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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批评报道应如何开展？ 

时间：2002-8-16 20:57:43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董云平 王敬 乔蕤琳 阅读1311次

  

  有关医疗方面的报道，特别是批评方面的报道，是许多新闻工作者，特别是跑线记者较为

头疼的事。怎样让稿件既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又让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是一个需要技

巧、同时又需要功夫的一个技能。  

  作为一个曾经跑过医疗战线又做过一些有关批评报道的记者，在这里浅谈一些自己的心得

体会。  

  要想做好医疗方面的批评报道，首先要明确自己报道的目的，换而言之，就是要明确自己

要完成什么样的舆论监督使命。  

  概括起来，批评医疗方面的报道，无外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那么何时采用直接方式，何

时采用间接方式，也就是反题正做，就需要慎重、巧妙地考虑和运用。  

  笔者认为，对于那些个体的对人们身心造成伤害的行为，就应不讲情面。不然，就会助纣

为虐，也不符合新闻监督为人民服务的准则。  

  比如，笔者曾采写的稿件《追踪“张大佛”》。当时听说黑龙江省肇州县的巫医神汉张宪

林，现又堂而皇之地坐进了黑龙江省边防医院。通过明察暗访，发现他依然从事原来坑人害人

的把戏。笔者收集了大量的有关的以往的资料，通过多次的明察暗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

料，写出了第一篇稿件《追踪“张大佛”》。文章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

在张大佛那里求医的患者，纷纷离开那里，并给本报打来电话，感谢新闻监督，帮助他们及早

地走出了那个骗人的陷阱；还有在那里曾经误治的患者，纷纷来电来信，表示大快人心；还有

一些读者打来电话说，没想到在这样的医院，竟然还有这样的骗子，感谢给他们提了一个醒。

随后，笔者又作了《是谁将你“供”起来》的后续报道，直至《边防医院撤“庙”撵

“佛”》，张宪林灰溜溜地回了家。随后，黑龙江省卫生厅，向全省发出通知，取缔所有的

“张大佛”，开展医疗市场整顿工作，为报道作了一个完美的结尾。  

  之后不久，笔者又作了《省城医院里的怪现象》的系列报道，对省城里一些大医院里不合

理、不规范的现象作了一系列的披露和报道，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共鸣，被批评医院也都虚

心接受并做了整改。  

  当然，这种面对面的直截了当的批评性报道，必须保证新闻的真实性。笔者曾作过数十篇

的批评报道，从没有被批评者就事实的真实与否提出过质疑和争议。其方法就是，笔者在采访

的过程中，医患双方、有关人士和部门，都一一采访到，用事实说话。所以，往往稿件见报

了，有许多被批评者都心悦诚服地说，批评的好，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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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笔者认为，对于一些非故意而出现、发生的事故和问题，可以反题正做，有时能够

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达到批评报道做不到的结果。所以，这时不妨改变一下策略。  

  比如，笔者采写的《白科致死，红色警示》。笔者初步采访，获得的素材是，哈市患者白

科因车祸被送到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因为血库没有血而最后死在手术台上。按常规报道，应该

批评血库失职，没有准备充分的血浆，但采访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血库缺血已不是一时的

事，他们也有许多的无奈，因为正值由有偿献血向无偿献血的过渡阶段。由于宣传不到位等方

面的原因，人们无偿献血的意识还很淡漠，血荒现象是必然要出现的。于是笔者反题正做，变

批评报道为正面报道，突出哈市血库缺血的事实。稿子见报后，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热心

市民没有仅仅去关注追究血库的责任，而是纷纷来电来信，询问到哪里可以献血。之后，报社

和血站联合，搞了多次献血活动，广大市民非常积极参与到此项活动中。不止于此，笔者随后

连续发表的20余篇连续报道，扩大了市民无偿献血的宣传，哈尔滨市逐渐解决了缺血问题。  

  设想一下，假如当初文章若是从直接批评的角度去做，也会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效果

不会有这样好，而且还会将血站放到了群众的对立面，不利于血站今后工作的开展，想来市民

也不会很情愿的将自己的血很主动地捐献出去。  

  所以，在做批评报道的时候，还要慎重考虑它所产生的效果，所带来的影响，不要只图一

时之快。毕竟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法制的健全，让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在做反题正做的批评报道时，不是不批评有责任有问题者，不是姑息迁

就，而是通过用事实说话，使责任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失职，而且读者也会从中读懂读明

白。由于你的巧妙处理，会将问题的矛头指向实质，而不仅仅追究某个人的责任，有助于问题

的解决。 

■ 董云平老年日报  王敬黑龙江日报社 乔蕤琳哈尔滨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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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批评报道应如何开展？ 会员评论[共 1 篇] ╠

新闻的作用和目的不是“整事儿”，作者的这篇体会很能说明问题。怎样让新闻媒体成为社会进步的

“助推器”，有时要秉直坦言，有时要反题正作。总之，办好事、帮好忙是媒体的 [luyouz001于2002-8-

19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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