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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贴近不断提高党报舆论引导能力——从《深圳特区报》的实践谈党报的创新与发展 

 
在十七大来临之前，为了更好地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我们进一步梳理了一年多的实践，深刻感到只有把“三

贴近”真正落到实处，党报才能不断提高新闻报道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不断增强新闻宣传的感染力与吸引力，不

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与影响力，从而最广泛、最有效地吸引受众，更好地引导舆论。 
  
  

彰显权威性 

  
在深圳办报，每个时刻都在接受两种甚至多种思想文化的影响辐射，这是深圳区别于内地任何一个城

市的地方。世界几十家主要媒体都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加上香港特区的50多家媒体，平均每年申请来深

圳采访的记者多达上千人次。深圳在科技、信息等方面也处于前沿位置，现在，深圳互联网站有近3万

家，注册网民超过200万，而活跃在深圳互联网上的全球网民多达600万。在这种复杂的舆论生态环境下，

作为深圳市委机关报的《深圳特区报》，如果不讲究宣传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把自身做大做

强，就无从谈论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元化的思想观念。 
去年4月，《深圳特区报》进行全面改版。改版前，经过一段时间充分酝酿、激烈的讨论和认真的论证，我们

认为《深圳特区报》应该继续坚定地走“办权威的政经大报，做出色的主流新闻”这条道路。在此基础上，制定

了《深圳特区报》今后5年的发展愿景：办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办全国最好看的党报，办全国两个效益最好的机关

报。办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就是要力求把主流新闻、政务报道做强、做大、做到位。 
一、变总结公告式报道为渐进说理式报道。 
以前通常是等事情有了定论要昭示天下的时候再去报道，现在，新举措出台前就开始策划，先下“毛毛雨”，

让读者有思想准备，实施了，不断跟进每个环节，既讲解政策，也展示成就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这种循序渐进式

报道让读者知晓政府各项政策和决定出台的来龙去脉，因此接受起来也容易得多。 
比如：今年市委一号文件作出《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市的决定》，提出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改变

发展模式，充分反映出深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力度。一号文件出台

前，特区报就以评选“深圳年度十大环保新闻事件”为载体，把去年50件有关环保的大事情梳理一遍，充分展示

了近年来深圳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文件出台后，记者专访主管环保的吕锐锋副市长，把文件出台的

前后背景详细告诉百姓，也把深圳目前存在的环保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记者还采访了政府相关部门，请教

环保专家，开设“一号文件高端解读”等专栏，通过专访、通讯、言论等报道形式向读者展示深圳今后15年环境

保护详尽规划，描绘深圳未来的美好画卷。 
二、要求记者更多地采用多点多极式的报道而不是非黑即白的两极式报道。 
既报喜也报忧，既反映“得”也度量“失”，多侧面、多角度地把新闻事件的复杂性客观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

前，让读者感受到了政府在各项改革中巨大的耐心和善意，提高了群众对各项改革措施的承受能力。同时，倡导

编辑记者开动脑筋，多写交流沟通式的报道。对社会上的热点、焦点问题，不回避，把握角度和时机，报道力图

分析症结，化解矛盾。 
比如两会报道，《深圳特区报》从来都是提前介入，在会前认真钻研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

筛选出一批政经热点话题和民生热点事例，形成近4000字的两会报道策划书和具体发稿方案。报道中着重关注代

表委员建言献策中的观点性内容，再从中筛选一些事件性的东西深度挖掘，把观点进行实化处理，增强了报道的

可读性。 
  

作者：王田良  



  

增强“悦”读性 

 

办全国最好看的党报，就是要力求让经济、社会、国际、国内、文化、娱乐、体育新闻和各类生活资讯更广、

更活、更贴近。党报好看了才能走入大众中去，也才能让阅读成为“悦读”，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 
《深圳特区报》的改版对版面整体结构重新进行了规划和设置。整张报纸划分为8大板块：综合要闻深圳新闻

板块、时事新闻板块、社会新闻板块、财经新闻板块、周刊板块、文化板块、体育板块和特刊板块，在突出综合

性大报特点的基础上，注重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强化了本地新闻分量。 
深圳制定了文化立市战略，作为党报，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做好文化新闻的报道，为城市人文精神的建设做

贡献。因此，增加的文化板块中有每天6个版单独成叠的“文化星空”，开设了“阅读方阵”“罗湖桥”“记者手

记”“文化视点”“艺术先锋”“图说图说”“娱乐新闻”“天天评弹”等多个专版和专栏。经过一年多的运

作，“文化星空”已经成为与《深圳商报》的老品牌“文化广场”一起盛开的“并蒂莲”。 
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萌芽和发育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最早成立证券交易所的地方，老百姓对经济信息、

金融证券消息、理财知识的渴求和敏感度很高。因此，我们加大了财经新闻的报道份量，让“今日财经”单独成

叠，每天4个版，固定版位。改版亮相后的《今日财经》一直是比较受欢迎的板块，有了一大批忠诚的读者。 
改版的诸多亮点中，系列周刊的推出是其中之一，原来的《深圳特区报》只是在每周六有个“今周杂志”，改

版后，在改造“今周杂志”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六大周刊，以深度解释性、调查性新闻为主。这样一周七天，每天

都有看点，大大丰富了信息含量，也增加报纸的整体深度、广度和厚度。 
比如，“博周刊”聚焦国内外热点话题，科学知识、战争风云、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包罗万象；

“星周刊”目光瞄向娱乐圈，大明星、小演员，通俗的、高雅的、原生态的，尽在笔下；“学周刊”则把

视角延伸到国内外的校园，“钱周刊”扮演着大众投资理财顾问的角色；“美周刊”充满时尚元素，是动

感的、跳跃的，追求唯美的；“情周刊”，围绕“情”字做文章，讲述纷繁复杂的人间情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改版后还每天增加了一个信息超市版，以气象为主，但又不仅仅是“天气预报”。这

个版还有影视、演出、彩票等信息，用编辑自己的话说，这个版面是“开到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小超市，日用杂

货，一应俱全，方便而贴心。”  
  

 

挖掘典型  塑造典型 

 

在舆论学中，引导力可以提炼为三个要素：公众、议题和共同意见。典型人物的报道就是媒体自己主动设置议

题，积极营造一段时间或一个时期宣传的中心和热点，这是引导社会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的方法。 
这两年，《深圳特区报》在典型宣传上挖掘出大医郭春园、好人丛飞、五星级义工高正荣、当代甘祖昌李元成

等多个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来自普通百姓，人物平凡而情操高尚，事迹突出又生动感人，推出后非常具有亲

和力，被读者认同和热爱。 
丛飞的报道是从去年4月鹏城今版头版大特写《有点伤心但不后悔》开始的。随着“丛飞现象”报道的进一步

深入，相关重点报道移至要闻版显著位置进行重点处理，并配发多篇评论文章，从理论上对“丛飞现象”进行了

总结，引导系列报道向更深层次拓展。与此同时，鹏城今版继续拿出版位，A、B两叠前后呼应，报道效果更加理

想。一些跟丛飞相关的重要新闻，均在一版显著位置，甚至头条进行了重点处理。 
去年4月20日晚20时40分， 感动了全中国的先进典型人物丛飞在深圳逝世。报社调整版面，用通栏大标题《一

座城市给一个普通市民送行》，并配发大幅千余群众齐声悼念的现场照片，对此事件进行全程报道，场面撼动人

心。 
现在深圳人把丛飞称为“好人”。这说明他们认同他，热爱他，整个的宣传报道是圆满而成功的。 
  
  

用品牌提升党报的舆论引导力 



 

如何让党报的社会新闻既有思想、有内涵、有深度，又不失可读性；既体现出党报的“大家气派”，又能雅俗

共赏，这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这一年来，我们先是进行了版面调整，在报纸第一叠（要闻和时事新闻）之后，

单独设置了一叠共6个版的社会新闻板块，并相应成立了按采编合一体制运作的社会新闻采编中心，对《深圳特区

报》社会新闻进行了全面改革。 
首先，紧扣时代脉搏，对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及时反映和引导。 
改版的时候正赶上“超级女声”活动风靡全国。深圳不少学生被“超女”一夜成名的传奇经历所感染，相互飙

歌。这一现象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从10月17日到10月21日连续推出一系列报道。先是发表《“超女”引发中学生

飙歌热》《深圳有KTV专做学生生意》的现场调查，接着请了多名教育专家对中小学生飙歌现象进行评析，开辟专

栏，请社会各界对“超女”引发的中学生飚歌热以及对超女的崇拜发表看法和意见，最后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发表了《为情感沟通铺条路，给“集体兴奋”加点冰》的文章，从社会、文化、教育、舆论等各个角度作出全面

总结和评价。 
第二，让版面充满阳光雨露，挖掘社会生活中感人至深的故事和人物。 
党报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和载体。通过老百姓亲历亲见的故事讲道

理，比生硬的说教效果要好得多。深圳是全国第一个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城市，在深圳无偿捐献器官的

单个例子不少。去年8月，记者在采访中偶然听说了一棵名为“光明树”的古榕树，在这棵树下埋葬了8位角膜捐

献者的骨灰。经过深入采访，一篇《百年古榕讲述光明的故事》出炉，把深圳第一位角膜捐献者到第八位捐献者

的感人故事串在一起。这种朴素的人间真善美使读者感受到深圳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情。这样的社会新闻显示党

报翔实、厚重的个性，用理性的力量给人以教益，在思想深处给人以震憾，使人产生一种心灵的颤动。 
第三，敢作敢为，重视社会舆情，关注民生，做好舆论监督。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时代要求下，发挥好党报批评和舆论监督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深圳特区报》舆

论监督一直谨守三个原则：一是有为才有位，首先要敢于开展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的舆论监督

可以搞，有的就不能搞，要选准问题，从解决问题的建设性角度出发。三是要敢为还要善为，讲究方法和策略。 
深圳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基层基础建设和城市管理尚跟不上城市扩张的步伐，因此深圳市委、市政府把2006

年定为“基层基础年”和“城市管理年”。“双年” 行动进行了快半年，群众屡有投诉的下梅林等地存在的管理

混乱的状况一直乏人问津。去年6月初，深圳特区报派出10多位记者连续明察暗访48天，在一版显著位置推出3000

多字的通讯《下梅林露天集市藏污纳垢》，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不放过任何一个管理盲点》，矛头直指相关

的政府管理部门。记者暗访中拍摄的一组新闻照片，夜幕下灯火中的“集市”规模浩大场面混乱，令人触目惊

心。当天的特区报还辟出A2—A4三个整版，刊登了记者48小时采访亲历，将下梅林这一鲜为人知的城市管理死角

详尽曝光。报道推出后，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深圳市长许宗衡同志连问四个“为何”？要求相关部门“深刻反

思、检讨和痛下决心”，要“取信于社会和人民”，并对记者深入一线、发现问题、敢于监督的职业精神给予表

扬。 
这组战役式报道问题抓得准，时机和火候都把握得好，所以效果很突出。这样的舆论监督不仅有力配合了市委市

政府的中心工作，也显示出党报舆论监督的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是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深圳特区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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