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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张正义 平心论是否——《午间半小时》批评报道特色分析 

作者： 饶立华  

关键词： 批评报道 午间半小时┊阅读：478次┊ 

批评报道是新闻媒介舆论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它针砭时弊，明辨是否，伸张正义，对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具有极大的

推动作用。批评报道又是新闻报道中最见功力的报道形式之一，它要求记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较高的政策水平，

不怕困难的勇气和深入细致、机智灵活的采访艺术。《午间半小时》的批评报道搞得有声有色，多次获国家级和部级奖

项，分析起来，《午间半小时》的批评报道具有如下特色： 

一、发挥录音报道的优势 

搞好批评报道尤其要强调事实准确，批评报道如果失实，会给报道对象带来极大的伤害，不仅起不到批评的作用，还会

极大地影响媒介的威信。另一方面，批评报道中哪怕是细技末节上的任何一点失实都会影响批评的效果，无理搅三分，

得理不让人的被批评者更会纠缠不休。故而搞批评报道，在采访写作上要慎之又慎。广播的录音报道在这一点上具有优

势，现场录音的真实性和实证性使报道的事实无懈可击。请看《午间半小时》1991年7月28日批评铁路行业不正之风的报

道。 

火车上卧铺票难买，卧铺票都到哪里去了？记者登上开往满洲里的389次列车，亲眼看见关系票、走后门。“他们如愿以

偿了，其他等票的旅客呢？”报道播放了对乘客和乘务员的采访录音。其中有这样一段： 

问：您多大年纪？ 

答：我今年63岁，是哈尔滨市纪委的离休干部，叫刘魁仁。……我到8号车箱去排队，我是第2号……有人就告诉我你别

在这傻等了，去上前边车箱找车长……我去了拿着我的工作证、介绍信和荣誉证，车长一看说：你看我手里这些条子，

都是我的上级，都批来了，我解决不了，现在一个也没有了。 

（列车宣传《铁路法》广播声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991年5月1日起实行，标志着铁路进入法制的一个新时

期……） 

（出记者采访乘务员音响） 

问：您贵姓？ 

答：免贵姓陆，是这儿乘务员。 

问：一般咱们这补票还是尽量照顾一些领导是吧？ 

答：可着重点，对！ 

问：重点是什么意思，指哪方面？ 

答：有首长啦？领导啦？伤残孕重点旅客。 

问：我刚才看你们车长补票基本上都是用条子，十来个条子，是吧？ 

答：那就是领导的，先给领导的，上面的领导需要办理的。 

问：有的挺年轻的也不像领导的样子？ 

答：领导的条子，领导的关系在这儿呢。 

（渐出《铁路法》播音：《铁路法》在调整铁路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坚持人民铁路为人民，人民铁路人民爱的立法宗

旨，为正确处理铁路运输企业为铁路旅客货主之间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做到义务对等……） 

乘客的“以身说法”，乘务员的“实言相告”和高声播放的《铁路法》交叉编排，两相对照，是否立判，记者无须多

言。 

《午间半小时》的记者自觉地运用广播报道的这一优势，深入采访，精心编排，极大地提高了批评报道的客观性和说服

力。 

二、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层剖析 

社会问题往往错综复杂，现象的背后往往有深刻的原因。《午间半小时》的批评报到不停留在现象层次上，而是长于分

析，深入剖析。 

1994年8月8日播出的《万里行中谈质量》，分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棉花收购中的等级虚高和等级混杂，一个是油田原

有原油盗现象严重，这两个问题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但是，棉花收购是按国家计划调拨，收购机构挺健全的，究竟是哪个环境出了问题？记者深入采访后了解到，棉花大战

主要是在省与省、县与县以及各个基层收购站之间进行，在棉花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谁掌握了棉花资源谁就有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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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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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了小部门和个人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是造成棉花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对这个问

题的态度，常德市主管这一工作的副市长说：“我常德地区对全省的贡献最大，现在我受的处罚最大。”云云。 

油田原油被盗的现象已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一个月内，华北石油管理局560口油井被不法分子放油197井次，损失原油

490吨，干警和工人一年被打伤几十人。在油田附近，散落着一座座小炼油炉，在安束公路短短两公里半的道路两旁，就

有二百多座小炼油炉。这些小炼油炉以盗来的原油为原料，它们为什么能够存在，甚至有增无减？记者深入采访了解

到，它们不仅使农民获利，还使村里、乡里获利，甚至关系到县里的税收。 

一层一层地剖析，一个棉花，一个土炼油，追究起原因来又是多么相似：地方保护主义成为许多违法行为的保护伞。 

这样的批评真正批到了点自上。 

1996年12月31日播出的《承诺之后》也以善于分析见长。在对服务承诺制的一片叫好声中，报道冷静客观地分析了承诺

制存在的问题，它以有说服力的事实为依托，对只承不诺、监督办法可操作性差、制度不配套、承诺概念不清、出现问

题后搪塞推责、没有法律保证等问题进行了剖析，事实典型，分析有力，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对承诺制的进一步

完善极具建设意义。 

三、直接干预生活，促使问题解决 

新闻媒介不是行政单位，一般不直接参与问题的解决。但是，在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强、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今

天，对带有普遍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记者以亲身介入的方式进行采访，以公开曝光的方式促使其解决，已成为新闻媒

介经常使用的方法。 

《午间半小时》1997年3月17日播出的《拦车截客法理难容——浙赣国道千里采访纪实》是这样做的： 

浙赣国道上一些客车饭店敲诈过往乘客的现象非常严重，一车乘客坐车十三个小时，竟被迫吃了七餐饭。记者沿线采

访，亲眼目睹了客车被拦截的情景，为了打击这些不法之徒，记者驱车赶往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但值班民警却说发案处

不属他们管。记者亮明了中央台记者的身份，请求他们去办案，二十分重后，一同赶往现场，客车已被放走了，显然是

有人报了信。记者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拦车和派出所有关系。对此，《午间半小时》做了公开曝光。在节目播出之前，记

者特意打电话给丽水地委，希望主管领导听一听节目，中午节目播出，下午又打电话到丽水地委，书记出差去了。拦车

敲诈乘客的现象如此严重，地方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续节目把和丽水地委的电话录音和盘托出。在第一次节目播

出的当天下午，遂昌县主管政法的副书记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第二天，辖地派出所传来了对此事的处理结果，责令这家

客店停业。这一结果远不能令人满意，公路沿线强行截客不是一家两家，也不是一天两天。后续报道继续播出了全国各

地听众对此事的强烈反映，在节目的结尾，则播出了节目发播前收到的遂昌县公安局发来的电传、遂昌县公安局的工作

组已进驻新路湾镇，开始对这一段公路沿线的路边店清理整治，并与20家店主签订了“十不准”责任状。 

可以看出，新闻媒介的干预是这一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的关键。这一批评报道大快人心，对浙赣国道沿线的治安，对社会

的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四、让对立的双方充分发表意见 

批评报道往往涉及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涉及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对立的双方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使报道

客观公正，在采访中要兼听并蓄，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在报道中也要给双方说话的机会，尤其是对复杂的问题，更要使

矛盾的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在意见展开的过程中，是否自有公论。 

《午间半小时》1997年8月2日至8月5日播出的系列广播《来自桫椤保护区的报道》就是这样做的。 

桫椤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树种，被科学界称为“活化石”。贵州省赤水市桫椤保护区发生了一起乱砍乱伐的案子，已

经一年了，肇事者——楠竹林场不但未受制裁，还在上告市政府，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林场是森工企业，对森林有产权和管理权，按照《森林法》有权对所属林木进行砍伐。自然保护区是省管机构，按照

《环境保护法》负责森林的生态保护，林场砍伐树木应该经过保护区的批准。砍伐事件发生后，赤水市政府理应协调，

但林场有林场的上级单位，不服市政府管理，并向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赤水国家级桫椤自然保护区依法确定国营葫市楠

竹林场管理的紧急请示》。报道以采访录音的方式，让林场、保护区、市政府三方各自发自己的意见。报道分四次连续

播出，林场、保护区、市政府的意见各占一系列的环保法规，但落实起来很困难，生态保护工作难度很大。这是一个在

全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加大环保的宣传力度，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保法规，并辅之以一定

的行政手段。报道在结尾处说道：“像贵州赤水自然保护区里发生的问题，我想，在我们国家其他一些保护区里也存

在，老百姓要生活，每个部门又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到底应该怎么办？有关部门要制定出更加合理的法规，而作为生

活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是不是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变一变呢？” 

在这篇报道中，不同意见的展开，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报道没有简单化地批评某一方，它的结论也没有强

加于人，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引导人们思考这一问题。问题虽然仍没有解决，但端正思想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报道发

挥了新闻媒介设置议题功能和社会预警功能，引起人们注意和研究环境和生态保护。在改革的浪潮中，在现代社会快速

的发展变化中，这样的批评报道更具有时代特色。 

载于《中国新闻媒介名莫栏从属》《午间半小时精粹》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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