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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电视新闻从更深的层次关注民生 
——从玉溪电视台的一次改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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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分设是当下电视新闻界的习惯做法。这一现象下面隐藏着不少亟待

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结合玉溪电视台的一次改革实践，来谈谈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融和与

统一问题，谈谈电视新闻如何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2006年年初，地处滇中的玉溪电视台静悄悄地推出了一项改版措施。将有着近20年历史的时政

新闻类《玉溪新闻》与民生新闻栏目《关注》合而为一，重新策划推出了一档仍然以《玉溪新

闻》为名的25分钟的综合性新闻节目。 

改版是悄然进行的，但屏幕上的动静却不小。一连几天，《玉溪新闻》的头条新闻都是对刚刚

竣工的聂耳文化广场上不文明行为的暴光，甚至连市里一些重要会议都往后排。同以往不一样

的是，新闻在对不文明行为暴光的同时，也在征求市民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同

时每期节目都公布新闻热线，邀请市民献计献策。 

玉溪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开始响个不停，退休干部、政协委员、普通市民甚至中小学生都参与进

来了。短短一周时间共征集到市民的意见、建议90多条。这些意见全部通过采访或是口播形式

播发出去。有关部门也坐不住了，建设、管理单位主动接受采访，谈为目前在管理上遇到的困

难不。表示要吸收市民意见，在工程附属设施建设仍在进行的前提下，增派城管工作人员实行

全天候执勤，同时号召市民爱护公共设施。 

效果意想不到的好，半个月后，聂耳文化广场的不文明行为大大减少，城管部门恢复了正常执

勤。玉溪新闻改版后的第一次战役初战告捷。 

一年后，这一改革的整体效应显现了，玉溪市委书记孔祥庚专门对《玉溪新闻》做出批示，肯

定我台的改革方向，要求市级领导要高度重视《玉溪新闻》报道、反映的各类问题，党委政府

督察部门要把有关问题纳入督察氛围，玉溪各大媒体要学习玉溪台的改革经验，省内云南大学

等单位的专家也高度评价，称此次改版为“云南省电视新闻改革的一次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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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云南省成立较早实力较强的市级电视台，玉溪电视台近些年来在新闻改革上可以说是走在

了云南电视界的前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首家实施新闻直播，1999年又在全省率先推出了

以“说老百姓的身边事”为宗旨的民生新闻栏目《今晚九点半》。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民生

新闻”的概念尚未滥觞，玉溪台的新闻工作者们实际上是凭着自己的判断，从受众需要出发推

出这档节目的。此后，云南电视台曾专门组织全省新闻同行到玉溪台考察。此栏目对全省电视

台民生新闻的发轫起到过探路人的作用。经过几年的努力，玉溪电视台最终打造出了一档纯正

的在全市观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民生新闻栏目《关注》，在去年的云南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奖

中还名列“全省十佳栏目”之列。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玉溪台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改版呢？都改了些什么呢？这需要从当前电

视新闻界的两大主要新闻样式说起。 

玉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构成与全国大多数电视台一样，一档民生新闻和一档时政新闻。两档新

闻一档锁定领导层和公职人员，一档锁定普通群众，分兵两路分头合击，在民生新闻推出的前

几年里，这种格局为玉溪电视台赢得了不少收视率。但是，随着观众对民生新闻新鲜感的逐步

消失以及媒体竞争加剧等原因，这种刻意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分设甚至是对立起来的局面越

来越多地暴露出了问题。 

一是定位上的错位和悖论：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那么与民生新闻内容风格截然不同的时政新闻

是不是就不用关注民生问题了呢？如果这个答案成立，那么我们的时政新闻都在干什么呢？如

果答案不成立，为什么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在老百姓眼中的差距会那么大呢？思考的结果是，

在这个口号下面，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放低了对时政新闻的要求。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口号之

下，电视新闻工作者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把时政新闻办成专为领导服务的东西。 

二是两档栏目的割裂状态造成了电视新闻的“分裂症”：打开电视，你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台

标之下，以XX新闻或XX新闻联播为名的时政新闻一本正经、面无表情的在传达党委政府的政

令，民生新闻则东家长西家短地作亲民状。如果新闻的操作者稍不小心，电视新闻就可能进一

步陷入时政新闻照本宣科，面目可憎；民生新闻唠唠叨叨，鸡毛蒜皮。两档节目呈现出一种风

马牛不相及的分裂症状。 

三是对收视群体的人为割裂导致整体宣传效果的削弱：电视新闻工作者都知道培养观众收视习

惯的重要性。节目有了相对固定的收视群，收视率就有了基本保证，新闻传播的效果就会较

好。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分设先入为主地把观众分为两种：一种只关心时政大事，不食人间

烟火，一种只关心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小事；这种状态的结果是使有的观众只看时政新闻，有

的又只看民生新闻。而随着观众要求的不断提高，他们会对这种单一的节目构成表示异意。笔

者所在的玉溪电视台就遇到过这样的事：虽说两档节目都花了功夫都有了相对固定的收视群。

但一段时间以来，却有观众反映新闻节目报道老百姓的事太少，而有的又反映怎么很多大事都

不做报道。一了解，原来他们分属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的观众，而且对玉溪台的另一档节目都

收看和了解不多。新闻宣传的整体效果在这里被大大打了折扣。 

民生新闻关注民生，这句话有一个潜台词：时政新闻紧跟领导。这个理念会导致时政新闻违背

新闻规律，把时政新闻要坚持的舆论导向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把时政新闻的作用简化为领导

服务。要么不用事实说话，把时政报道当做长篇说教的载体，把事实或有价值的讲话精神淹没

在所谓的“全面报道”中；要么违背真实性原则，在时政新闻中的随意摆拍，客观上破坏了新

闻的真实性，降低了新闻的可信度；要么在报道会议或时政活动中只重视程式化的报道只关注

会议或活动表面；这一理念还会导致电视新闻工作者不去主动的了解受众服务受众，使时政新

闻节目只强调权威性，强调代表党委政府说话，对观众采取一种我说你听，不可置疑的姿态。

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一种“新闻八股”，新闻处理呆板教条。最差的情况是不但观众不喜欢，

连记者自己也对这种节目敬而远之。这样的状态肯定难以准确传达党委政府的声音。 



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分立状态对民生新闻的发展也极为有害：因为已经有一档节目为领导服

务，那么民生新闻就可以抛弃一切对受众没有吸引力的报道，进而滑入收视率至上的泥潭。因

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许多民生新闻栏目在追求高收视率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于社

会的话语引导作用和能动作用，这些问题在当下的民生新闻中已是屡见不鲜，归纳起来，至少

有三个方面：视域狭窄内容琐碎，报道的大多是那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柴米油

盐酱醋查”之类的内容，甚至出现“大妈家的小狗只有三条腿”放在节目头条，而把凡是来自

“官方”的新闻仅在屏幕下方用几个“飞字”来处理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只是孤立地报道单个事件，不作深入、系统地挖掘，缺乏对新闻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整

体关照，让人觉得所谓民生新闻不仅琐碎，而且肤浅，乍看挺热闹，过后全忘光；更有少数所

谓民生新闻节目，“重商主义”作祟，惟收视率马首是瞻，在新闻娱乐化的方向越陷越深，成

了“市侩新闻”。 

这种病症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兼具执政党舆论宣传工具功能和面向市场的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

电视来讲是极为有害的。长期的分设必然会导致新闻党性和人民性在电视领域的决然对立，进

而导致观众对电视媒体的怀疑和抛弃。最终完全可能使电视台陷入一种既无法实现党委政府喉

舌功能，又无法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赢得先机。 

这些现象在目前我国的电视媒体中可以说是广泛存在，玉溪电视台在近两年的应作中就或多或

少地遇到了这些问题。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呢，玉溪电视台的做法是用“公共新闻”的理念来整

合两档节目。在一档节目内，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扬长避短，共同关注玉溪的大事小事共同从

更深的层次更宽的领域关注民生。 

按照中国“公共新闻”的尝试者江苏卫视的说法，公共新闻是在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背

景下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新的阐释和传播，强调的是媒体力量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导向与介

入，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人民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协调公共生

活，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化解冲突。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发

现，勇于探索的江苏同行实际已经看到了电视新闻存在的“分裂症”，并且开出了处方勇敢地

走出了第一步。他们力图把境外舶来的“公共新闻”理念本土化，来从根本上理顺当下由于两

种新闻模式分立而导致的混乱 。当然，他们的具体操作办法是在时政新闻之外再开一档公共

新闻栏目。① 

根据市级电视台和玉溪本地特点，玉溪电视台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比江苏卫视同行的做法更

为彻底：通过实施时政新闻的民生化，使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合并具备基础。然后导入同样

关注民生但关注的深度和广度都更强的公共新闻理念来贯串整档节目。在节目中突出四个意

识：“公众意识、互动意识、介入意识、舆论监督意识”。在具体操作上，着力调整电视新闻

的报道视角、报道内容、报道方式和播报风格，重点选择“党委政府重视，老百姓关心”的事

进行报道。这一变化使新闻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一种以与人为善的姿态，建设性的思路出现

在观众面前。这一变化使原来的两种新闻形态焕发了新的生机： 

增加了时政新闻的亲和力，使党委政府的意图传达得更好更准确。在新的节目样式下，时政报

道在操作中同样认真考虑受众的需求和收视心理，在党委政府要传达的内容和观众感兴趣两者

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来处理稿件。这使以往千篇一律的时政新闻变得富有人情味，同时，传达

的信息也更有针对性，更能体现党委政府的意图。 

民生新闻更具广度和深度：关注民生但不一味迎合受众，关注问题而不仅仅到此为止，对于新

闻事实除了报道“什么”更关心“为什么”“怎么办”，新的节目强调民生新闻对社会对民众

负责并积极地引导公众来关心公共事务，共同为公共事务出谋划策。比如在前不久进行了大学

生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的报道中，玉溪台除了报道个案，还对全市贫困大学生的存在面，解决

问题的途径进行了深入采访，不但引发了市民捐资助学的热情，也引发了有关部门对如何解决

好这一问题的思考。 

 



玉溪电视台的改革目前正在逐步深入，如何解决实施过程中某些问题，他们也正在思考和探

索，但是这一问题却值得引起所有电视新闻同行的重视。因为实施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合流在

当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我们电视新闻的改革步伐，使新闻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回到新闻本

身，使新闻媒体找准自己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全党全国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大

背景下，能够更好地起到引导舆论鼓舞群众关注民生启发民智的作用。 

注①：见《公共新闻：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二次革命》傲视传媒/潘知常 邓天颖 彭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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