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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媒体舆论监督显得痴呆 

作者： 胡德桂  

关键词： 舆论监督 地方媒体┊阅读：410次┊ 

一、地方媒体舆论监督显得“痴呆” 

与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相比，说地方媒体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显得“痴呆”，一点也不过分。 

不是吗？涉及地方“高官”的问题，地方媒体往往不敢揭露。例如，震惊全国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收受贿赂500多万

元一案，在中纪委查清之前，江西的省级媒体没有披露半个字。位于“皇城脚下”的江西省级媒体，在胡长清丑闻彻底

暴露之前，难道没有听到一点有关的风声。1994年，广西桂林土地局在自治区某副主席的拍板下，不上报国务院，擅自

批准征用近4000亩土地建高尔夫球场，使几个村的农民生活无以为继。这一违法行为过了4年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曝光后才被查处。4年这并不短的时间内，桂林的地级媒体和广西的省级媒体，为何默默无语。某地级市有位市委领导巧

立名目，利用父亲生日之机设宴敛财受到上级查处。可笑、可悲的是，当地媒体竟像不知道这件事一样。 

不是吗？涉及地方重大的问题，地方媒体也往往不敢揭露。例如，某地级市在收取提留当中，以办培训班为名，非法拘

禁欠提留的农民。当地媒体接到农民群众的来访后非常愤恨，表示要为受委屈的农民群众伸张正义。当地方媒体得知市

委、市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后便沉默不语了。有一年，某县溃了一个垸子，淹死了不少人。对于溃垸的

责任、责任人的处理情况以及死亡的人数，县、市媒体都遵照指令守口如瓶。这并不难理解，一个地方出现大问题，地

方分管领导有责任，主要领导也有责任。揭露地方的某个大问题，也就等于揭露地方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的问题。 

我国近些年来，真正由地方媒体揭露的大案要案真是凤毛麟角，重大批评都是由党委或司法部门定案后奉命报道的。新

闻舆论监督的被动，是地方媒体的通玻 

二、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痴呆”的症结 

仔细想来，地方媒体“痴呆”的症结不外乎两点： 

一是地方媒体是地方财政“养活”的。随着地方媒体经济上的“断奶”和广告收入的增加，这句话似乎不太贴切。但在

过去却是千真万确的。目前，地方对地方媒体一般实行的是差额拨款制。地方媒体靠地方财政和自身经营收益生存和发

展。俗话说，“吃了别人的嘴软”。地方媒体吃地方饭生存，好意思揭本地方的“疮疤”？地方媒体“不讲情”，“不

讲义”，“胆大包天”去揭露本地方“高官”的问题或本地方的大问题，惹火了“高官”，不说别的，先断了你媒体的

“经济基幢——不给你拨款了，看你这个“上层建筑”还支撑得住不。 

二是地方媒体的“无冕之王”是地方封的。地方媒体的领导是地方党委任命的，地方媒体的其他工作人员是本地方人事

劳动部门调配的。也就是说，地方媒体“无冕之王”的光环上都有一个地方给戴上的“紧箍咒”。若不按照地方“高

官”的意图行事，或有所闪失，“高官”念起“咒语”来，痛得你“无冕之王”地上打滚喊爹叫娘。这倒算轻的，重则

摘你的“帽子”。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1998年4月7日，河南泌阳县一个体司机酒后驾车肇事逃逸，泌阳县广播电台记

者魏家强写了篇批评报道——《泌阳出了个“张金柱”》，发表在《驻马店日报》上。泌阳县委副书记李海洲，宣传部

长韩万林认为批评稿败坏了泌阳的形象，责令广电局严肃处理。广电局局长王志川即以魏家强“违反宣传纪律，给单位

带来不良影响”为由将魏开除。开除个把人倒算“高官”心慈手软的，就怕“高官”怒不可遏，下令把本地媒体一锅给

端了。地方媒体是地方主管主办的，说办就办，说撤就撤，你本地媒体的“无冕之王”敢咋的？ 

三、垂直管理是治疗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痴呆”的良药 

地方媒体目前的管理模式已严重阻碍着地方媒体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发挥，必须实行改革，像金融、税务、工商等部门

一样，实行垂直管理。即，县市级媒体由地市级媒体管理，地市级媒体由省市级媒体管理，省市级媒体由中央级媒体管

理，并实行报纸、广播、电视对口管理。管理内容，包括业务上的指导，人事的任免、财务收支的审查等。 

地方媒体垂直管理后，“高官”们便失去了控制本地“无冕之王”的“法宝”，而置于“无冕之王”的监督之下。这样

一来于“高官”们却有好处，他们不敢无所顾忌，于是乎不干或少干违法乱纪的事。“打铁自身过得硬”了，他们便可

拍着胸脯大声说，“向我看齐”。一个地方的上梁正了，下梁自然也正。于是，地方的风气便能好起来。风气一好，地

方经济也便容易搞上去。由于地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上了台阶，地方领导提的提拔，重的重用。于是，当官

的、平民百姓皆大欢喜。 

垂直管理，地方媒体本身也会受益匪浅。由于给当地的老百姓和领导都带来了好处，媒体自然要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欢

迎。于是，报纸，不愁没人订；广播，不愁没人听；电视，不愁没人看。受众多了，媒体的广告也就自然多起来。广告

多了，媒体的经济状况也就自然好起来。岂不是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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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文化融合中的中国电影 

作者：陶建杰┊ 2003-10-10 

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 [内容摘

要]：电影的创作分为三个层次。以观众

为主体的，参杂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审

美取向、认知取向的“三度创作”，使

得对于电影的理解越来越趋于多元化。

浓缩了各民族本身文化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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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管理后的地方媒体，仍然是党的喉舌、耳目，仍然为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鼓与呼，仍然要围绕当地的工作重点、难

点、热点开展宣传报道，仍然要经常主动与当地党委政府研究制订宣传报道计划，仍然要自觉接受当地人民的监督，仍

然要自觉遵守当地的法规。 

垂直管理后，为了密切地方媒体与地方的关系，媒体的党团、工会等组织，可由地方与“线上”共同管理。 

（来源： 新华网湖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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