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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部门的信息能否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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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类新闻报道公众关心、媒体重视，向来是各新闻单位重兵屯积的必争之地。但各新

闻单位政法记者在一起交流时，采访难却是共同的感受。政法新闻采访难，难在何处？主要是

公、检、法部门不愿提供情况。政法记者们一致认为：有关部门不提供情况的原因很多，但绝

大多数是不合理的。 

    海南一位多年从事政法新闻报道的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件惊险经历：前不久一个腐败官员

案件判决后，审判长却拒绝向不请自来的记者提供文字资料。但因判决书中涉及大量的人物、

时间、地点和受贿数字，有的数字还有小数点，凭记录或记忆肯定是不能发稿的。当时已近晚

上7点，这位记者曾在政法部门工作过，那天也急了，便拿出当年的"霸气"，堵在门口，厉声

对审判长说：你是工作，我也是工作，今天你不提供情况，就别想走。双方一时双目对视、剑

拔弩张。终于，审判长先理智下来，给海南省高级法院院长曾浩荣打了个电话。曾浩荣院长回

答：你这个案件是公开审理、公开宣判，有什么可保密的呢？这么严峻的情形就如此轻松地化

解了。  

    现在的情况是，有关消息已经满城风雨，各种版本广泛流行，但有关部门却惊人地保持缄

默，轻易地放弃了舆论的主导权和引导权。记者们在亲身经历中感到，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

原则上大家都接受，但一到了具体问题就常常会被打折扣。记者们认为：媒体是政府和公众沟

通的重要桥梁，社会的进步要求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落到实处。  

    航天专家被害案的教训  

    备受关注的上海航天专家周鼎新在海口公园被抢劫伤害致死一案，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９日

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决。５名案犯中，邢成汉被判处死刑，邢海聪被判处死缓，

刘少红、刘州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成杨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周鼎新，１９９５年退休前系上海航天局８０３研究所研究员、副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退休后是上海天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其妻钮洁玫系上海市真空器件研究

所退休干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午，来琼旅游的周鼎新、钮洁玫夫妇到海口市人民公

园散步，在公园休息时遭６名青年男子抢劫，其中周鼎新被殴打致死。  

    周鼎新被害案所以引起社会如此高的关注度，除了案件本身的恶劣性质外，还有就是案件

涉及的人物身份和案件发生的时间。案件发生期间正赶上"神舟五号"升天和回收，当时一些媒

体盛传周鼎新是科学院院士、神舟五号设计师。海内外媒体围绕案件和周鼎新身份进行了连续

的、大规模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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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１０月２７日，案件发生１１天后，海口警方才打破沉默，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周鼎

新真实身 份。至１１月５日，海口警方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１０月３１和１１月１日

分别抓到两名主要 犯罪嫌疑人。  

    一位民警说：按照过去不成文的规定，叫做"不破不报"，意思是案件不破就不能报道，因

为这会造成社会对警方的压力。就是说１０月２７日的新闻发布会是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召开

的，警方必须站出来澄清事实了。可惜的是，这一社会影响很好的举动太晚了一些。  

    一位报纸记者说：其实，由于种种原因，案件破不了很正常。目前警方实际破案率也没超

过５０％。回避媒体和公众反而引来更多的怀疑和指责。  

    一位网民评论说：媒体大量报道的主要收益方是案件本身。警方高度重视，局领导担任专

案组组长，６８名民警参加，共１２００人参与侦查。在案件现场基本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

下，民警以大海捞针的精神，从上万可能有关联的人中，经过半个月艰苦寻访、梳理，终于抓

获案犯。  

    案件也带来一系列不幸和悲剧。５名案犯是罪有应得；最大的不幸是周鼎新和他的全家；

报道周鼎新是"神舟五号"设计师的记者被单位炒了鱿鱼。这家媒体是一个严肃、负责任、有影

响的媒体，所聘用的这名记者应该具有一定的素质，这次大意失荆州可能是工作时间短没有经

验，另外可能也是立功太心切。当然犯了如此严重错误受到处理也是必然的。但应该检讨的一

个问题，就是媒体和警方的联系确实不畅，结果记者把街头传说作为了消息来源，终于给自己

找来麻烦。从这个角度说，这个记者也有可惜可怜之处。  

    封锁消息的恶果无独有偶。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晚上，琼山市（现改为海口市琼山区）

交警吴亚弟醉酒后，到海口市人民公园（航天专家周鼎新也是在海口市人民公园遇害）和一名

三陪女搞淫乱活动，后因矛盾发生口角，吴亚弟一怒之下拔枪把三陪女打死。当时警方可能出

于维护警察形象的考虑，一直没有向媒体正式介绍情况。于是媒体的政法记者各显其能，纷纷

通过自己的渠道寻找消息，发布了各种版本的新闻。有一家媒体说吴亚弟向三陪女开了两枪，

一枪击中胸部，一枪击中下体。一时警察持枪击中三陪女下体的报道在全国许多媒体广为传

播，造成很大影响。我们有理由指责这位记者严重的粗心和草率，但警方封锁消息就没有责任

吗？ 

    检察院里的一场争论  

    前不久，海口市的一个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工作情况。通报完后，请记者座

谈发言。众记者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一吐怨言为快。  

    在公、检、法系统中，记者们公认省、市、县、区各级检察院都是最难缠的。相比之下，

现在公安部门稍好，法院其次，检察院则一年下来几乎得不到什么象样的新闻。  

    检察长们也讲苦衷：我们夹在公安和法院之间，发布一个新闻，两家都有意见。公安部门

说，这是我们搞的案子，你发布什么新闻？法院说：这个嫌疑人是否有罪，得我们说了算。我

们还没判，你乱讲什么？  

    众记者说：你说的部分有理，但也有推卸责任之嫌。你有自侦案件，这个公安部门不能说

了吧？而这部分案件，特别是反腐败案件，恰恰是群众最关心的。另外，你检察院其实是很重

要的，你是法律监督部门，对公安和法院都有监督功能。你说法院没判，等于案件没定，所以

不方便说，万一以后判决和检察院控诉不一致，就被动了。其实，检察院办案是相当有把握

的，因为法律的标准是相同的。你公诉的案件，被无罪判决的，一年只有千分之一左右。另

外，现在法院判决结果的新闻，很多都是一审的消息，法院也没有因为二审可能改判而不让媒

体报道。  

 



    众记者给检察院"出招"：应该借鉴法院同意媒体报道一审新闻的做法，检察机关在侦办案

件的一些重要的阶段性环节，也可以发布新闻，比如在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时候。对一起反

腐败案件，你批准逮捕时，案件可能还在侦办过程中，那就有多少说多少，实在不好办一句话

也行。实际上，在批准逮捕时，检察机关已经落实了至少一件足以定罪的证据。媒体有了权威

消息，也免得腐败官员已经逮捕了，社会上议论纷纷，有的还传得神乎其神，而检察机关和媒

体还保持沉默，常常一言不发，这就很不正常了。  

    众记者进一步说：今年以来，政府各部门相继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本来是件好事，但

实际上发布的有价值的新闻不多。有的单位规定，任何采访必须经过新闻发言人，新闻必须从

新闻发言人一个口子进出。但执行起来是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就是卡住渠道，不准发布新闻，这

样在某些方面就连过去也不如了。  

    有懂行的网友评论说，目前新闻发言人制度所以不够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不少政府

机关，新闻报道仍然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领导只对上负责，而懒得或不愿和公众沟通。对

单位领导来说，这件事办好，几乎不会给自己的政绩加分；办得不好，则肯定要惹祸。所以，

如果没有强有力地推动，单位领导一般不会"多事"。  

    管新闻的宣传处长、办公室主任差不多是同样心态，一般也不会主动做什么，出"格"的事

更是避之惟恐不远。特别是宣传处（科）的干部，总想着给领导增加点好感，以便干两年就调

出去。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不断犯错误嘛。能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就不错了，

有什么必要去碰高压线呢？  

    一位机关干部说：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发布新闻，较多的是从自己的角度、工作的角度、政

绩的角度来考虑，而从公众的角度来解疑释惑的就比较少。对于许多流传甚广的小道消息，由

于没有权威部门出面证实或澄清，许多干部、群众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造成的社会影

响很不好。  

    一位大学教授说：在发布新闻这个问题上，一些单位的领导不应该总是考虑自己或单位的

利益，而应该首先考虑整个政府和公众的利益。及时、准确地向媒体和公众发布新闻，是对公

众负责的表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坦诚、负责的形象。公布了事实真相，谣言自然停止，民心自

然稳定。在社会进程中，灾难、失误都是难免的，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战胜灾难、

纠正失误。而封锁新闻、暗箱操作，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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