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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会议报道的误区、成因与改进 

摘  要：新闻传播的目标对象是受众，新闻媒体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因此，必须优化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

增强新闻的宣传效果，提高新闻的受传率，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多重效益，让新闻资源能量的释放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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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深厚  顽疾难治 
 

长期以来，我们新闻媒体尤其是党报的新闻报道几乎成了党政领导、部门负责人的活动以及各种会议的简报，领

导成了新闻媒体的明星。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越甚，一些媒体负责人生怕没有把领导捧够、吹够。笔者曾翻过一些

地市党报，有时整个头版都是会议和领导活动的报道，尤其是年终岁末，在新闻媒体上见到的大都是总结会、领

导的慰问活动等，真正有价值的新闻少得可怜。  
对此，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到，造成会议和领导活动成了新闻的主打内容，充斥报纸版面、电视镜头的根源有

三个：一是有些领导同志和部门特别看重媒体对自己的宣传报道，为自己的政绩造舆论，为升迁打基础；二是一

些新闻媒体负责人唯官唯上，生怕没有把领导同志“伺候”好，影响前程；三是有的媒体经营者缺乏开拓进取精

神，四平八稳，少惹麻烦，把媒体办得只要领导满意就够了。  
在一些领导同志看来，没有媒体报道，似乎自己的工作就没有人知道，所以平时很在乎新闻媒体对自己的宣传，

哪怕是做一做样子，也要见媒体。笔者有位朋友曾吃过一次会议报道的苦头，他把一位排位较后的市领导忽略

了，文章见报后，这位领导在报上没有见到自己的名字大为光火，找市委主管领导、宣传部长、报社负责人等，

闹得沸沸扬扬，要求处分这位记者，“什么职业道德”、“素质低下”等批评言词都用上了。在近年的新闻报道

中，记者遇到类似的麻烦事还不在少数。  
更有甚者，有的部门为了让自己的工作见媒体、得到宣传，记者不到会场就不开会。  
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之所以太多，就媒体而言，首先是媒体经营者缺少与时俱进的事业心，没有正确处理好政治

与新闻业务的关系。从深层次分析，首先是 “私心”作怪，保守一些不会有风险，开拓进取难免犯错误，如果按

新闻规律搞新闻，似乎淡化了对领导和部门的宣传；另外，有些媒体把关人心中只有领导，而没有受众，认为得

罪观众和读者不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反正党报、电台、电视台有党和政府作后盾，办好办差没有多大关系，

而得罪领导和部门麻烦事情就多了，因此对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不负责任。这种做法说严重一点，就是拿媒体搞

“政治行贿”。  
会议和领导并不是不可作为新闻题材，并非不能报道，关键是怎样报道？问题是这样的内容报道太多、太模式

化，成了“新八股”，群众反感，不但起不到新闻媒体应起的作用，相反还影响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形象。某媒体

曾有一篇文章这样说：“打开电视不用看，里面全是张二蛋。”这多损领导同志形象啊！ 

 

改进报道  势在必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闻媒体的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不满意，多数媒介人士和广大读者对过多的会议报道反感，早

就希望改革。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把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

志活动的新闻报道，提高到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促进和带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

导干部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高度来要求， [1] 此举深得

民心。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传达党和国家声音，引导广大公众努力投身现代文明建设的舆论载体，是

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我国新闻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胡耀邦同志曾指出：“我们

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它还是党联系

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 [2] 从产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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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又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特殊“商品”，是一种影响人民思想感情、情绪和行为的精神产业。因此，

媒体的新闻报道，应该及时、准确、广泛地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同时有效地宣传人民群

众生生不息的创造和奉献精神，准确反映老百姓的愿望、呼声和正当要求。  
对媒体太多会议和领导活动的报道，邓小平同志曾作过严肃的批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

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

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3] 常言道，百姓心中有杆秆，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真心实意

为广大群众办事的干部，无需媒体宣传，大家也是尊敬他的。  
一个领导同志的口碑和公众形象，不是新闻媒体“吹”得起来的，关键是自己怎样对待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

能否按“三个代表”和十六大精神的要求去做，“亲民爱民”自己到底做得怎样。只要自己的工作做得好，党和

人民是看得见的。比如郑培民，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值得人民赞扬，200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深入学习郑培民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向他学习。 [4]  
我们的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代表党和政府行政，其行为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

面，人民群众对这些并非一点都不关心，关键是媒体报道要有重点、特点，能起引导作用，不能领导举手投足都

当作新闻，把大众媒体变成了宣传个人形象的阵地。  
第一，新闻必须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报道视点多关注群众关心的问

题，保持新闻的“接近性”。  
“党和政府要求报纸承担宣传引导的功能，读者要求报纸提供信息服务，如何把正确舆论导向和服务读者结合起

来，切实可行的路子就是寓导向于服务之中。” [5] 就怎样有效地处理好政治与新闻业务的关系，江泽民同

志指出：“……当然，强调讲政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搞一些空洞的东西。要讲究宣传艺

术，增强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喜闻乐见。” [6] 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

闻传媒既要宣传，又要经营” [7] 的态势。要做到这一点，新闻传媒应当切实贯彻好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

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把胡锦涛总书记对新闻宣传的“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要求

变为具体的行动，处理好与受众的关系。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第二，领导同志注意自律，不但支持新闻媒体落实“三贴近”，自己也应做好“三贴近”，淡化媒体对自己的形

象宣传。  
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应严格自律，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少说多做，

不要担心媒体对自己报道不够，而应思考怎样把工作做得更好。同时，领导干部还应主动接受媒体的监督，正确

理解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关系，认识到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树立起适当的新闻监督也是促进政府工作的观念  
第三，要有效地消解报道者、报道对象、受众之间的矛盾，对会议和领导活动的报道，在减少数量的同时，还应

在报道艺术上狠下功夫，新闻宣传既要让领导和部门满意，也要让群众满意，对一些硬新闻应“注意从群众容易

接受的角度和方式进行引导，将成就与政策宣传新闻化，把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新闻报道的贴近性和可读性来实

现。” [5]  

 

会议报道： 新闻“富矿” 

 
媒体与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会议和领导活动其实是新闻的“富矿”，是引导人、教育人的

重要新闻资源之一。  
一次会议总是一个方面信息的大总汇，一次领导活动总能触及到某些方面的工作，闪现不少亮点。一个用心参加

会议和领导活动采访报道的记者，往往能从中了解到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的基本状况，同时“搭车”搜集到诸

多新闻信息，在不知不觉中培养着自己的新闻敏感。毫不夸张地说，会议和领导活动应是新闻“富矿”。认识了

这一点，我们就能积极地从根本上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  
笔者从多年的实践中感悟到，各种会议和领导活动大有新闻可寻、可做，关键是报道的角度和切入点要选择好，

重要的是报道者善不善于做会议和领导活动新闻。如果总是模式化、程序化地报道会议和领导活动，受众翻开报

纸、打开电视看到的大都是这些，当然很倒胃口。而且很多会议本来就是例行公事，从表面来说确实无新闻可

言，你把它当新闻见诸媒体硬塞给受众，人们不反感才怪。  
笔者认为，一个责任心强、悟性高的记者，在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中，可获得以下两个方面的裨益。  
第一，经常参加会议和领导活动的记者，对新闻事实赖以发生和存在的宏观背景随时了然于胸，有此基础，记者

做新闻心中就装着了全局，眼界开阔，思维敏捷，能随时发现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否则鼠目寸光，新闻就在身边

也看不见，做新闻见子打子。  



俗话说，站得高才看得远。新闻总是离不开宏观与微观的运动和变动。新闻事实的发生和存在，包括微观的新闻

报道的角度以及新闻作品、媒介版面、栏目等，总是建立在广泛的社会环境这一宏观层面上的，没有宏观也就无

所谓微观。  
新闻写作的宏观思维有两层义理：一是微观新闻事实存在的社会大背景；二是传播者从宏观层面上去思考、分

析、综合、判断问题，对新闻事实做出最佳选择等。实践证明，写作新闻首先要有新闻的辨别能力，新闻辨别能

力实际上就是写作者的宏观把握能力。因为，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新闻写作者总是从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中去观

察新闻事实，把握新闻报道如何受社会的制约，以及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等。记者有了这种思维能力，才能培养起

较强的新闻敏感，写作新闻的源泉才会随时涌动，才会出好作品。  
客观说，要当好一个记者，抓到最新鲜、最能引发受众兴味的，对社会起到引导作用的新闻，必须有一双“慧

眼”，记者的这双“慧眼”从何而来，简而言之就是从宏观环境中来。而参与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是记者把握

社会宏观面培养宏观思维的一条有效的快速通道。  
第二，参加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是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在新闻写作实践活动中，获取新闻信息是采写新闻稿件的先决条件，一个记者如果用心听会，善于参加会议和领

导活动报道，就会在其中发现很多新闻信息，为自己采写新闻找到多姿多彩的线索。  
就会报道而言，一个参加会议报道的有心人，往往会认真看材料、听报告、听讲话。因为在会议发出的材料中，

在台上人的报告、讲话中，有的要提出工作重点和措施，某些建设的进展情况；有的要表扬工作业绩突出的人和

事，肯定其做法；有的要批评工作做得不好的人和事，批评后进，甚至处理一些错误问题等。会上显现出来的这

些信息，无疑是很好的新闻线索。报道者对会上了解到的这些信息，会后经过整理筛选，作深入采访，就可能抓

到很好的新闻事实。如果一个报道者每次参加会议都能做到这一点，自己就有一股常年不断的新闻源泉。  
反之，如果消极对待会议报道，必然浪费新闻资源。要在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中有新的角度、新的收获，新闻写

作者的业务素质极为重要。  
在新闻实践活动中，因为受众反感媒体太多的会议消息，所以，不少记者对报道会议不感兴趣，应付了之，上面

开大会，下面开小会，拿到会议材料就算搞定，大大小小的会议都作程序性的报道，某月某日召开了一个什么

会，有哪些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坐，会上提出了什么，强调了什么等。报道十分呆板，毫无生气，传递给受众的是

无用信息。  
同样，领导同志的活动以及讲话报告、情况汇报等，又是一大新闻源。说领导活动以及领导讲话报告、情况汇报

是新闻源之一，是指这些活动总要涉及到一些典型的人和事，好的措施和做法，指出问题，提出建议等，这些即

是新闻信息，有的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新闻。  
因此，笔者不赞成一味贬低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认为适当参加这方面的采访报道，对记者至少有两个帮助：  
第一，让记者随时了解所在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各方面的动态和变化，便于记者在大环境中去识别新闻，

增强新闻敏感性。  
第二，可以在会上或领导活动中收集到很多新闻信息，拓宽报道思路，丰富报道内容，尤其可以解决一些初学者

找不到新闻的困惑。  
当然，这里说领导活动是新闻信息，并不意味着领导的所有活动，举手投足都是新闻。要有效地挖掘会议和领导

活动“富矿”，还需要在技能上狠下功夫，即媒体必须减少其模式化报道的比重，提高写作者的业务素养，解决

好报道的技能技巧问题。  
 

作者简介：钟克勋(1955-)，男，汉族，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主任记者（副教授），专业方向为新闻写作、

报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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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蜀ICP备05000867号 

设计开发：阮思聪 QQ:54746245 Powered by：打瞌睡  

Copyright (c) 2003-2013 传播学论坛： 阮志孝、阮思聪.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