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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当年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郑重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学术语后，媒体对弱

势群体的新闻报道更多了，除了一部分是报道政府救助政策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弱势群

体生活的新闻故事。但有些记者反而在这些反映弱势群体生活的报道中忽视了新闻的人文关

怀。 

新闻媒体在对弱势群体进行报道时，往往采用连续报道或跟踪报道的方式深入挖掘新闻事件，

有时候甚至接下来发生的新闻故事都是由新闻媒体“制造”的。例如：2002年9月16日，某晚

报记者发现了在燕江路附近老虎山上住着的一位拄着拐杖的残疾人后，在报纸显著位置报道了

这位“山顶洞人”王朝华穴居南京老虎山一事，引起南京市民广泛关注。同日，记者和宝塔桥

派出所将王朝华接下了山，结束了他3年的穴居生活。在该报记者和社会各界关注下，王朝华

到达昆明，昆明《都市时报》记者也介入这一新闻事件，不仅给王朝华买了月饼共度中秋，第

二天还为他买了去马关县的汽车票并与当地的镇派出所取得了联系。 

每年9月，贫困大学生入学问题也一度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有些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呼吁

社会帮助外，还组织这些贫困大学生直面公众，接受社会捐助。 

媒体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呼吁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往往能起到直接有效的作用，而且

对引导公民的价值取向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也相信，绝大部分

记者是怀着非常真诚地帮助弱者的心态去采访报道他们的，可相对于强势群体来说，弱势群体

本来就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困难和不

利境地的公民，而且经济贫困或竞争能力低到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他们承受的生存压力和心

理压力本来就已经够大的了。但新闻媒体往往会为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公众的知情权，对弱势群

体的生活进行直接描述、以大幅照片直观反映他们的生活或问一些他们不愿回答的问题，而弱

势群体往往会因为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帮助而不得不配合媒体的需要。革晚报的记者在第一篇报

道中就这样写道：他（张朝华）很怕陌生人到他的洞里来，他现在对很多人都不信任……既便

如此，该记者还是深入到了他的“家”中。贫困大学生是非常需要社会的帮助，但他们可能并

不喜欢媒体对他们的住址、姓名等报道得过于详细，也不太喜欢走上街头去接受援助。因为对

于成功者来说，他们可能希望被更多人知道，但对于弱者来说，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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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向别人表明自己是弱者。甚至在称呼上，记者往往也会区别对待，对成功者尊称为某先生某

女士，但对弱者则称一声老王老张等等。因此，在这些新闻事件中，应该说新闻媒体的作用对

弱势群体的帮助非常大，但新闻记者不能因为自己是强势群体和新闻的需要，就可以擅自为弱

势群体作决定和安排。在类似的新闻报道中，记者更应考虑到自己的新闻用词、报道手法等有

没有在无形中造成对被报道者的伤害；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媒体也应重新审视自己所应

担负的社会责任，确认一下这些新闻报道有没有充分考虑和顾及被报道者本人及其亲人的感

情。 

对弱势群体进行新闻报道，被报道者往往能在媒体的力量下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媒体也可以

通过这些报道来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这本来可以使两者达到双赢的效果。但什么样的新闻更

能打动人心？难道我们必须以牺牲新闻的人文关怀来达到它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

是对媒体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的最好写照，也是人文关怀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的最好诠释。 

廖玒在人民网2002年5月29日的人民时评栏目发表的《从一张空难图片看新闻的人文关怀》里

写道：和记者、编辑以及媒体在新闻竞争中的成就感比起来，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这也是一

个媒体文明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在媒体成就感、公众知情权和人文精神之间，包括

我们编辑和记者在内的新闻从业人员都应设法找到一个合理的、尊重他人的平衡点，而不应让

媒体善意的帮助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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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更需要新闻的人文关怀 会员评论[共 1 篇] ╠

以人为本第一位！！ [猪鹿蝶于2004-3-10发表] 

 

╣ 我要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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