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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报记者如何坚持用党性标准指导采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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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国家，新闻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

事业，是党的生命的重要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作为党报的记者，责无

旁贷地承担起了引导舆论的义务，因此，必须时刻不忘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

任，依靠独立的观察、发现、思考和记录，来完成社会分工，写出符合党性标准的新闻，用正

确舆论引导人。 

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做到知

识广博，视野开阔，才能在新闻领域里得心应手，纵横驰骋。”站在独立的理性认识的基础

上，党的新闻工作者有必要也必须要开动思想机器，用党性作保证，用事实写新闻，用新闻讲

道理，做一个高水平的记者，而决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纯客观的记录上。但是置身于市场经

济之中，一部分新闻工作者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受到种种冲击，有的开始慢慢削弱，甚至

出现了滑坡。正如梁衡同志所言，现在“有的是玩新闻，编报犹如编故事；有的人是吃新闻，

报纸只做摇钱树。” 

党报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具，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种意识形态的格局，要求新

闻从业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敏锐感。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新闻工作一系列论述中，总是告诫新闻工作者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肩上的政治

责任。“记者头脑要冷静”，“假话一定不可讲”，“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要坚持政治

家办报”等著名论断，都是我党新闻事业中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新时期新闻工作者进行新闻

实践的行动指南。 

记者必须把自己自觉地纳入政治轨道之中。按照政治学理论，政治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家机器、

政策思想、政治活动等。我国新闻事业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因此，新闻工作者对政治

负责，就是要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有效地发挥新闻的独特作用。 

要把好政治关，导向不出错，这是党报记者必备的基本素质。江泽民同志说：“舆论导向正

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他又说：“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最根本的，是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而奋斗，坚定不移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一切宣传，都要有利于

党的团结和人民群众的团结，有利于人们奋发向上。”“在事关人民利益、党的原则、国家安

全、民族团结、对外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宣传报道一定要符合中央的精神”，“要把促进改

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作为自己工作的准则和目标”。江泽民同志这些重要论点，要求我

们在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面前，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旗帜鲜明，分清是非。 

要把握新闻取舍关，鼓劲不添乱。作为记者，大量的材料是重要的，但不能放弃取舍的标准。

什么是可以宣传的，什么是不允许报道的，什么是依法保密的，什么是可以深度追踪的，心中

要有数。西方都讲“新闻自由”，强调新闻“无事不可报道”规则。但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包

括西方社会，新闻必须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保持社会稳定，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有些

人喜欢搞“轰动效应”，缺乏务实作风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写的新闻不是闹纠纷，就是打官

·感谢你们！奥运市民记者  

·国外媒体如何报道08奥运  

·我们需要怎样的奥运报道  

·历届主办国媒体异曲同工  

·北京奥运媒体参考  

·记者：如何备战奥运报道  

·地震中外国记者现场采访  

·谁是最早进入映秀的记者  

·记者应克制性采访灾民  

·记者地震报道的简明手册  

·灾难面前媒体应该怎么做  

·关于地震媒体报道的倡议  

·新闻的民本亲近路径  

·新闻意境：提升民生新闻  

·民生新闻：理念最重  

·女记者的眼泪  

·新闻采写三题  

·记者没有节  

·“世界杯”与时评写作  

·谈谈新闻记者的“气”  

·回教漫画风波的背后  

·华盛顿邮报的图片编辑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司，搅得风波不断，这样的事例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江泽民同志曾说，“报纸登什么，不登

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大局出发，从党和人民整体利益出发。”所以说我们的新闻，包括新闻

监督，都要有公正客观的立场，有利于事件向好的方向转化，有利于尽可能得到好的结果。新

闻从业人员还必须加强保密意识，掌握好宣传中的“禁区”。有些由于缺乏必要的认识，无意

中造成泄密和误导，产生了重大后果。江泽民同志早在１９８９年指出：“在军事方面、外交

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科技方面等都有一些东西属于国家机密，不能见诸报纸、广播、

电视”。他还强调，“什么可以透明，什么不能透明，什么可以增加一点透明，都要以党的利

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政局的稳定、经济

的稳定、人心的稳定。”很多秘密都是政府行为的一部分，也是标准的政治内容，因此一定要

十分谨慎。 

要把好真实关。新闻报道的一个最大功能是传播真实信息。江泽民同志曾要求记者在新的历史

时期，发扬“事实求事的作风，报实情，讲真话。”关于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意义，应该说每个

当记者的当编辑的都非常清楚，也都能够记在心，但为什么还是失实报道不断、虚假新闻不断

呢？我想，一是对新闻认识的肤浅和偏差。二是名利思想作怪，中国新闻史上最大的一个观

点，恐怕要数１９９３年《中国青年报》上的“愚人新闻”。４月１日是西方愚人节，中青报

《社会周刊》在那天用了整整一个版刊登了十几条轰动性新闻，比如《博士生可以生二胎》、

《中国将恢复夏时制》、《买假货不必用真钱》等等，尽管编辑写了一则申明：“写的人都按

捺不住地低头赔笑，读的人别当真，都是假的”，但报纸出版的第二天，全国一片哗然。据说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几天没断过线，很多人问，博士生可以生育第二胎，那么硕士生为什

么就不可以？铁路部门一样被弄得焦头烂额，问恢复夏时制后火车为什么不改变车次和时间。

后来，拥有１００多万读者的《中国青年报》不得不连续发表致歉信，造成了一次很大的社会

风波。大家知道，新闻，是指新近事实的真实报道。我们的新闻前辈长期以来像爱护自己的生

命一样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但是，有不少人喜欢追求轰动，甚至道听途说，放弃了严谨求实的

工作作风，忽视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写出的新闻不虚则假，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个假新闻的故

事很令人深思。一位记者在大学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两名女大学生到一饭馆吃饭时，把

菜谱上的熊掌２０００元错看成２０元，觉得价格不贵，便点了一只，吃完感到不过瘾，又要

了一只。服务员来结账时，两人掏出５０元钱，说剩下１０元钱作小费不找了。哪知服务员把

眼一瞪：“看好了，那是２０００元一只”，两个差点晕了过去。记者就此写了一篇报道《错

把２０００当２０，熊掌好吃钱难付》，并虚拟了时间、地点，发表在《长春晚报》上。见报

后吉林大学和长春师范大学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记者不得不到大学里道歉赔礼。然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又有一位作者顺着故事编造了一则后续新闻，名叫《吃熊掌风波迭起》，说的是这

两位女学生在一位律师帮助下，到饭店开出“熊掌两个收款４０００元”的发票，找到工商局

举报饭店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于是老板承认不是熊掌，而是牛蹄筋，退还了两学生４０

００元钱，赔偿精神损失费１０００元，还被工商局罚款２万元。全国有２０多家报纸转载了

这篇稿件，很多记者前去跟踪采访，哪知追来追去，未追到任何真人真事，追到的是一个道听

途说加虚构设计的故事。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失实归纳为十种表现：一是言过真实，二是

夸大其词，三是万能表态，四是未做先报，五是捕风捉影，六是导演作假，七是统一口径，八

是真假不分，九是纯属虚构，十是颠倒黑白。虚假新闻的背后，同时也存在着经济利益的驱

动，比如，看在红包、礼品和宴请的份上，为企业写稿无限夸大，造势扬名，以达到其某种经

济目的。可想而知，这样的稿件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借用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著作中

所说，叫“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记者要全面深入地掌握第一手采访材料，把握好思考的角

度，正确导向，准确取舍，精确报道，要尊重事实不捕风捉影，要冷静思考不演绎推理，捍卫

新闻的真实性。 

报道现象多，深层次分析少，新闻热闹有余，而深思不足，这似乎成了每天报纸上的一种缺

憾。（作者：湖北《三峡商报》    原载2002年第4期《记者摇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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