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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新闻监督的泡沫化，指的是新闻监督稿件追求情绪的宣泄而忽视理性的思考，追求文

字的犀利而忽视思想的深刻，从而陷入一种盲目批判境地的现象。 

  具体地说，现在的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活动中易犯以下一些毛病：其一，不明就里，报道

失实。有的媒体、记者连基本的事实，谁对谁错都没有搞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发稿子，结果惹

来一身官司，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如1998年广州《羊城晚报》的“黑哨”风波；其二，

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明明一件事情只是当事人一时疏忽或局部问题，他非要牵扯到人的道德

水准，更有甚者居然与共产主义的实现联系起来，大帽子一顶顶的，压得人直不起身来，让读

者感觉像回到了“文革”年代；其三，煽风点火，误导读者情绪。部分媒体所进行的新闻监督

制造不稳定因素，丧失了“上为党政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基本原则。如1999年我省某报报

道了鲁中某地基金会问题，激化了储户的挤兑和不满情绪，导致了上访、围攻政府等一系列严

重后果；其四，乱闯禁区，泄露机密。有的新闻单位不顾国家保密规定，乱闯保密禁区，不经

意间地泄露了机密。比如某地土管部门因军事用地不上门登记审核，结果双方“顶了牛”，土

管部门便向某媒体反映，而该媒体未经核实便以公告的形式将军事用地的地点、土地使用性质

等予以曝光，结果导致了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那么，引发当前这种新闻舆论监督泡沫化的错误根源何在呢？ 

  在主观上，这主要是有的媒体从业人员缺乏新闻职业道德和党性原则所致。他们为了追求

轰动效应，增加发行量而故做“惊人”之语，进行哄炒和无序竞争，逮住一件事情就大肆鼓

吹，进行所谓的“新闻监督”，结果事情越监督越离谱，甚至引发新闻官司。 

客观上讲，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些编采人员目前尚存在能力不足的问

题，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缺乏理性判断。 

  要真正地做好新闻监督，就必须做到“帮忙不添乱，尽职不越位”。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新闻媒介必须坚持“政治家办报”，树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保驾

护航的意识，摒弃那种惟“发行量”是图，惟“独家”是图的错误观念，狠抓舆论监督稿件的

质量，抓住有价值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深入采访挖掘，引导读者进行正确的思

考。 

  其次，编采人员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加强理论和知识修养，努力使自己做到政

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时时刻刻要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来衡量自己，力求通过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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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督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尹 辉：女，《山东工人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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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舆论监督

· 舆论监督权不需要法院的恩赐 (2009-4-14) 

· 以人为本：电视舆论监督终极价值取向 (2009-3-25) 

· 舆论监督不松绑新闻丐帮难解散 (2009-1-5) 

· “西丰事件”与舆论监督的困局 (2008-5-17) 

· 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有机结合 (20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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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媒体舆论监督泡沫化 会员评论[共 1 篇] ╠

谢谢。"新闻监督的泡沫化"是个新提法，且作者毕竟也自圆其说了；在作者姓名后加注释强调性别，也

很新。 [speechlesswood于2004-2-2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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