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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加强党报舆论监督 

作者： 曹瑞林 刘艳萍  

关键词： 党报┊阅读：236次┊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是新世纪党报发展的行

动指南。在我们党走过80周年辉煌历程，党报谋求新一轮发展的时候，要高度重视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报

舆论监督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党报能否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站稳脚跟，而且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党能

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甚至关系到党的命运。 

加强党报舆论监督是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需要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有过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精彩对话。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共诸君能否找出一条新路，

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57年，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干部会议上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

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

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

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

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

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

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

的。”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和支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我们的权利是人

民给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他指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

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98年10月，朱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时强调“舆论监督非常重要”，并送给《焦点访谈》

四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鉴镜，改革尖兵”。朱总理与《焦点访谈》节目编辑、记者座谈时还说：“我本

人也属于你们监督的对象”。这句话坦露了人民总理自觉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欢迎监督的宽阔胸襟。同时也寓意深刻地说

明，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当前，通过舆论监督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其成为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还有一些思想障碍，或者

说还有一些认识问题亟待研究。最突出的是担心舆论监督有负面影响，因此不敢放手让党报开展舆论监督。 

我认为，衡量某类报道有没有负面影响，应当主要从客观效果上看。如果通过报道能够揭露腐败，清除附着在党的肌体

上的“毒瘤”，使人民群众树立起信党、爱党、跟党走的信心，这样的报道也属于鼓劲的宣传。前不久，李岚清同志在

天津视察时说，对假货不打击就是打击真货。李岚清同志关于打击“假货与真货”辨证关系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对报道

腐败问题的态度。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党报对腐败问题置之不理，就意味着对腐败现象的放纵，久而久之必

然使党报脱离群众，进而使党脱离群众，长此以往就是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削弱。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舆论监督也是这样。强调党报要加强舆论监督，并不是说舆论监督没有一点副作用。比如

近两年对湛江走私案、远华走私案，对胡长清、成克杰贪污受贿腐败案的报道，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大案、窝案、串

案”越来越多的疑虑，但更多的群众从中看到了我们党对于腐败案件，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的坚定决心，对我们

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充满了信心。因此，对这些案件的报道，也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从客观效果上更能看到，

对这些案件的揭露与报道，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比如，对湛江走私案、远华走私案的揭露打击，

使我国曾经一度泛滥的走私现象得到遏制，海关税收大幅增加。对胡长清、成克杰的法律制裁，使领导干部得到警醒，

受到教育，在行为上更加严格要求。 

实践说明，舆论监督只有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腐败现象进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批评，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国

家的主人，才能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才能换来稳定的政治局面。要避免不出大大小小的王宝森，不能光靠宣传孔繁

森，还要揭露王宝森。舆论监督报道是颂扬性报道不可替代的，它能起到颂扬性报道所起不到的作用。大概正由于此，

1919年列宁在党章草案中写出要“扩大舆论指责的百分比”的警世名言。 

提高党报舆论监督水平是党报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党成为执政党，是人民作出的选择，执政之后能不能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也是由人民来作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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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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时岱┊ 2005-11-2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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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我们的党报既要体现党的意志，也要体现社情民意。党报开展舆论监督，是赢得读者、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

路。一张舆论监督搞得好的报纸，不仅显得很有生气，可以扩大报纸影响，提高报纸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还可以锻炼

和提高报纸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知名度。反之，一张报纸如果没有舆论监督报道，就会显得软弱无力，就会因为没能

发挥舆论监督这一报纸的重要功能而失去信誉和影响，并最终失去竞争力，危及报纸的生存。加强舆论监督，增强党报

的竞争力，既要使舆论监督的内容保持一定的数量，也要努力提高舆论监督的质量。目前有的党报即使有舆论监督的内

容，也存在着“说小不说大，说下不说上，说远不说近”的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注意。 

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全国范围看，提高党报舆论监督质量，应当逐步把舆论

监督的重点放在为促进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上。比如，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和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具体体现。所谓权力运行全过程包括决策的过程、实施的过程和实施的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舆论监督绝大部分集中在

对权力运行造成不良后果的监督上，这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祸患发生之后，惨重的损失已经造成。据《瞭望》杂志报

道，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大约两万多亿元的总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一万亿元，“八五”期间投资的400

多个全国重点项目，三分之二没有效益。仅1998年，就连续发生了几起高达10亿元的投资失误。尽管把这些“癞疮疤”

彻底揭露出来，比捂着盖着要强得多，但这些以亿元来计算的数字，就是让决策失误者们拿人头来换也换不回来。如果

在决策过程中，我们能够加强舆论监督，这些决策失误虽不能完全避免，但能挽回一点总比一点也不敢触及好得多。 

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文化，是新闻媒体贯彻落实江主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

事业的腐朽文化。为此，也应当通过舆论监督，对这些现象予以揭露、批评，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防止和坚决抵制腐

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 

提高舆论监督质量，需要提高党报从业人员的素质。比如，在舆论监督中，有的媒体上了个别告黑状者的当，当了他们

的枪使，使好人受了冤枉；也有的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故意夸大其辞侮辱、诽谤他人人格。这类舆论监督不仅没有提

高党报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而且损害了党报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党报的发展。 

加强党报舆论监督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 

党报的决策者及其从业人员，大都认识到舆论监督在巩固执政党地位、增强党报竞争能力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舆

论监督容易产生纠纷，引起官司，牵扯精力，影响工作，因此，党报在舆论监督上不得不谨慎从事。如果有完善的法律

保障，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所引起的麻烦会有所减少。现在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使大家都有不

堪重负的感觉，甚至害怕搞舆论监督。我们新闻界要深入研究法律，为废除不利于党报进行舆论监督的司法解释提供有

说服力的法律建议，为舆论监督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既有利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

有利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有利于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解放军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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