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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舆论监督，除坚持正确导向，服从于全党工作大局外，讲究监督艺术与策略，使之不断提

高质量，是舆论监督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途径。监督不等于裁判，无论是批评还是揭露，新闻

媒体和记者在法律上并无豁免权，它与被监督者一样都是权利平等的一员。因此，实施舆论监

督，要多一些依法监督之心，少一点“无冕之王”之气；多一些法律冷静，少一点偏激浮躁；

多一点技巧性、专业性，少一点简单草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动。 

为此，就要讲究监督技巧，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加注意： 

一、选题要准确。目前，不少新闻工作者深感舆论监督不好搞，一方面是采访困难，很多人不

愿意或者不敢讲真话，有时即使辛辛苦苦把问题摸清了，报道写出来了，最后又被否决掉了；

另一方面，是稿件见报后，往往招致新闻纠纷。而《河北科技报》近3年刊登了近百篇舆论监

督报道，92％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70％得到了纠正和解决，不但没惹来麻烦，还几次收到群

众自发送来的锦旗。这与舆论监督选题上的政治敏感和法律意识是分不开的。 

 具体来讲，舆论监督报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选题： 

1、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施中出现的不和谐点上选题； 

2、 在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选题。 

3、 在领导机关和普通百姓共同关注的交叉点上选题。 

4、 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着力解决的问题上选题。 

选题时一般遵循的原则为：1、对哪些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坑害群众利益，毒化社会环境的人

和事，要敢于冲破阻力，坚决揭露；2、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要区别对待，立

足于沟通和引导；3、对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具体矛盾和纠纷，不予涉及。 

帮忙不添乱是舆论监督的准则。由于舆论监督报道有很强的干预性和引导性，稍有不慎就可能

酿成大祸。特别是涉及政治敏感问题、民族宗教问题以及对整体工作有影响的问题，选题时必

须慎之又慎。因此选题过程中要时时保持政治敏感，处处注意法律上的自律，只有这样才能达

到了良好的舆论监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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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实性第一。从微观上讲，批评性报道的具体事实必须准确无误，既不扩大，也不缩小，

更不搞“基本属实”；对事实概括必须准确无误，不能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报道事实应从整

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把握事实的真实性。因此，写舆论监督报道，比其他报道还要多走

一步，多想一想，多看一眼。 

报社开辟“新闻热线”后，读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为报社记者采访提供了方便。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少数线索不真实或不准确，给报社带来人员、财力和时间上的浪费。例

如，某县一位读者来信，反映村里选举县人大代表时，不让村民选举，而是把选票发给村小学

的5～6年级学生，让小学生填写选票，每人填20～40张，严重侵犯了选民的民主权利，希望记

者前来采访。记者向他核实情况，他称绝对可靠，因为自家的孩子就填了20张选票，自己的侄

子填了40多张，这都是孩子亲自告诉他的。记者想，这种严重侵犯群众民主权利的事，很有新

闻价值。第二天早起5点多钟起床早早上路前去采访。倒了好几次车，好容易才到了该村。记

者见到提供线索者，他仍是称这件事绝对可靠。可记者一调查，事实根本不像线索提供者所

讲：原来，该村有选民3000多人，制作选票工作量较大，于是村两委就想到了学校，请小学高

年级学生帮忙制作选票。根本不是线索提供者所讲的“替选民填票”。一件不真实的线索耽误

了记者多半天的时间，但由于深入采访避免了一起“假新闻”。 

三、要把握好“度”。准确把握揭露与批评的“度”，材料运用应“有力”又“有节”，会直

接影响舆论监督的效果。我们在搞舆论监督报道时，既不能先入为主，带着框子去调查；也不

可言辞过激，刻意追求轰动效应。2001年，笔者在采写一篇报道《八旬老妪为何死在村部》，

反映某县工作人员征收农业税时，违法施政，造成矛盾激化，导致一农村老太太死在村部。记

者前去采访时，当地有关部门百般阻挠，给记者采访造成了一定困难。但记者并不因采访受阻

而使报道带有个人情绪，报道既忠于事实，又留有余地，准确把握了“度”。后来，曾阻挠过

采访的县委宣传部长来电话，说看了报道后，觉得文章客观、公正，他表示感谢。 

舆论监督要从客观事实出发，掌握批评的层次，对于严重违法乱纪、激起强烈公愤的人和事，

要毫不手软地进行严肃批评，但对更多的不宜全盘否定当事人的问题，应进行有节制的报道。

批评不到位或者“伤害过重”都会影响舆论监督的效果。 

四、选好切入点。在确定了选题后，就要仔细研究：批评对象是否具有典型性？对于解决这类

问题起到触类旁通作用？批评范围有多大？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切入点和涉及面如何结合？

这些都要求全面把握，正确分析。对问题的严重程度、问题的实质、群众对该问题的心理状

态，解决这类问题的成熟条件以及揭露这一问题的社会承受能力等等，也要了然在胸，综合考

虑。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可以准确把握舆论监督的指向性，起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农网改造是关系农民千家万户的大事，而河北省一些地方借农网改造之机乱收费，甚至以“断

电”等方式要挟农民，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2001年是农网改造的攻坚时期，记者采

写了《农网改造咋把电给改‘跑’了》报道，反映的就是大名县沙圪塔乡西马寨村民“因抵制

乱收费被断电4个月”的事。此报道一出，犹如平静水面投入一粒石子，荡起了层层波澜。各

地读者纷纷来信、来电反映当地存在问题，有关信件收到了几十封，电话就更多了。这篇报

道，就抓住了农网改造中乱收费这一类问题的“面”，批评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名县这个

“点”，对打击这一类不良现象具有足够的“杀伤力”。结果，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有关部门

由此开始纠查本地、本部门农网改造中所存在的问题，促进了农网改造的顺利进行。这篇报道

由于“切入点”和“涉及面”的结合很好，因此起到了“一石多鸟”、触类旁通的效果。 

五、忌只摆现象。舆论监督报道应客观公正，多摆事实，少下结论，但这并不说明记者可以没

有自己鲜明的主张和倾向性的意见。批评是为了让读者分清是非，接受教育，如果只摆现象，

没有主张，就抽去了批评报道的“魂”。因此，报道中记者可以多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

比如，引用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对照，可以用权威部门的结论来认定，可以以专家、学者、律师

的观点来说明，可以借群众的议论来反映，可以描述事物结果所造成的危害来证明，可以通过

 



自己画龙点睛的议论来表达，这样，读者看完报道后会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比如记者采

写的《出嫁女状告村委会》报道，尽管文中没下结论，但由于在文尾采用黑体的“法律链

接”，将国家有关法律、政策条文摆出，使读者看完后，村委会的做法对错一目了然。 

六、监督要实效。批评、揭露问题的目的为了促使问题的解决，推动工作，因此舆论监督要注

重社会效果，尽可能让监督取得实效。报道见报后，工作仅完成了一半，重要的督促落实。因

此，要求我们必须有回访，必须对所报道的问题一追到底，不出结果不罢休。比如说，笔者写

的《大小伙子为何失声痛哭  2个大棚轰然倒塌 全部心血付之东流》这篇报道，对某县武装部

生产不合格蔬菜大棚构件，导致大棚被雪压塌，给农民造成损失的事进行了批评。见报后，县

武装部却采取了拖延的方式，不给受害农民解决问题。记者除与当事人联系沟通外，又多次电

话与县消协、县技术监督局以及县武装部的上级部门取得联系，多方做工作促使问题解决。等

待了一个月后，事件仍无进展，而群众却十分关注到底怎么处理，如果没有追踪报道，等于打

了哑炮。记者进行了回访，并写了追踪报道《等你等到我心痛》，对阜平县武装部拖延、推诿

态度的进行了批评。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最后，记者以《马志国终于露出

了笑容》将结果报道出去，使读者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由于老百姓看到了舆论监督有实

效，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写信、打电话反映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舆论监督有了实效，不仅鼓舞

群众的信心，也是对舆论监督者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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