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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的多方面突破——我国媒体2003年内容创新的历史回顾 

摘  要：2003年的中国媒体，在新闻报道内容上具有多方面的创新。本文对这种内容创新作了

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即：会议报道改革力度空前；“负面新闻”报道及时；

国外战争报道全面跟踪；关注弱势群体成为议题；注重新闻言论，时评异军突起。所有这些，都具

有新闻史鉴意义，应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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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国媒体始终坚持用“三个代表”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来统帅新闻宣传，认真落实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传方针，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在不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谱写出了新闻报道的新篇章，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一、会议报道改革力度空前 
长期以来，会议报道一直是困扰新闻界的一大难题。过去，会议报道注重规格和模式，不大讲

究传播艺术。各种会议报道充斥新闻传媒，并放在重要位置，但传播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引起受众

的反感。近年来许多媒体在改进会议报道上作了不少尝试，如从会议中抓出一两个重点问题，捕捉

新的信息，会议稿件尽量缩短篇幅，将长篇会议新闻分解成若干短篇板块等，但依然难逃会议报道

的平庸窠臼。会议报道的内容仍然过多，与会人员的名单一长串，而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却不多，仍

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2003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关于对中

央领导同志活动和会议新闻的报道工作，胡锦涛等领导人“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甚至规定了文

字报道的字数和电视播报的时长。”各省迅速贯彻中央指示，明确“会议报道不以出席领导职务的

高低为新闻价值的取向”，“减少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严格控制字数和时间”，“鼓励

记者深入采访，善于从会议和领导讲话中挖掘新闻”。新闻报道从内容到形式明显改观，受到群众

好评。 
3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

报道等工作。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

见》。会议指出，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对全面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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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把它作为

一件大事抓实抓好。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支持新闻

媒体改进报道工作。 
这次会议之后，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各地市级党政机关纷纷响应，根据中央的指

示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方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会议报

道改革浪潮。各省区市大力减少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将重要版面、黄金时段让位给群众和基

层，使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在这次会议新闻报道改革过程中，全国媒体有不少新的探索与突破。随着会议新闻的减少与报

道篇幅的压缩，一些新的报道方式与方法被创造出来。如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多位领导参加

的会议或活动，只综合编发一条消息，不分别发稿；对出席会议、活动的领导同志名单，能省略则

尽量省略；对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综合在消息中，不另专门编发；以标题新闻形式报道领导

同志的活动；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分析；深入采访，在会议新闻中发现真正有新闻

价值的内容加以报道……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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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面新闻”报道及时 
所谓“负面新闻”，是一个习惯说法，语义比较含混，在时事政治的范畴里往往是指对社会稳定产

生影响的新闻，比如关于灾情、役情、腐败、职务犯罪的报道。 
从新闻传播的规律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来看，“负面新闻”并非产生负面作用的新闻，相反，只

要报道得当，往往具有正面作用。早在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

材料后就曾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奋力抗争。

一点也不要隐瞒。”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始终在“报喜不报忧”和“内紧外松”的习

惯模式中运行。所谓“报喜不报忧”，就是不报道“阴暗面”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意在“不

报”；而“内紧外松”则是组织或系统内部对某些情况高度重视或严加防范，但并不将有关情况提

供给社会公众，意在“少报”。按照“报喜不报忧”和“内紧外松”的习惯模式，媒体对于“负面

新闻”自然是能够不报就不报，万不得已，也要尽量少报。 
2003年前所未有的“非典”役情使我国媒体建立起公开而且及时报道“负面新闻”的传播机

制。非典役情首先在广东爆发。2002年11月16日，佛山市人民医院接诊一例特殊的肺炎患者，后被

认定为首例“非典”病人。春节前夕，广州出现非典病例。2月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广

东全省发现病例218起，当日增加45例，大大超过此前单日新增病例。2月1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和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非典役情。2月中旬，非典型肺炎成为广东媒体纷纷报道的重

大新闻。这是对“报喜不报忧”和“内紧外松”的习惯模式的最早冲击。但是，2月中旬以后，关于

非典的报道在一段时间内又迅速“淡化”下来。 
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转折性的日子。当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非典问题举行新闻发布

会。中央电视台当晚播出了实况录像和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中央的重大决定：公

开疫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瞒报、缓报。4月20日以后，卫生部门及时准确地通报疫情，不仅为

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也使广大民众尽可能充分地了解信息，做好预防。事实证明，“让公众知

情”的举措，并没有引起社会不稳定或恐慌，而是为早日切断传染病源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

时，非典型肺炎在4月20日以后被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这样一来，有关医疗

机构、政府部门报告疫情具有法律责任，隐瞒不报则属违法，将追究法律责任。这就从法制上确立

了疫情危机的信息公开制度。 
应当说，确立公开疫情的信息传播机制，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不仅

对非典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温家宝总理5月

4日视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时说，要发扬伟大的“五四”精神，依靠科学和民主战胜本世纪中

华民族遭遇的第一场大灾难。温家宝总理在论及抗击非典时将科学与民主相提并论，意味深长，应

当高度重视。科学抗击非典广为人知，但没有民主就没有信息公开，没有信息公开就没有科学决

策。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遇到问题如果总是先“内部消化”，将政府与公众

隔离开来，必然导致决策失误。可见，信息公开与公众知情在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已被提升到政治

民主和科学决策的高度而得到了充分肯定。 
实践证明，“负面新闻”的信息公开与及时报道，增大了信息透明度，保障了公众知情权，有

利于防止谣言的传播，有利于增强媒体的公信力，有利于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5月2日，新华社发

布消息，编号361的中国常规动力潜艇在山东省内长山以东领海进行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

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国际军事专家指出，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重大潜艇事故。这是

在公开非典疫情之后的又一次公开灾难信息的惊人之举。从此以后，对于灾难性新闻，都给予了及

时报道。例如，5月13日，安徽淮北芦岭瓦斯爆炸，86人死亡；8月11号，山西大同杏儿沟瓦斯爆

炸，42人死亡；11月14日，江西丰城建新煤矿瓦斯爆炸，49人死亡；12月23日，重庆市开县一处矿

井在起钻作业中发生天然气“井喷”，造成233人死亡，灾害波及4个乡，4万多名灾民被紧急疏散，

方圆5公里内形成了一个“无人区”。对这些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不回避、不掩盖，客观报道，正确

引导舆论，与以往相比具有很大进步，显示出媒体对灾难性新闻的理性和成熟。 
三、国外战争报道全面跟踪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新华社早于世界其他通讯社10秒钟发出伊战消息。此后，我

国的传媒在报道这场战争中展开竞争。由于中央电视台的三个频道（1、4、9）和一些地方电视台连

续几十天直播这场战争，无论在时效性上还是在现场性上，电视都在各种媒体中独领风骚，仅央视4

频道的直播收视率在前三天就猛增了近28倍。 
报纸也不甘示弱，在全面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新闻竞争中有上佳表现。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



《人民日报》以及各地报刊关于伊拉克战事的报道一度占据绝对版面，而且一直跟踪报道，及时﹑

准确﹑客观。报纸在报道伊拉克战争过程中的最大特色，是以专题、专刊、特刊的形式聚焦战争，

解析战争。在战争爆发前夕的3月19日，《解放日报》就决定增加伊拉克局势的报道版面，20日推出

了2个国际版和4个版的“伊拉克战争特别报道”特刊，取得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先发效应。3月21日，

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推出专刊、特刊，对伊拉克战争进行专业而冷静的军事与时局分析。 
除了以专题、专刊、特刊的形式聚焦战争而外，报纸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

先，战前预测报道准确。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都向海湾派遣了特派记者，即时发

回第一手前线报道。3月19日，《解放日报》6版刊登题为《战争可能在明晨爆发》的报道，提前一

天准确预测了开战时间。其次，推出号外拼抢时效。在新闻竞争激烈的广州，各主要报纸在正常出

报之外，都刊发号外：《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抢发了12 个版的号外，《南方都市报》的号外

达到16个版，《信息时报》更多到40 个版。 
对于当代战争，早在1991年《人民日报》就曾全面报道过海湾战争。在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爆发

的前11天，即1991年1月6日，《人民日报》就开始在国际版上开辟专栏《海湾局势最新动态》，及

时﹑全方位地报道战争态势，直到1991年3月1日。每天所占的版面不少于1/4版，大部分时候是1/3

版，局势紧张时，不少于1/2版，有时甚至占据整个国际版（共2版）80%的版面。但是，伊拉克战争

报道比海湾战争报道有了明显的实质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电视直播战争，其次体现在各级各类

媒体全方位地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争。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全面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尊重民众知情权与

新闻价值规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伊拉克战争是对国际关系与格局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

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举世关注，新闻价值非常重大。战争伊始，我国媒体就全方位跟

踪，真正参与到大型国际事件的报道过程之中，让人民群众及时知道战争动态。其次，凸显了新闻

专业主义理念，显示出客观性法则在新闻报道的重要意义。对于伊拉克战争，我国媒体始终从第三

方的立场出发进行报道，以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对这场战争进行解读，在新闻处理上显得客

观公正，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在国际传播的地位。再次，推动媒体展开全面的新闻竞争，激发了媒

体对新闻报道方式的创新。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谁想占有、开发更多的新闻资源都不容易。因

此，一些新闻理念、报道方式也随之刷新。各传统媒体除了打断正常播出，抢发战争新闻外，还采

用了飞字幕、插播、电话连线、号外、战争沙盘、图表、专题化的战争新闻手册等等播手段，不断

传递最新战况。 
四、关注弱势群体成为议题 
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

合理的概念，指社会地位较为卑微、较少机会获得社会资源、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支持的社会群体。

在我国，社会弱势群体主要包括生理性弱势人群、贫困农牧民、城市边缘人群体、失业下岗人员、

天灾人祸中的困难者等。 
我国媒体关注弱者由来已久。在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就有许多佳作是报道各种社会弱者

的，如《上学》（1996，摄影报道）、《盲人切飘海》（1997）、《黑户刘婷婷》（1998）、《56

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权》（2000）、《南丹7·17事故初探》（2001）、《关注农民工讨回打工钱》

（2002）。但是，新闻媒体全面关注弱势群体，不能不说是从2003年开始的。 
2003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社会蓝皮书》：到2002年11月，外出务工的农村流

动人口已经超过9000万。按照十五规划，到2005年，还将有大约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非

农产业。2003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树立服务

型政府新概念，为农民工服务。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以后，中国的农民工政策发生了

重大变化，国务院出台了《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据测算，目前全国共有包括残疾人、农村贫困户、灾民、城市低保对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和

城乡失业者等社会弱势群体人口2.8亿左右，其中大多数在农村。因此，2003年关于弱势群体的报

道，涉及面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当数对民工工资问题的报道。 
年初，新华社“关注民工工资”系列报道，自1月12日始，至1月28日止，共发稿42条，引起各

方重视。1月26日，《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版推出《9000万农民工值得我们关注》专版，集中

宣传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和态度，反映农民工现状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还介绍了一些地方解

决这一问题的做法和经验。重头稿《建筑业农民工状况扫描》，披露了全国建筑行业拖欠民工工资

的严重情形。专版见报后，不少农民工打来电话倾诉心声，感谢党中央机关报替他们说话。10月24



日，重庆农妇熊德明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当时正在当地考察的温家宝总理，她鼓起勇气向总理说了

句“实话”：现在的农民收入主要靠打工……她丈夫2240元打工的工钱已经被拖欠了一年，影响孩

子交学费。温总理当即答应为她要回被拖欠的工钱。当晚11点，熊德明一家就拿到了2240元工钱。

随行的记者将此事写《总理为农民追工钱》的新闻，经新华社播放后，海内外近300家媒体在显著版

面或重要时段刊播，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各地纷纷出台措施，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为农民工追讨工钱的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从年头做到年尾，刊出的稿件数

以百计。每一家主流新闻媒体，都刊发了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报道，为农民工呼吁呐喊。与此同时，

有关强拆民房、强征土地、农民负担、进城农民遭遇社会歧视、不公平待遇、子女入学难等诸多表

层与深层次的问题，也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使人们真切体会到了党和政府为什么一而再，

再而三地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初衷。 
报纸等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贴近群众的生动体现，是对“三个代

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新闻诠释，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媒体承担起社会正义与

社会良知代言人的角色，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五、注重新闻言论，时评异军突起 

新闻言论向来被称作媒体的“灵魂”和“旗帜”，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每当需

要进行社会动员或舆论表达的时候，言论总是成为最为强劲的时代音符。2003年，新闻言论受到高

度重视，新闻时评更是异军突起，谱写出中国报纸值得格外关注的一个乐章。 
首先，注重发挥言论在舆论导向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天津日报》始终突出党报的言论优势，提

出办一张有声音、有立场、有灵魂的新闻纸。2003年，《天津日报》刊发一版言论100多篇，理直气

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讲大道理，营造了良好、和谐、奋进的舆论氛围。可以说，言论已真正

成为《天津日报》强化舆论力量的旗帜和重磅武器，每逢大事，总有言论开路，并且形成系列。为

了加强言论建设，南方日报社在2003年1月成立了评论委员会，并在一版显著位置开辟“南方观察”

专栏，进一步发挥《南方日报》在舆论引导上的优势。为了给读者提供出色的观点和思维方式，

《解放日报》先后推出“观点”版和“专家视点”专栏，以新的版式、新的作者、新的内容吸引读

者，起到了传播思想、表达观点、沟通意见的作用。 
其次，时评异军突起，形成公民言论空间。时评是时事评论的略称，是以议论时事为内容的评论。

1998年11月，《中国青年报》在“冰点新闻”版上推出一个全新的评论专栏——“冰点时评”，对

新闻事件作出清晰的理性判断，并且融入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每周见报三次，拉开了近年时评热潮

的序幕。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开风气之先，在全国首辟时评版，从而引爆了一场全国性

的时评热潮。继《南方都市报》之后，《南方日报》办有每周三期的时评版，《羊城晚报》推出了

“七日时评”；南京的《现代快报》、《江南时报》每日辟有时评版，《金陵晚报》一周两期；成

都的《成都晚报》和《天府早报》每周两期时评版；郑州的《郑州晚报》和《大河报》也有每日时

评；杭州的《每日商报》和《青年时报》辟有每周五期的时评版。2003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

正式扩版，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社评版”之外增设“来论版”，把时评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2003年报纸时评的创新之处，突出表现在时评的版面化、规模化。在这方面，《南方都市报》是一

个典型代表，从2002年3月4日开始就天天推出时评版，连续不断，到2003年4月2日后更将时评版扩

充为两个版，由“社评”及对页的“来论”组成，其规模化经营是显而易见。《南方日报》2002年8

月全新改版后推出的“观点”专版，每周三次出版，《羊城晚报》2003年9月将原来的“七日时评”

改为“时评”，并将原来的半版改为整版，也都体现出评论版面化、规模化的特色。与此同时，言

论空间的开放性与多元化也在时评中得到突出体现。从栏目设置来看，《广州日报》有“多棱

镜”、“观点对对碰”；《南方日报》有“你说我说”；《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有“观点

碰撞”；《南方周末》有“众议”。《深圳商报》在C叠开辟的“谈话空间”专版，以近期热点话题

的简短概括作为背景，主要刊登读者来论，并提供“你说我说”近期话题，更是典型地体现了言论

空间的开放性与多元化。 
在时评热潮中，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时评栏目。如《文汇报》的“文汇时评”栏目，在坚持新闻导

向的同时，紧紧抓住新闻热点，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及时进行褒贬评论，立足发表一流专家

学者撰写的各种观点新颖、材料翔实、分析独到的评论，开风气之先，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先后多

次受到中宣部、市委宣传部的表扬，2003年被授予“中国新闻名专栏”的称号。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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