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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党报的构建和谐报道 

 

地市党报的构建和谐报道，就是要构建和谐的舆论氛围，打造一张可读性强的、群众离不开的新型党报。  
  
  

突出“四性” 

 

1. 亲民性。 
提倡亲民性，首先要满足群众的“知晓权”。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其他机密事项，主流媒体有责任、有义务

向人民群众全面报道和阐明事实真相，而不是有意隐瞒和拖报事实的真相；其次，要善于从读者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怎么报道；再次，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不回避、不敷衍，认真对待，精心梳

理，做好舆论引导。 
2. 平衡性。 
和谐舆论要发挥党报沟通、协调疏导和调节的功能，平衡业已存在的失衡状况和各种矛盾，平衡人的心态和

社会心理。因此，不能报“官”不报“民”；不能报“富”不报“贫”；不能报“喜”不报“忧”。 
3. 引导性。 
对群众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党报要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化解社会上不稳定、不协调的因素。要善于把

握全局、抓住本质，处理好总体与局部、集体与个人、表象与实质、感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要遵循“可信性原

则”，绝不允许按照主观臆想“打扮事实”；要遵循“权威性原则”，增强群众对党报主流媒体的信赖；要遵循

“接近性原则”，善于从群众关心的内容、角度入手，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群众的关注点有机结合

起来；要遵循“渐近性原则”，把引导作为一个过程来对待。 
4. 服务性。 
服务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报纸是办给读者看的，

读者既需要从党报上得到政策服务、法律服务，也需要得到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还需要得到文化娱乐服务。要

主动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下读者对党报多层次、多方面的要求，多做些难题解答工作，多做政策咨询工作，多做

些信息传递工作，以一种平等、恳切的态度，真心实意与读者沟通、交流和互动，给他们提供多方面的帮助。 
  
  

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 
《三亚晨报》多年来在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的报道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总量控制。严格控制会议新

闻和领导活动的报道，能不发的则不发； 除重大会议和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在一版刊登外，其他一般性的会议和领

导活动新闻，均安排在二版，并做到篇幅短小； 跳出会议写新闻。对于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要求记者从新

闻角度进行思考，抓住实质，把握思想，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群众关心的新闻。 
2. 加强舆论监督，为群众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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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要职责，是党报增强权威性和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多

年来，《三亚晨报》积极发挥党报的舆论监督作用，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教育乱收费和房价居高不下等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监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如记者采写的《变了味的医药代表》

《药品网上招标有猫腻》《“以药补医”机制弊端多》等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

大反响。 
3. 开办服务性专版，设置群众性栏目。 
为了增强报纸的可读性和服务性，《三亚晨报》多次对版面进行研究筛选，使版面与市民群众贴得更近。除

新闻版外，其他专版如“媒体广场”“职场·培训”“读书·收藏”“探索·发现”“地理”等等，深受读者的

喜爱。同时，设置群众性栏目，如“晨钟新声”“街谈巷议”等固定的言论专栏，让老百姓有感而发。 
4. 开展群众性活动，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三亚晨报》利用党报的权威性，与有关单位联手，开展了许多群众性活动，不但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而

且还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每年《三亚晨报》与团市委开展的“关注贫困大学生”大型

系列报道，对一些因家庭贫困上不起大学的学生进行采访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5. 记者必须深入基层，采写鲜活的第一手新闻。 
扩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记者必须深入基层。记者只有深入基层，才能正确反映群众的疾苦；记者只有深

入基层，才能采写到鲜活的第一手新闻。从2005年开始，《三亚晨报》派出记者轮流到乡镇蹲点，扩大了党

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拉近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除此之外，《三亚晨报》还聘用了一批区镇的新闻写作

能手，并制定了相关的奖励办法和措施。这些通讯员被聘用后积极性很高，采写了许多新闻稿件，及时为

版面提供了“新鲜血液”。（作者单位：三亚晨报社）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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