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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也要“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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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界的行规行纪。无数新闻

工作者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新闻实践

中，新闻失实的情况屡屡出现，虚假新闻成了新闻传播中的一个痼疾。笔者认为假新闻屡打不

尽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没有法律的规范约束。对虚假的新闻来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无意而为，他们

没有主观造假的动机，客观上确实是因为业务水平不高做不出能够反应事件真相的新闻来，或

者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一种是故意所为，他们为了某种目的精心策划，伪造假现场，提供假

证词，发布假新闻。前者虽然危害也很大，但毕竟不是“根子”上的原因，完全可以通过努力

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后者就不同了，因为其存在着主观故意，所以它的危害更大。 

  ——知识面狭窄，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不少的新闻失实，是记者疏忽了，编辑没有把好

关。如英雄人物的临危内心独白，一些标签式新闻，只要懂得新闻业务，一眼就能看穿。比

如，某电视台收到一篇来稿，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某企业视国家财产为儿戏，汽车掉进富春江

中迟迟不打捞。到目前，满载货物的汽车还浸在水中。编辑收到稿件后，马上播发了。结果这

个企业领导气愤地来电话要求更正，称汽车和货物昨天上午就打捞上岸了！毛病出在哪里？原

来编辑业务不熟，把来稿邮寄过程中的两天时间忽略了。因此，新闻工作者除了精通专业知识

外，对于不明白的问题可以查阅工具书或相关资料，向行家请教，可以打电话核实。 

  ——对“卖点”的错误认识。有卖点的物质产品能畅销，有卖点的精神产品可以招徕读者

和观众。报纸是特殊商品。有卖点的报纸，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市场，提高报纸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那么，报纸的卖点是什么呢？打开时下的一些小报、晚报、早报、都市报和部

分文摘报，在其“社会新闻”和“特别报道”等专栏内，经常看到一些五要素不全的假新闻。

他们是想利用这种方法刺激浮躁的读者，增加媒体的卖点。这种行为极易使专门炮制假新闻的

“文骗”们有机可乘。 

  ——有偿新闻是虚假新闻的孪生兄弟。现实是如此严峻地向新闻真实性发起挑战。在发展

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物质和非物质的事物都在“商品化”着，新闻的某些商品属性被一些人

无限放大，将新闻视为商品。于是，少数人为了新闻媒体的物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失去人

格，抛弃新闻品格，以新闻真实性原则作交换，对一些以为用钱可以买到一切的人进行任意拔

高，甚至造假，做不负责任的“吹鼓手”，失实乃至虚假新闻便由此产生。据《中华新闻报》

2000年3月31日报道，上海的波力食品有限公司总监来到中国记协举报中心，举报《中国食品

质量报》以曝光相要挟，敲诈钱财。在公司安排两名记者食宿花掉8000多元后，记者提出“可

以把批评稿改成典型报道”，条件是该公司担任报纸的“理事单位”，每年需交纳30万元的费

用，付8万元广告费。无奈之下，公司被迫付了8万元广告费，报纸在四版以整版篇幅刊出记者

撰写的《质量：“波力”的永恒主题》的长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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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作风飘浮，也是新闻报道不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一些记者靠一份材料、一个电

话、一个人的叙说就能写一篇新闻稿，类似“宾馆里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人们常常把记

者、通讯员作风是否深入和深入的程度如何，作为衡量其报道是否真实和真实程度的尺度。有

经验的老编辑常常提醒作风不够实的记者、通讯员注意深入，并对其稿件加倍“察疑”，道理

就在这里。 

  严谨、客观而科学的工作态度是保证新闻真实的基础。确立良好的新闻品格，提高媒体公

众信任度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捷径，没有简单的办法，我们应该做的是踏踏实实地打好基

础。要改变新闻理念，完全遵循新闻自身的客观规律，一切以新闻事实为依据。惟有如此，才

能达到新闻报道的宣传效果和信息传播的真正目的。要杜绝假新闻需从以下方面努力。 

  假新闻的“紧箍咒”——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避免新闻失实。新闻媒体是舆论

宣传工具，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的编辑、主任、总编须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

力，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防止在党性原则、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

上出问题。而要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每个记者、编辑的思想理论水平，

因为只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才能明辨是非，才能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本质差异，才能做出

有远见的决断。作为一名有事业心的记者，应该在新闻专业上有严格的要求，关键是要通过在

采访、写稿、制作的实践中提高水平。 

  假新闻的“过滤器”——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带来海量信息，可谓泥沙俱下，受众需要编辑

帮助筛选、萃取有效信息，以便在瞬息万变、扑朔迷离的情景中做出理性的判断。网络时代编

辑最重要的职责是选择有价值的信息，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编辑不仅要解读事实，更要核实事

件，要学会在云山雾海的网络世界里过滤信息，廓清事实，做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纯工

作。首先，要选择符合编辑思路的稿件。把功夫下在看稿上，应做到七分选稿，三分编，不能

让不符合编辑思路的稿件勉强凑数，使媒体出现杂音。其次，要严格把关，慎重审核，对有疑

问的地方，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绝不能让假新闻蒙混过关。再次，还要当好主动编辑，根据一

个时期的宣传报道重点，精心策划、约稿、组稿。 

  假新闻的“灭火器”——制定相关法律条文。国外的政府早已注意到假新闻危害的严重

性，因此也开始采取相应的严厉惩罚措施。土耳其议会去年6月就通过一项互联网管制法令，

规定“对于发布虚假新闻、诽谤或类似内容的网站要处以8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而在美

国，在网上发布假新闻、假消息，罚款可以是上亿美元！鉴于此，一方面，我们呼唤新闻法早

日出台，对故意造假且后果严重者绳之以法；另一方面，作为受众的公民要有“维权”意识，

对那些发布假新闻的媒体诉诸法律。在这方面令人欣喜的是，香港演艺人协会不满狗仔队跟踪

偷拍，以协会会长梅艳芳为主的艺人，决定发起反击行动，此事得到600名艺人的签名支持。 

  假新闻的“清洁剂”——提高记者、编辑的职业道德素质和审美情趣，杜绝有偿新闻、关

系新闻，避免低级庸俗的猎奇。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因为记者、编辑而使媒体公信力所蒙受

的巨大损失。记者、编辑的职业道德水平不高，那么他在处理稿件时就会倾向于个人的私利，

无视新闻的真实性。有一些人仅仅是为了自己能扬名，未经核实抢发独家新闻，结果造成了新

闻失实。应该说抢发新闻本身并没有错，我们就是要提高新闻的时效性，但这必须建立在事实

清楚的基础上，否则造成虚假新闻以致名誉扫地的不仅仅是作假者本人了。在这方面，浙江省

城市媒体给我们带了一个好头。最近，浙江省21家城市类报纸在杭州共同签署了《浙江省城市

类报纸弘扬主旋律拒绝低俗自律公约》。这份公约共分八条：把握方向，力戒浮躁，切忌虚

假，抵制媚俗，拒绝乱“炒”，摒弃自大，竞争有序和反对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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