大部分版面用于刊登新闻，难占优势。在电视、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报纸新闻

的快捷程度已难与其匹敌，尤其是国际国内的重大新闻，电视、网络可以直播、直发，报纸则

必须第二天才能印刷发行，不但时间慢了十几个小时，其“可视”性及效果也远不及电视。因

此，在各种媒体竞争加剧的今天，报纸要用加强新闻版面来同电视、网络一争高低，显然是以

短击长。报纸的长处在于深度报道、言论、理论及纪实作品和文化文艺等，而这些不属于严格

意义上的新闻的内容，过分压缩这类版面，报纸的“长处”就被弱化了。 

  第三，绝大部分版面用于刊登新闻，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变得单一，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

难以满足不同的读者对象对报纸的需求。许多读者头天晚上已经从电视上了解到了国际国内新

闻，第二天出版的报纸讲的还是那些内容，他就不想再看报纸；一些想通过报纸了解更深层次

的内容的读者，因为报纸上登的都是新闻稿，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也不看报纸了；一些青少

年、离退休干部、文艺爱好者喜爱的文艺、娱乐、服务性的东西在报纸上少了或找不到了，这

部分人也会对报纸失去兴趣；一些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历史社会学工作者等，

若不能从报纸上获得针对性强的甚至专门性的知识、资料、观点、经验，他们也不可能对报纸

感兴趣；即使是党报的主体读者群———党政干部，他们除了从新闻中获取中央、地方党委的

精神、政策信息、各地的发展情况和经验外，也还需要从报纸上获取新闻以外的各种理论修

养、科学知识、生活之道、文化娱乐等，如果得不到，这批主体读者就会把兴趣转向生活类报

纸和其它形式的媒体，这批读者订阅党报的积极性就会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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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绝大部分版面用于刊登新闻，对导向的把握增加了难度。一个省乃至一个国家、全

世界，24小时之内发生的有价值、值得省报刊登的新闻毕竟有限，加之获取新闻的手段是有限

的，如果再用政治导向的要求把关，可用的新闻就更有限。有限的新闻要填满众多的版面，作

为一个负责任的总编辑，常常有捉襟见肘之感，再加上报业市场竞争的需要，于是有的报纸就

采取两条措施：一是用大标题、大照片来填版面，报纸的标题、照片占版面的1/3以上，标题

字有的似拳头那么大，一些读者对此十分反感，认为花钱买一份报纸，标题那么吓人，但却没

有什么内容，有种被戏弄的感觉；二是刊登一些不应当、不适宜刊登的所谓社会新闻，致使低

级媚俗的东西充斥新闻版。显然，这样做是不可取的，是违反宣传纪律的，导向极易出问

题。   第五，绝大部分版面用于刊登新闻，导致报纸缺乏名牌效应。每天发生的新闻就那

么多，且是公开的，几乎无重大的独家新闻可言，报纸与报纸之间的区别（当然不是绝对的）

仅仅是“包装”的不同，版面的位置、标题制作的不同。由于“包装”不同，是会带来市场效

应的某些不同，但难以创出名牌版面、名牌专栏。以云南日报为例，凡是重大活动，要闻版上

都开辟了专栏，但没有一个专栏成为名牌，而副刊类的《高原周末》、《花潮》、《书海》、

《文史哲》、《雨林》、《今日视点》等，却成为知名品牌。因此，压缩副刊增加新闻版，把

多数版用于做新闻，对树立党报名牌，提高党报的权威性是不利的。   我们在论述用一张

报纸的绝大多数版面刊登新闻有失偏颇的同时，实际上也论述了副刊在新形势下对于党报的必

要性、重要性，可以这样说，办副刊是党报的应有之义。 

  必须指出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副刊”同样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必须进行改革。

在近几年新闻改革的浪潮中，“副刊”类版面也经历了大幅度、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改

革。改革之后的党报“副刊”类版面，近几年来相继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

广大读者的欢迎。 

  它们的定位是：不属于新闻，但它是新闻的延伸和深化；不属于新闻，但它带有某种新闻

的视角和“气质”；不属于新闻，但它与新闻版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党报的统一

体。 

  它们一般的发展趋势是：从专栏发展成一个整版的专版专刊，从一个版的专版专刊发展为

2至4个版的周刊。还有少数周刊发展为有正式刊号的一张生活类报纸，如云南日报的《大众消

费》周刊，后来发展为大众消费报；昆明日报的《都市周末》发展成为都市时报等。 

  它们在党报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专版专刊是党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党报的喉舌

作用、社会主义舆论阵地作用、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的重要方面；是满足党报读者多方面的信

息需求、审美需求、服务需求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党报的权威性，扩大其影响力需要做好的一

项工作。   我感到，在党报的新闻改革中，在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必

须强化主形式———新闻，重视多样性———专刊，加重新闻，搞活专刊，做到新闻版与专刊

的统一，丰富多彩，图文并茂，一份党报就是当前、当天读者关注的问题和信息的小百科全

书。就版面的比例来看，我以为3:2比较合适，即新闻版面占总版面的3/5，专刊占2/5。以云

南日报为例，每天12个版（部分星期六、日除外），1至4版全是新闻版，5至8版大部分是新闻

版，少部分是专版，9至12版全部是专刊专版，总体来看，一般情况下，新闻版有7版左右，专

版专刊有5版左右。这样的比例和专版专刊的设置，从调查反馈的信息看，各方面的读者比较

满意，认为云南日报导向正确，权威性增强，信息量加大，可读性、贴近性、服务性增强，宣

传质量明显提高。近几年来，云南日报的发行量稳中有升，广告和利润有较大增长，步入良性

的发展轨道，彻底改变了过去大报靠小报（生活类报纸）在经济上支撑的局面。 

  （作者是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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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副刊

· 新视角：报纸副刊的困境与出路 (2007-8-23) 

· 论中国报纸副刊功能的嬗变 (2006-4-5) 

· 报纸副刊——后谎言时代的文化 (2005-4-19) 

· 副刊——报纸文化品位的反映 (2004-5-2) 

· 报纸副刊应当举起新闻性文学的大旗 (200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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