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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有关报纸开展舆论监督的经验，笔者认为地市县党报在开展舆论监督时特别要注意以下几

点，突出做到"四要"： 

（一）要围绕大局开展舆论监督 

报纸是联系党政府和老百姓的桥梁，报纸要做好上情下达、当好喉舌，同时还要下情上达、当

好耳目，真正起到"帮手"的作用。地市县党报开展舆论监督应该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

作，紧紧抓住"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良社会现象予以揭露。心中有了

这个大局的观念，搞舆论监督才能得到党委政府的支持。2002年5月，记者蔡小伟在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批评安徽淮北市的"6＋1"高尔夫球场（6个比赛场，1个练习场）工程。淮北是个人口

不到200万的地级市，经济又不发达，要建7个高尔夫球场，还要投资30亿建一个高消费的温哥

华城，听起来就是非常荒唐的事。此稿写前作者想到，如果把笔锋仅仅停留在批评淮北市上项

目的盲目性上，就没有多少普遍意义，而当地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没有处理

好做官与为民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出政绩与办实事的关系，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背道而

驰，才是应该批评的。这样的批评报道由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出来后，不仅安徽省委的领导

表示拥护和赞赏，而且淮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能接受。所以，在选择舆论监督的重点时就

是应该遵循这些原则。此外，舆论监督要注意方式方法，有些问题不宜立即见报的，地市县党

报还要积极利用《内参》这个途径，及时地向当地的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的领导反映，争

取支持，在适当的时候再在报纸上公开。 

（二）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如果由一家地市县党报单枪匹马、单兵作战去搞舆论监督，毕竟势单力薄，力量非常有限，且

弄不好还会陷入"媒体审判"的歧途，效果肯定不会好。要加强以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和

组织监督，强化以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以政协和统战部门牵头的民主监督，注重以信

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再配以地市县党报的舆论监督，形成一股合力，才能使一些"假、

恶、丑"现象受到鞭挞，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正义的力量，报纸的舆论监督才能有力

度、有深度地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例如，对腐败干部的揭露，如果是记者先发现，即使是些

蛛丝马迹，都必须先与纪检委汇报，经核实后再选择见报时机；如果是纪检监察部门掌握的反

腐案子需要在报上公布，可以让记者事先了解案情，深入采访，或写成侦破通讯，或写成案例

分析，以利报上刊登，扩大警示效果。如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报纸上的舆论监督也要与工商

局、城管办、环卫处等部门配合，他们必须借报纸的舆论监督力量进行整改，这样才能使舆论

监督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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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加强采编队伍建设 

搞舆论监督要冒风险，对记者的人品素质要求非常高，必须着力培养一支出以公心的、懂法规

政策的、善于调查研究的、会写舆论监督稿件的记者队伍。山西繁峙矿难事发后，有11名记者

（其中4名新华社记者）接受了当地领导人和矿主的现金和金元宝的贿赂，放弃了舆论监督的

权力，这实在是记者的耻辱。但是，也有不为金钱所动，主动请缨去采访报道这起矿难，与犯

罪分子周旋，把盖子彻底揭开的优秀记者。如果为了泄私愤而去进行所谓舆论监督，弄不好倒

霉的就是自己；如果政策法规不懂，就去乱批评人家，弄不好就会惹官司；如果没有过硬的调

查采访本领，弄不到证据，就无法写好舆论监督稿子。新华社记者陈芳去写"大公庄"的稿子

时，阻力相当大，当地的领导进行反调查，她几次去，有的避她，有的给她假材料，有的威胁

她，然而她在新华社领导的支持下，坚定地依靠群众，排除万难，取得成功。为了避免发生官

司纠葛，记者在采访时要学会使用录音、摄影、录像等设备，获得过硬的证据才能经得起历史

的检验。 

（四）要为写舆论监督稿的记者撑腰 

记者实施舆论监督的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他们出去采访写稿，代表的是报社，所以报社的领

导要大力支持这些记者。记者在下去采访前，事先要进行周密的策划研究，领导要对事件的采

访和稿子的写作提出具体要求；写出的稿子只要新闻价值高、指导作用强，领导就要敢于顶住

来自方方面面的说情和压力，加快让稿子刊发；万一"父母官"要阻止这些稿子见报时，报社的

领导要据理力争，做说服工作。稿子发表后，如果社会反应和传播效果比较好，就要积极推荐

这些舆论监督稿子参与好新闻的评比；如果记者受到打击报复，报社领导要敢于主持公道，与

邪恶势力斗争；如果稿子出了纰漏，只要不是记者个人的主观原因造成，报社领导就要承担责

任，该上法庭时就要敢于去当被告，该赔偿时也要赔偿。湖南省常德日报的记者胡德桂写了一

篇题为《吃谷的秤》的批评稿，反映的是某粮站在收粮时在秤上做手脚，克扣农民。他在《新

闻记者》杂志上发表文章回忆这篇批评稿能成功发表的原因在于报社领导的支持。他说，稿子

写成后，报社班子开会统一认识，社长表示"宁可不要乌纱帽，这篇稿子也要发"。他们研究决

定：一是稿子提早刊发，让"关系网"发挥不了作用；二是班子成员的手机全部关闭，拒绝接听

说情的电话；三是由社长主动向市领导汇报，争取支持。这篇稿子见报后，由于事实正确，粮

食部门只好接受批评，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去年，全国地市报好新闻评比时，这篇舆论监督

稿被评为一等奖。 （2003.11.10） 

*本文是笔者的新闻自考毕业论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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