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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批评报道已越来越受到各新闻媒体的重视，因这些栏目敢讲真

话，关注民生，惩恶扬善，坚持真理而为受众所青睐。但应当看到，当进行批评报道时，记者

与被批评者往往处于对立面，这种矛盾激化时，容易产生消极的后果。因此，记者在进行批评

报道时，既要有扶正祛邪的正义感，又要讲求科学、合适的批评方法与技巧，促进问题的解决

和矛盾的转化，达到批评报道价值的最大实现。  

  一、找准批评报道的最佳切入点  

  在选择批评报道时，需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要贴近实际，贴近社会，寻找那些群众关

心、突出存在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是党和政府重视并急于解决的。因

此，批评报道要想获得范围广泛的舆论共鸣，就要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和政府急于解决的问

题结合起来。这个"结合"便是批评报道的"切入点"。近年来，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社

会上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迫切希望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党中央提出狠刹党内腐

败现象，这一主张概括了人民的普遍愿望，代表了群众的呼声。因此，选择这些典型事件予以

揭露批评，不仅反映了群众的呼声，也体现了党和政府的立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性，为批

评报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97年9月、10月间，群众对于309国道"三乱"反弹现象严重的反映较多。中央电视台《焦

点访谈》节目组记者深入到山西段后，以搭车人的身份进行随车采访，往返三次，行程700多

公里，了解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播出了《"罚"要依法》的批评报道。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极

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央领导曾多次打电话给公安

部、山西省委、省政府，要求迅速查处。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指示山西电视台从1997年11月26

日至28日在《山西新闻》节目中连续播了三天《"罚"要依法》。有7名违纪民警被清除或调离

公安队伍，对10名有关领导给予行政处分。一些常跑309国道的司机派代表到北京给记者送

上"斩三乱保国道畅通，除不平赢万众称颂"的锦旗。  

  能否找准批评报道的切入点，与记者自身素质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必须对党的方针、政

策、路线了然于胸，对党和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关心的、亟待解决的事情要心中有数；其次，要

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真正深入一线，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呼声。此外，批评报道还要有理有据，报深报透，使

每一环节都无懈可击。  

  二、把握事实的准确性与报道的客观性  

  从事批评报道，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揭露批评，目的是纠正错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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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这是新闻工作的有益功能。批评性报道最关键的是把事实弄清楚，以理服人，劝人为善。

因此，进行批评报道必须在占有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必须做实地调查，核

对事实；下笔时尤要谨慎，坚持辩论法，保持客观公正，避免"好则一好百好，坏则一无是

处"。否则，记者很可能为其作品"鲜明的倾向性"付出代价。如某报曾有一篇批评报道因拟了

一个不贴切的标题，结果打了几年官司。  

  在报道形式上，还要注意慎"说话"。有的记者爱用形容词定语句或用贬讽意味的修辞手

法，以加强报道气势，结果不但强化不了批评报道效果，还容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对报道

可信度产生怀疑。记者要善于用事实说话，善于多视角观察新闻事实，多方面调查取证，按照

客观中逻辑表露批评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做得较成功的有二例。一例是中央电视台曝光的四

平市钢丝绳厂，破产以后大量机器被倒卖，所得34万之中，干部吃喝竟花去5.5万元。工人连

续37个月未领工资，报销医药费则要排队等候，一位有30年工龄的脑血栓病人才报销了500多

元，可一位干部报销取暖费、医药费等却多达2600元。报道运用了生动的对比材料，让事实说

话，没有过多的指责，更没有乱扣帽子，既给被批评者反省的机会，又给观众留下思考的余

地。  

  三、追踪报道，形成强劲的舆论势力，并积极干预报道结果  

  批评报道的完成，往往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也应是有结果的报道。那种仅仅一批了事而

无下文的做法，是不可取甚至不负责任的。批评报道的宗旨是为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它

的着眼点永远都不应该是把某人批臭，使某单位难堪。人家接受了，处理了，改进了，就应加

以报道，把主动权还给被批评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记者在写批评报道时，不仅要对新闻事

件的结果有正确的预见性，还要积极干预报道结果，敦促新闻事件向积极方向转化。  

  1996年4月4日下午，南京电台收到听众反映，有些人在5个月前水利会战中"埋草筑堤"。

至今，草已烂在土中，人仍逍遥法外。获悉情况后，编辑部当即进行周密部署，并及时向市政

府有关部门通报情况。4月5日上午，记者随同分管农业的副市长赶到事故现场，并在当晚的新

闻节目中首次披露---《触目惊心"稻草堤"》。这一披露，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密

切关注：稻草怎么被埋入大堤的?范围有多大?如何惩办肇事者?怎样修复……等等。由于事态

最终解决需要过程，所以每一次报道相对而言都是不完整的，记者尽可能留下"'稻草堤'事件

本台将继续报道"的结尾，促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这则批评报道深刻抨击了"虚、假、哄、

骗"的恶劣作风，对倡导讲真话、办实事、讲实效、报实情的风尚，起到了积极作用。  

  记者进行批评报道，既要有"铁肩担道义"的胆识与勇气，又要有"妙手著文章"的方法和策

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反映问题，又解决矛盾的效果，实现批评报道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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