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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所具备的党的发言人的角色、报道事实的严谨和长期建立起来的公信力为

它赢得了无可动摇的权威性；作为党的机关报，党的喉舌，堪称“一盏导航的明灯”。然而，

《人民日报》因“硬”而权威，亲和力不强，读者颇有微词。尤其表现在会议新闻的报道上，

报道形式单一，模式化严重。缺乏可读性的权威，是令读者敬而远之的权威。去年三月，随着

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等工作，以‘三贴近’为原则推进新闻报道

的改革”重要举措的提出，新闻界迎来了深化新闻改革的机遇，也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提

出了更大的挑战。时值一年，又逢“两会”，《人民日报》在今年的“两会”报道当中，将党

报权威性和亲和力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报道的可读性，在竞争中充分发挥了党报优势。

本文就《人民日报》今年的“两会”报道增强会议新闻报道的可读性提出几点思路。 

一、 树立读者观念，真正理解“可读性”的含义 

“可读性”，作为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一个新闻概念，很快就被中国新闻界认同与接

受，并得到广泛的应用。顾名思义，“可读性”就是将新闻报道写得让读者愿意看、喜欢读、

读的下去、读后有所思考、有所收获。这个概念要求我们突破以往新闻僵硬、死板、形式主义

的面孔，将长期受到忽视的“读者观念”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弥尔顿.洛克奇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个组织得非常好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系统，这个系统

指导人的行为。人们在各种活动中都寻求与自己的预期价值观系统相符合的地方以获得满足

感。不管是纸质媒介还是电子媒介，人们接触它们都是基于某种需求，包括信息的需求、娱乐

的需求、社会关系的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的需求等等。阅读报纸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性的行

为，读者只会选择那些引起他们注意的，与他们自身相关的、满足某种需求的报道进行阅读。

所以，党报要成功地让读者选择它就必须更多地考虑读者的预期需求，真正了解读者的所想所

需，从读者的视角出发选择报道题材、组织材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多样的形式表现新

闻，使新闻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具有“一眼功效”，在一瞥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 

目前，读者越来越排斥党报中会议新闻的报道。原因未必是老百姓的政治觉悟低了，不关心政

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不关心中国的事情？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么可能老百姓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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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关心党的会议与活动。许多事实证明，人民群众希望看到的是更多实质性的内容和更活泼多

样的形式；希望从这样的报道中看到我们的国家如何在发展，在这样的发展中人民群众能获得

什么样的机会和实际利益。因此，会议报道不受欢迎并不是一种必然趋势，而是如今的报道已

经不能满足受众需要了，已经脱离实际了。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使会议报道短些、实些、活些、

深些；将可读性融于党报的权威性之中，充分发挥党报的优势。 

二、短些、实些、活些、深些 

1、简短精干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阅读习惯也越来越倾向于“弃长取短”，对于六七百的文

字已经很少有耐心阅读。那么在有效的版面中，缩短报道篇幅，多发报道，传递更多的信息；

突出新鲜的内容，突现新闻价值，则更为接近读者的阅读习惯。应该坚决摒弃过去在会议程序

记录上的繁文缛节，摒弃过去照录讲话、照搬材料、记流水帐似被动的工作方式；将大量的时

间留给捕捉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热点难点问题，大量的版面留给事关全局、读者关心的重大决

策或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信息。可喜的是，在今年《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中我们能够

看到，祝贺人大、政协开幕的社论《求真务实、共谋发展》、《团结奋进、再谱新篇》分别只

有1500字和1300字左右，即使是“两会特稿”这样的重要策划也只是2000－2500字上下。而一

些轻松的栏目如：“代表访谈”、“现场速写”、“两会感言”等，其文“长”则五六百字，

短则三言两语，真正作到了文字与篇幅的精简。同时，今年的两会报道十分注重新闻群组，更

多的短消息以群组和栏目的形式出现，如3月14日，“代表委员论坛”中就包括了七篇相关文

章，“代表委员议国是”中则包含了10篇代表的“心声”，即增加了报道的信息量，同时也使

报道规模化、整体性，避免了零散状况的出现。当然，文字量的大量缩减仅仅是手段，目的还

在于报道内容上实质性的改进。 

2、“实”字为本 

新闻贵在“实”。蕴藏在“实”字背后最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贴近”。党和政府的会议无疑是

新闻信息的集散地，也理所当然的成为党报记者所关注的对象。但报道会议新闻时不应将会议

报道等同于党政公文，等同于机关内部的工作简报；记者也不应浮光掠影的跑新闻，让大量的

会议议程、领导行踪和名单、领导讲话等千篇一律的东西占去重要篇幅，而淹没了真正有新闻

价值、与读者密切相关的内容。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从纯会议新闻中跳出来，力争通过对会场

内外的捕捉，挖掘出大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从一般的报道会议向报道会议具有新闻价值的内

容转变，突出广大群众的关注点、利益点和兴趣点，突出与广大群众关联度高的密集性信息，

真正作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人民日报》今年的“两会”报道中，来自

阶层代表委员的声音明显高于往年；报道更多注意百姓话题、百姓视角，注重阐释人民普遍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度报道、配合报道、老百姓关心的话题评说比往年活跃；会内与会外报

道很好的结合，注意捕捉老百姓熟悉的场景、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3、灵活多样 

要从形式上改进会议报道，首先应该改变过去居高临下的、发布公文似的报道方法，改变过去

沉闷的八股文的模式，以平等的态度，平和的语气、平民化的视角进行传播和交流；杜绝大

话、空话、套话，杜绝“新闻官腔”，突破传统会议报道文章的模式，运用赋予变化性、感染

力的语言文字，丰富多彩、美观庄重的图片画面，使稿件精简、清新、生动、明快，以增加新

闻报道的吸引力和亲近性，实现报道效果。以《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为例，除了内容上的

改进以外，在报道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依据报道的内容，设计不同的层次，运用深度报道、言

论、特写、专访、图片等形式反映与会代表的声音。比如，“两会特稿”、“两会聚焦”、

“两会时评”等重点报道和评论，关注重大事件，评说重要话题，保证了报道的分量；同时，

“基层代表委员心声”、“代表委员议国事”、“两会进行时”、“心语快递”、“代表论

 



坛”等“花色品种”则尽量写的生动活泼、平实亲切。红花和绿叶相伴，使得报道不至于厚重

而沉闷。又比如，“两会”报道充分发挥了深度报道和评论这两大传统优势，但在此基础上记

者还精心经营了多种报道和评论形式。除开幕和闭幕所发的４篇社论以外，还有严肃有深度的

评论员文章，有新鲜活泼的“随笔”，也有运用笔墨不多却带给读者有益启示的记者“感

言”，更多的是一些部门领导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在联系实际，有感而发，为读者提供的深刻

的“建言解读”。图片新闻的大量运用也极大丰满了“两会”和与会代表的形象。如此一来，

不仅报道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感，还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增加了党报的亲和力和服务性。 

4、主题深透 

随着社会的进步，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希望了解新闻的内容，希望对新闻进行必要

的阐释，加深对新闻意义的理解；更希望媒体在第一时间提供大量与重大新闻相关的信息和知

识。因此，这就要求媒体察觉这种新的新闻需求，不要停留在与对新闻事件做表面文章，要将

新闻作深做透。在刊载重要新闻的同时及时提供新闻背景、对新闻内容提供解释、对公众可能

产生的疑问约请专家和权威人士予以解答，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这种为读者提供信息、知识

服务的“组合式”新闻产品受众是十分欢迎的。会议报道则应围绕热点、亮点、重点新闻，如

新近出台的与群众密切相连的政策、法规等，作好信息知识服务，对报道内涵进行更深入的挖

掘，这对于增强会议新闻报道的可读性、帮助公众了解会议内容和精神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当然，《人民日报》担负着执政党耳目与喉舌的角色，在增强可读性时要有度的把握。这

个“度”是党性原则和高度的责任感，是权威性、严谨性和公信力，是综合报道力度、思想深

度、文化厚度、格调高度于一身。这便是党报所应具备的特色。同时还应该处理好改进会议报

道与积极开拓其他报道形式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报道的关系。新闻报道改革的提出是在加

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重塑亲民公正开明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大量删减会议

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正是要给予广大群众更多的话语权和知情权，要接受广大人民和新闻媒

体的监督，自上而下，扎扎实实地重塑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么，会议新闻报道的

大量缩减后，作为党和群众桥梁的新闻媒体——党报，如何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如何将这些会

议和活动精神更多更好地传达给广大群众呢？事实上，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的精减，为媒

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政策解读的空间、反映舆情民意的空间、传播信息加强评论的空间。我们

应该积极地活跃和深化这方面的报道，真正地做到既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又充分

地担当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作用。一方面加强会议报道本身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则是

在会议之外充分担当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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