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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

和单位调研时提出的要求。怎样"贴近"？这成为各级党报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党报作为党委机关报，顾名思议姓"党"。它必须讲党性，必须"政治家办报"。但作为一种媒

体，它又必须按新闻规律办事，必须按新闻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知识性和趣味

性的要求取舍新闻。实践证明，简单地强调"党性"和服从，就必然导致"官场化"，这不仅淹没

党的声音，更淹没读者的兴趣；相反，过分强调"卖点"，甚至炒作新闻，就必然导致导向错

误，两者的结果只能是远离实际，远离群众，远离生活。要做到两者的和谐统一，就必须

在"贴近"上下功夫。要"贴近"就必须讲究艺术，只有让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才会有理想的教

育引导效果。 

    一、讲究"视角"艺术。 

    "视角"简言之就是看的角度。而"视觉"，则是看的感受。"视角"不同，"视觉"当然就不一

样。这就告诉我们，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事实的"视角"决定新闻所产生的"视觉"。 

    当前，党报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普遍存在视角僵化现象。表现在选题、取材和版面上，就

是从领导视角多，群众视角少；从宣传视角多，新闻视角少；从干部政绩视角多、群众利益视

角少。这种视角的僵化，产生了"视觉"的不良，客观上阻碍着报纸"贴近"。 

"视角"决定"视觉"，要"贴近"就必须转变"视角"。转变"视角"就要研究社会，研究读者。有人

对一些读者进行过调查，在"谈谈你对党报新闻报道的看法"时，几乎都抱怨：会议太多，文章

太长，活泼不足，严肃有余，没啥看头。虽然此调查不尽全面，有些抱怨也许偏颇。但它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地市党报存在的"视角"僵化问题。 

    围绕群众提出的问题转变"视角"，这成为党报的迫切任务。近段时间来，中共韶关市委机

关报《韶关日报》，针对存在的问题，在市委和市政府支持下，就转变"视角"进行了一些尝

试，如制定《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的规定》，将中央、省和市党政、人大、政协以及

行业、部门等会议按重要、一般分为四级，一级会议在第一版重要位置报道，一般会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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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情况在第二版开辟"会议消息"栏目作简要报道。中央、省和市有关政策的报道则开辟"国

计民生新闻快递"栏目，根据本地区群众的需要作摘要报道。对领导活动的报道，主要按新闻

价值的要求选其重点或侧面进行报道。这种"视角"的转换，有效地把版面让给群众，得到

了"上""下"的认可。  

    "视觉"源于"视角"，要人们有良好的"视觉"，就要求我们有平民"视角"，亲民"视角"。前

段时间，《韶关日报》曾刊登一篇消息：《交通违章，该罚！》。消息刊出后，接到了读者打

来的电话，说交通违章也要视情况分别处理，如有些新运行的单行线，群众不了解走错了，交

警就应该先提醒，不要轻易动用处罚权。可见，作为地市党报，在面对新闻事实时，应多从群

众的视角考虑问题，不要人家怎么喊就跟着喊，这样群众就不会有认同感。同样是报道有关交

警的新闻，《韶关日报》的另一篇消息：《路标不明  司机叫苦》给人的"视觉"就不同。这是

一篇反映某十字路口因路标含糊，导致许多司机走错路的消息，见报后，促使交警部门很快改

进了路标。后来读者就打来电话表示赞赏。这就是平民"视角"和亲民"视角"带来的良好"视

觉"。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党报要巩固其地位，"视角"就不应是僵化

的，而应是多方位的：要 从"上" ，也要从"下"，要反映党的声音，也要反映群众的心声。要

有政治视角、公众视角和群众视角，要左观右看，横看竖看，宏观微观，只有这样，党报

的"视觉"才有效力，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才能得到发挥。 

     二、讲究"深入"艺术 

    "深入"是"贴近"的重要手段。有人把"深入"简单地理解为下乡，一讲深入，就说一年下乡

多少天，但问到具体情况，却又迷惘了。的确，"深入"是有目的的，我们这里说的"深入"，就

是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深入"首先要培养对人民群众血肉般的情感。没有情感，"深入"就是一句空话。看看近年

来一些党报出现的"官场化"、"商业化"、"都市化"等一系列问题，不就是情感危机所产生的问

题吗！前段时间，笔者在一乡镇发现一份由该镇办公室编印的《农村信息》，该镇负责人介

绍，他们根据群众不同季节、不同农时的需要，开辟"施肥要诀"、"除虫要诀"、"致富新窍

门"、"农家乐"等栏目，摘编一些农业科技和农村生活信息赠送给每家每户，每月一期，很受

农民欢迎。而我们有些地市党报，却对农民的迫切需求不闻不问。为什么有些地市党报不受农

民欢迎，为什么进不了千家万户，这正是"官场化"、"商业化"、"都市化"使报纸脱离生活、脱

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苦果啊！ 

  

    党报尤其是地市党报面向农村，它的读者在农村，其事业的根基在农村。培养对农村的情

感，对农民的情感，这是新形势下地市党报新闻工作者迫切需要补上的一课。 

其次要增强触角。一段时间以来，有人鼓吹"精英"办报、记者办报，忽略了广大通讯员的作

用。诚然，"精英"有通讯员所不及的写作技术，但"精英"如果没有我广大通讯员作为触角，其

技术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应该说，《韶关日报》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笔者就与许

多通讯员有密切的联系。如《抓阄选出的社主任犯愁了》、《双休日下乡扰民  七干部赔礼道

歉》、《四妇女凑资为数千只珍禽赎身》等受到群众好评的新闻作品就是来源于通信员提供的

信息。所以，一个新闻工作者，一张报纸，如果没有深入的触角，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 

    第三要有换位思考意识。有一次，笔者到翁源县江尾镇采访，该镇就提倡干部在工作中要

与农民换位思考。结果干部换成了农民，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这句话得到了落实。笔者在

编审稿件时，也自觉地换位思考，如最近笔者编审一组关于弱势群体的稿件，就是按照"群众

利益无小事"，站在弱势群体位置，呼吁社会援助，结果《请关心 4050下岗职工》、《特困职

工子女待援》、《对下岗职工要扶上马送一程》等，都上了《韶关日报》第一版的重要位置。

可见，地市党报新闻工作者，如果都能自觉地与群众换位思考，"贴近"自然就没有了障碍。 



    三、讲究"干预"艺术 

    "干预"就是过问别人的事。地市党报干预生活、干预社会主要通过报道、评价、监督、服

务等手段来实现。 

    目前，有些党报干预生活、干预社会显得软弱乏力，报道、评价、监督、服务等方面存在

诸多问题，如有偿新闻、假新闻充斥版面，言论缺失、思想混乱，嗅觉不灵、行为不端，信息

不良、唯利是图等等，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党报怎样发挥"干预"功能？笔者认为一要大胆，二要有章法。大胆不是妄为，要掌握党的

方针政策，掌握国家法规，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对现实生活进行旗帜鲜明，毫不

含糊的评价。章法就是有制度、有办法、有效果。 

    《韶关日报》近来在发挥"干预"功能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首先是学习。要求党委、编

委成员和每一个采编人员自定学习计划，采取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的办法，自觉加强政治理

论和业务素质修养。其次是围绕"贴近"规范版面和内容。第一版要闻版开辟了《好头条大

赛》、《好通讯大赛》、《昨日新闻》、《独家新闻》、《北江絮语》等栏目，要求要有"五

个 一"，即"一篇好头条、一篇好言论、一篇好通讯、一篇好消息、一张好照片"。第二版要经

营好"三个栏目"，即《国计民生新闻快递》、《百姓茶座》、《乡镇传真》。还有《法制》、

《读者来信》、《韶城新闻》版的"法律咨询"、"忏悔录"、"立此存照"、"群众呼声""市民论

事"等等，都围绕"贴近"下功夫， "干预"作用有所增强。第三是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大胆"干预"。例如最近刊发的《手机家电成投诉热点》、《当心豆制品害人》、《这些旧皮鞋

从哪里来？》，围绕当前出现的手机家电质量问题、豆制品质量问题、旧皮鞋惊现街头问题进

行了报道和评价；《别让花蕾飘零街头》则围绕韶城街头出现的未成年卖花女问题进行干预；

还有《别让红绿灯睡了》、《赤膊上街不文明》等等，这些干预性报道起到了教育群众，明辨

是非，促进问题解决的作用，受到群众的好评。 

    "干预"是党报发挥作用的有效手段。新闻报道干预生活，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反映，表现生

活的真善美，鞭鞑假丑恶，实际上也是对生活的一种评价。评价则是报纸对生活以及社会的评

论，是党报思想的集中体现，它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达到教育群众、引导舆论，引导社

会的目的。监督就是对生活的察看和督促，它通过对有违群众意愿，有违时代发展规律的人和

事的揭露和批判，树立正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服务就是根据群众和社会需要提供及时的信

息，要求真实、权威、健康而有针对性。可以说，检验一张报纸是否"贴近"，关键是看其"干

预"作用是否发挥。 

    "贴近"是地市党报的本质属性。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凝聚

全国人民的力量。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地市党报，团结、发动、教育、引导群众积极投身这

一伟大事业是义不容辞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贴近些，再贴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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