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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新闻界，健康、正确、积极的舆论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少数报纸的副刊以及一些小报上

恶意炒作某一个新闻事件或人物的，所见非鲜。一类是蓄意捏造，耸人听闻。什么某女大学生

与狼共舞，什么一只老母猪吃掉一小童，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闻大都是自由撰稿人投到编

辑部的，某些编辑以越荒诞越能吸引眼球的选稿标准，不予核实，一路绿灯，拿到版面上热炒

爆炒。再一类是添油加醋，大抖各种莫须有的“猛料”。这些炒作大多围绕名噪一时的歌星、

球星、影星等，什么某著名运动员与某名教练激烈争吵，以致愤而自杀；什么某歌星因丑闻被

取消某次大奖赛的评委资格而大发雷霆，等等。事实表明，很多“猛料”或完全失实，或大半

虚构，根本不可置信。例如那位“愤而自杀”的运动员很快就出现在竞赛场上。还有一类是媒

体受经济利益驱动，落入某些商家蓄意设置的陷阱。前些时有一条消息说，当今市场销售的微

波炉会对人体健康起破坏作用。消息发表之后，微波炉在市场上销量锐减。而后，一家跨国公

司推出了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声称能克服一般微波炉的弊病，销路大增。事后调查证明，这个

消息正是那家跨国公司炮制出笼的。又如某家探险旅游公司出巨资寻找某地猛虎踪迹，一些媒

体跟风炒作，沸沸扬扬闹腾数月之后，虎踪绝无，而这家旅游公司的知名度扶摇直上。不少媒

体就是这样被公司着实戏弄了一回。 

新闻炒作者信奉一条原则：不假不能增加刺激度，不能吸引眼球，假是卖点，假是报业市场中

制胜之道。令人更为跌落眼镜的是，一旦假相被戳穿，再来一篇文章若无其事做一番更正，照

样能夺人眼球。至于当初用醒目粗字刊登假新闻，则好像完全与己无关。这种从炒作到澄清的

全过程，全都是为了卖点。在某些采编人员心目中，办报除了寻觅各种“轰动效应”的卖点以

外，什么正确的舆论导向，什么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对于这种炒作，广大读者十分厌恶，但有些报人对来自读者的批评，闭目不视，充耳不闻，我

行我素，就是不改。一段时间以来，这种炒作不少，令人堪忧。 

有乱就要治。人们深受各种假冒伪劣商品之害，无不切齿痛恨，主管部门也有一套办法整治。

但对于伤害人们心灵的新闻炒作者，仍缺乏有效的惩处。许多当事人继续伺机恶炒其他新闻，

毫发无损。要动真格的，就要对那些恶意造假者加以惩处，决不手软。靠发布假新闻捞一把

的，要收缴其非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要诉诸法律。凡是在这方面已经有立法的要加大执

法力度；立法方面有欠缺的应当修订补齐。有专家说，体育界对服用兴奋剂情节严重者要开除

出队，新闻界中凡是进行恶意炒作的编辑记者，经教育而又屡教不改的，是否也应清除出新闻

队伍？  

新闻队伍要善于抓住这些反面事例，在采编人员中进行深入的职业道德教育。这是进行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活教材。如果法律法规健全了，又能牢固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新闻队伍的肌

体一定会更健康，我国的新闻事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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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新闻炒作

· 是正常报道还是新闻炒作？ (2006-6-12) 

· “新闻炒作学”被湖南师大叫停 (2005-4-2) 

· “新闻炒作学”将如何炒作？ (2005-3-31) 

· 理性看待新闻炒作 (2004-11-11) 

· 从影片《新闻女郎》谈新闻炒作和新闻伦理 (20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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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严惩恶意炒作新闻造假者 会员评论[共 2 篇] ╠

>还有一类是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落入某些商家蓄意" target="_blank">>一类是蓄意捏造，耸人听

闻。  

>再一类是添油加醋，大抖各种莫须有的"猛料"。  

>还有一类是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落入某些商家蓄意 [SpinWatch于2003-6-5发表] 

只有通过法制化的约束才能根除,呼吁是没有用的 [米奇于2002-9-13发表] [1篇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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