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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舆论监督的利器（作者：王燕兵 王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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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新闻报道引起的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对簿公堂。而在我们保定晚报，这些年刊发的所有照片，没

有一张引起纠纷，特别是上千幅批评照片对改进部门工作和百姓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了新闻图片在

舆论监督中的特殊作用。这得益于新闻摄影的形象性和纪实性，立此存照，被批评者无以狡辩。其监督效果丝毫不逊

色于文字报道，却有更强的感染力，因而深得读者的喜爱。 

     今年3月的一天，我们接到群众来电，反映某小区300多户居民断水。记者赶到现场，了解到这个小区主要是遗留

问题较大，但时过境迁，以前的许多事已经不好再用图片表现。我们及时调整思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居民盼望

的就是赶紧喝上水。于是我们一栋楼一栋楼地去转，终于发现了最具新闻眼的镜头：另外小区的人给住在这个小区的

亲戚用塑料桶送水，80多岁的老人没水喝只好买豆浆解渴，加上厨房中一堆堆无法刷洗的锅碗等镜头，配上《我们没

水喝》的标题，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极具视觉冲击力。刊发当天，市政府就来电话了解情况，并告诉记者，市长看

了报道后非常重视，亲自批示，要求解决。紧接着，供水公司也来人告之马上恢复供水，此时，我们及时跟进，又拍

摄了一组《我们有水喝了》，画面上还是那几个人，但他们脸上露出的是喜悦。这组图片报道，反映了真实的百姓困

难，并有始有终，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事后，居民自发地凑钱买了镜匾，写上了“好记者为民解忧”的字样送给

记者。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过元宵节时，一个企业放烟花爆炸，不仅财物造成损失，还伤了人。我们拍摄了“烟花

成炸弹”人伤墙毁的照片，见报后，生产烟花弹的企业和记者联系，请记者帮助调解，进行了赔偿；今年6月，一个村

支书私自决定砍伐了170亩防沙林，我们用图片报道了此事后，检察院马上立案进行调查。还有一例更有意思，一次，

记者在采访途中的一条小路上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轿车，感到奇怪，便拍了下来。没料想，刊发后记者因在外采访还

没看到报纸，保险公司就打来电话询问细节。然后，检察院的又来了解情况。原来，这是一起骗保事件，有关部门正

在发愁没有证据时，这张图片报道正好帮了他们的大忙。此案迅速水落石出，避免了国家财产受到损失。  

     通过实践，我们认为在进行批评报道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首先要保证其真实性，对事件的了解要全面，要从多角度了解事物的本质，把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瞬间拍摄

下来，不能偏听偏信，更不能胡编乱造。 

     二、注重时效性，拍摄后应尽快送往报社，以免时过境迁，失去意义。  

     三、拍批评照片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凡被批评者都不愿意让拍摄，因此，拍摄者尽量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能偷拍就偷拍，但一定要分清什么是舆论监督，什么是个人隐私。 

     四、批评照片中出现未成年人时要小心，可以用马赛克等技术手段进行处理，注意不要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五、傻瓜相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体积小，使用方便。尤其是数码相机，连快门的声音也没有。但要把闪光灯放

在停用档上，以免暴露自己。 

     六、采用多种拍摄方式完成任务。可以用长焦镜头在远距离拍摄，也可用广角镜头近距离拍摄。为了不被人察

觉，可以不用眼睛取景，把相机放在胸前或腰部，镜头大致对准被摄者悄悄按动快门进行盲拍。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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