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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热点报道已成为传媒引导舆论的一种重要手段。热点问题报道在整个舆论导向中的

地位和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出来。 

  社会热点问题，一般具有时代性、挑战性、普遍性、敏感性、流变性的特征。搞好热点报

道，要借助于唯物辩证法，以科学、辩证、客观的思维方式来正确把握，要处理好如下一些关

系：热点问题，冷静思考；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共性着眼，个性着手；善于分析，解剖矛

盾；力戒片面，把握好“度”；端正动机，讲究效果。 

  近几年来，我国新闻界发生的一个可喜变化，就是不回避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通过热点

报道，加强了党、政府和人民的沟通与联系，增强了报道与群众的“贴近性”，在舆论引导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热点报道，已成为传媒引导舆论的一种重要手段。热点问题报道在整个舆论

导向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出来。 

  热点报道是在时代的呐喊中呱呱坠地的。因为改革开放是交织着各种矛盾的艰难曲折进

程，它把跌宕起伏的矛盾推到人们面前：大家既为市场的繁荣昌盛叫好，又为市场的变幻莫测

惊呼；既赞美市场经济的生机与活力，又痛恨“拜金主义”的风行；既为打破了“大锅饭”、

“铁饭碗”，不再捆在一起受穷而欢欣鼓舞，又为社会利益调整不匀、分配不公愤愤不平；在

新与旧的“夹缝”中，人们既有率先“吃螃蟹”的欢乐，又有扎刺卡喉的苦恼……总之，新旧

体制的磨擦，思想观念的冲撞，利益格局打破的失衡，使一个个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冒了出

来。在沸沸扬扬的舆论中，热点问题最引人注目，它矛盾复杂，是非莫辨，往往成为公众情绪

的“催化剂”，社会舆论的“牛鼻子”，涉及到整个舆论的走向。因此，搞好热点报道成为一

项紧迫的任务，摆到了媒体面前。 

  社会热点问题，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它迅

速反映客观世界的最新动向与最新趋势，在诸多的社会矛盾中，热点问题比较突出，使人无法

回避。二是挑战性，热点、难点问题，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显露，解决这些问

题有相当难度，对领导者与实际工作部门极富挑战性。三是普遍性，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

在的现象，有的还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四是敏感性，由

于是深层次矛盾的爆发，因此，多数热点问题相当敏感，是社会上一根“紧绷的弦”。五是流

变性，随着情况的发展与公众关注点的变化，热点问题也会转化，其自身有发生、发展、消退

的过程，今天是热点，明天就可能不是，又有新的热点问题取而代之。 

  从上述对热点问题产生的背景及其特性的分析中看出，热点问题的报道离不开对唯物辩证

法的正确把握。热点问题的报道，由于矛盾较多，是非难辨，涉及面广，透明度高，敏感性

强，因而报道难度很大。于是，它就要借助于给人以睿智的哲学，借助于唯物辩证法，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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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辩证、客观的思维方式来正确把握。 

  笔者认为，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报道，新闻工作要以辩证思维正确处理以下一些关系： 

  热点问题 冷静思考 

  冷与热是相对的，辩证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各种新现象、新矛盾、新动向的出现并不奇

怪，因为改革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开放之举不可能完美无缺，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

只是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因此，社会生活中出现诸多热点问题，如“下海经商

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价格战热”等等，可以说是不可避免

的。关键问题是，新闻媒介面对此起彼伏的热点问题，一方面，不能回避，要发挥主观能动

性，主动介入，积极捕捉，勇于触 及，如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王顾

左右而言它”，就是放弃了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另一方面，对热点问题要冷思考，要从全党

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对热点报道进行理性思考，周密部署，切不可头脑发热、草率从事。热

点问题往往因触及各种利益关系而变得十分敏感，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它是社会心态与公

众情绪的“晴雨表”。因此，新闻媒体首先要提高政治敏锐性与观察力，以政治家的眼光对热

点问题进行估量，尤其是对某一个时期的热点问题，要了解其各种议论、意见、建议及锋芒所

向，作出正确的判断；要正确把握热点问题的本质所在；要对报道之后可能对实际工作与受众

产生的影响与效果作前瞻性的估量；还要对产生热点问题的诸多因素及来龙去脉、发展趋势作

深入了解；对热点问题及其它事物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方面也要有全面了

解。 

  热点报道，涉及到报道对象的美丑、真假、善恶、好坏、利弊；涉及到伦理道德、价值趋

向、人文精神等内涵。对此，新闻媒介要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到拥护什么，反

对什么，褒什么，贬什么，提倡什么，鞭挞什么，旗帜鲜明，不能有半点含糊，这样，才能正

确地引导舆论。媒体对体现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要大力弘扬；对群众中正确的、积极的意见与

要求要在舆论上给予支持，使其成为社会的主流舆论；对阻碍改革、涣散人心、影响稳定的错

误言行要予以批驳，使其失去市场；对消极、落后的认识要予以疏导。总之，对热点报道中涉

及到的不同情况、不同问题，要区别对待，分析鉴别，做到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媒体要立足全局，把热点问题选准选好。哪些问题要突出报道，哪些问题暂不宜报道，哪

些问题要大声疾呼，哪些问题则淡化处理，哪些问题要“加热”，哪些问题要“降温”，都要

从纵览全局的高度去正确把握。在选择热点问题报道时，必须考虑到是否具备解决问题的条

件。如果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只是由于不重视或认识上的歧见而久拖不决，就要靠舆论的力

量来加以推动。如果问题确实存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一段时期内还没有解决问题

的可能性，媒体如不顾客观实际，凭一时主观冲动，为其推波助澜，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

而会激化矛盾，使问题复杂化，影响社会稳定。总之，要从实际出发，帮忙不添乱，切不可为

追求“轰动效应”，去盲目地“炒”新闻，给实际工作添乱。有些社会问题本来不该“热”，

新闻媒体就不能盲目起哄，应该在舆论上泼点凉水。一段时期，社会上曾出现一股“追星

热”，出现了一批“追星族”，他们追的是歌星、舞星、笑星、球星，有的人追到如痴如迷的

程度。而对科技之星、教育之星，则毫无兴趣，有的发烧友、追星族，甚至连邓稼先、袁隆平

等杰出科学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媒体热衷于报道歌星、

影星的所谓名人轶事有密切关系。有的媒体采编人员头脑发热，在版面、荧屏上充斥着这些明

星的奇闻秘事，而对推动社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及人文工作者则宣传甚少。可见，媒体

工作者一定要头脑冷静，不该“热”的问题不能人为炒热，即使社会上“热”，舆论上也要冷

下来；而该“热”的问题不能态度冷漠，缄默不言。 

  热点问题报道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因此，新闻媒体一方面要把领导机关

有关解决热点问题的考虑、决策、部署，及时加以传播，起“上情下达”的作用；另一方面要

把广大群众的意见、要求、呼声，及时在媒体上反映出来，起“下情上传”的作用，而且要把



“上情下达”与“下情上传”相互融合起来，使党的决策与人民的愿望得到有机统一。冷静地

把握好热点报道，媒体要“吃透”两头，既要“吃透”上头的精神，通晓中央的路线方针政

策，把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又要“吃透”下头情况，深入实际，扎根群众，体察民情，了解

民生。 

  近几年来，有些新闻媒体在热点问题报道中探索出了把“上头”与“下头”结合起来的有

效方法，即把中央关注的重点、实际工作部门的难点同群众关注的热点结合起来报道，增强了

与群众的贴近性，发挥了舆论引导的威力。许多记者住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大问

题，从群众关注的视角切入，深入调查缜密思考，深挖新闻主题，出现了一批既体现中央精

神，又贴近群众的力作。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收视率之所以高，主要是由于报道内容与

实际工作紧密相连，大胆切入热点问题，与群众贴心，善于把领导的关注点，党和政府工作的

重点和群众的要求、利益有机结合，融会贯通，从而使报道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用这种思路

和方法报道热点问题，就能使我们的报道既符合中央的方针决策，符合工作实际，又符合群众

的愿望和利益。 

  透过现象 抓住本质 

  社会上的热点问题，首先是从人们直接感知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的。这些现象裸露

在事物的表层，直接呈现在人们感官之前。记者认识热点问题，也是从多次重复感受这些现象

为起点，从感性认识开始“入门”的。因此，在热点报道中，记者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敏感

地抓住这些反映各种新动向、新事物、新苗头、新问题的现象，再从现象开始，步步深入。 

  现象是事物的外在形式，具有表层性、肤浅性、流变性等特征。本质则是隐藏在各种现象

之中，是事物比较稳定深刻的内涵。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

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①

因此，在热点报道中，我们不能满足于抓现象，而是要从现象入手，层层剥笋，牢牢抓住事物

的本质。许多成功的热点问题报道，都是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局部到整体，从事物的

外部联系深入到事物的内核，通过事实的交融升华，揭示事物本质，从而帮助人们获得对热点

问题的规律性认识，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如《经济日报》关于“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

从众说纷纭的关广梅现象着手，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心理上引起的强烈震动这个要害，

从而通过报道，推进了新旧体制转换与人们观念的更新。再如有的关于“开发区热”的报道，

记者从分析“开发区热”这个现象入手，深究原因，原来有的地方之所以开而不发，形成土地

荒芜，是由于少数干部作风不正，认为开发区抓得越多，政绩就越突出，所谓“数字背后出政

绩，政绩背后出干部”，这就触及到了现行干部任用制度上的弊端，可谓入木三分。  现象

与本质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的现象能反映本质，有的现象不反映本质，如假象也是一种现象，

它给人一种与本质相反的印象。因此，不触及本质的热点 

报道，只能是社会现象的罗列与堆积。不善于识别和剔除假象的报道，或被假象牵着鼻子走，

只能对受众产生误导。如过去对热点事件“渤海二号”翻船事件的报道，有的就被假象蒙蔽了

眼睛，认为翻船是由于“气象恶劣”，“风大浪高”，而领导者则“指挥无误”，“抢救英

勇”，因而出现了这样的大事故，还要评功摆好，搞什么“大评比、大总结、大表扬”，把

“丧事当喜事办”。有的报道则透过这些现象，对沉船事件作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隐藏在事

件背后的最本质的原因———极左思潮，把报道的锋芒指向在经济工作中不讲科学态度，不按

经济规律办事，一味盲目蛮干的“顽症”上，从而使报道的意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使更多的

经济工作者从这一惨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显然，前者的报道是用假象掩盖了事物本质，使受

众误入歧途，而后者的报道则透过假象，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从而使报道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

用。 

  共性着眼 个性着手 

  在热点报道中，要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与矛盾特殊性即个性的辩证关系。人们认识



事物的时候，首先是从个性开始。社会热点问题，由于吸引了千百万人的视线，因此，具有鲜

明的个性特征。抓热点，首先要抓矛盾的特殊性，这既是认识规律，又是新闻规律。如果媒体

报道的问题平淡无奇，缺乏显著性与鲜明性，缺乏典型意义，报道了也不会产生社会影响，所

以，热点报道应从事物的特殊性着手。 

  然而，事物的个性是离不开共性的。记者在进行热点报道时，一定要高屋建瓴，善于从全

局上衡量被报道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指导意义。对热点问题的报道，首先要抓准

“点”，这个“点”如果没有时代意义，没有代表性，没有体现共性，那就失去了报道价值。

大千世界充满着各种矛盾与冲突，大至局部战争，小至邻里纷争，都可形成热点问题。因此，

在众多的热点问题中，我们要认真加以鉴别与分析，哪些问题具有矛盾的普遍性，既是领导机

关关注的，又是实际工作部门瞩目的，更是群众议论纷纷的，其显露的倾向具有普遍性，其蕴

含的实质具有指导性，报道后可起到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比如，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

于股市的通信》，对股票这个社会热点抓得很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股票，作为改革开放

中出现的新事物，大家认识不一，议论纷纷。对股市，有的疯狂投入，有的迷茫观望，有的害

怕抱怨，股市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记者围绕这个热点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

股市作了全方位分析，对群众议论纷纷的问题，作出了有深度、有说服力的解答，起到了释疑

解惑的作用。可见，热点问题，一定要从个性着手，从共性着眼，把宏观与微观巧妙地结合起

来。记者要善于从总体上和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去把握热点问题报道。列宁说：“如果不是从全

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

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②如果热点报道选择的是个别的、孤立的、偶然的事实，割裂

了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就事论事式地去报道，只能使受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善于分析 解剖矛盾 

  毛泽东同志说，分析好，大有益。热点问题报道在抓住事物的本质后，要下功夫把“质”

分析好。记者要善于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社会热点的来龙

去脉、前因后果作深刻的分析。分析的过程，就是解剖矛盾的过程，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过

程，分析得好，就引导得好，对受众起明事悟理、化解矛盾的作用。如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带来

了下岗职工骤增，围绕这个热点问题，新闻媒体通过大量报道作了多侧面分析，说明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下岗和再就业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

结果，党和政府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并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再就业问题。下岗人员自身也要转

变观念，调整择业心态。这样，疏解了社会矛盾，使群众心顺气畅。 

  在热点报道中，我们要摒弃线性单一因果律的思维方式。构成社会热点的因果关系是比较

复杂的，不能用“非此即彼”、“一因一果”的报道方式来反映。  记者要把报道对象看作

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多要素构成，具有多维空间的整体，而不仅仅看作是一个点，一条线或一

个侧面。要对热点问题进行全方位“扫描”，从上下、内外、前后、纵横、正反各个方面分

析，充分揭示热点问题的丰富内涵及发展趋向，使热点报道闪烁思辩的光彩。如新华社播发的

《从物价看国情》的报道，不是简单地去论证政府提高某些商品价格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是

把物价的诸多问题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抓住这个热点问题，联系中国国情，从各个侧面作

分析，使受众感到报道讲了实情，说了真话，均在情理之中，从而加深了对政府出台改革措施

的理解。 

  力戒片面 把握好“度” 

  热点问题的报道，要讲究科学性，力戒片面性，关键的问题是把握好“度”。要坚持唯物

辩证法，用全面、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其反

面；既要看到事物的主流，又要看到其支流；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要看到次要矛盾；既要看

到事物的现状，又要预测其发展前景。  哲学上所说的“度”，指的是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

界限。因此，在报道热点问题时，要讲究分寸、角度、时机，把握火候，既避免“不及”，又

 



力戒“过头”，要提高引导艺术。任何事物都有极限，突破了上限或下限，就要导致谬误。如

在热点问题物价的宣传上，我们不能把稳定物价绝对化，稳定物价不等于冻结物价，价格总水

平的上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增幅不可过大，不能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如果强调稳定物

价时“过火”到物价冻结的程度，而强调提价时又到了宣传大幅猛涨也不可怕的程度，那就失

去了“度”。热点问题报道的角度选择要科学。任何一个热点问题的报道切入口较多，要善于

选择揭示事物内部联系与本质规律的切入口，寻找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入口，

选择与群众贴近，以群众的视角为切入口。 

  端正动机 讲究效果 

  在热点问题的报道中，始终存在着动机与效果是否一致的问题。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论者。动机，是报道主体的主观愿望，效果是热点报道产生的社会效益。热点报道要寻求的就

是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辩证统一的途径，也就是从良好的愿望、正确的动机出发，最终使热点

报道产生正面影响力，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推动工作，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般来说，热点报道的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但由于思想认识的差异或报道的思路、角

度、分寸、火候等把握不当，也会出现两者相悖的情况。在主观动机方面，媒体要注意防止出

现以下一些情况：一是为了追求所谓“亮点”与“卖点”，迎合社会上少数人的不健康心理或

不良倾向，把“摆富比阔”、明星轶事、暴力凶杀、桃色新闻当作所谓热点，大肆宣扬，有的

甚至宣扬“伪科学”，热衷于传播命运、星座、占卜等封建愚昧的东西，污染了社会风气。二

是要防止为了某行业、某地区的一些局部利益或眼前利益，把不该热的问题“炒热”，结果损

害了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三是感情用事，缺少理性思考，报道上简单化、片面性，把握“失

度”，满足于渲泄情绪，光顾痛快淋漓，不顾社会影响。如去年发生的清华大学一位学生伤熊

事件，媒体作了密集式报道，有的报道片面武断，把这一事件原因归结为“忽视人文教育的恶

果”，有的在法律机构没作出任何评价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审判”，报道认定伤熊事件“严

重触犯了法律”，“要严惩犯罪嫌疑人”，在社会上造成了负面影响。四是煽情主义，爆炒新

闻，人为制造所谓热点。 

  少数媒体不作深入调查研究，不是在倾听实际工作部门意见与群众的呼声中发现热点，而

是关门想点子，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炒”得沸沸扬扬，在受众中造成逆反心理。 

  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检验其效果的客观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检验热点报道的效果

也是如此，主要看报道在社会实践和广大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力。热点报道大体分以下几类：一

是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的新事物、新思想、新风尚。二是在改革开放中一些急需解决的深

层次问题。三是社会转型时期，人民群众感到疑虑，把握不准的问题。四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检验这些不同类型的热点报道的客观效果，就要看新闻媒体通过发

挥主观能动性，对体现时代精神与反映生活本质主流的新事物、新经验是否得到了广泛传播与

弘扬；对群众关注的一些心存疑虑的问题是否作出了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解答，起到了释疑解

惑、理顺情绪的作用；通过新闻舆论是否推动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的解

决；一些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通过报道是否发挥了疏导、缓解的作用，一些有条件解决的

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对社会上假、丑、恶的东西是否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起到了分清是

非，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作用。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列宁选集》第2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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