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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媒体环境报道如何突破局限 

 
环保总局升级为环保部，凸显了国家对环保问题的重视，而媒体作为信息和资讯的传导者，在环保进程中则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重要平台，也是在法律制度之外对环境问题实施监督的有效手段，

环境新闻已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   
作为基层地方媒体，报道资源相对有限，环保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受到一定限制也是事实，在报道环境政策、

政府措施的同时，如何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报道环境问题，充分体现地方媒体的责任，如何妥善处理公众、媒

体、职能部门三者关系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依托城市特点引导公众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功能和特点，地方媒体要紧紧依托自身城市的环境特点“做文章”，如笔者所在的秦皇

岛优势资源是生态环境：空气、海水、金沙，2007年全年空气质量达二级标准及以上天数为354天，为何能保持连

续多年河北最佳；都采取了哪些治理措施等等，这些都是环境新闻报道的绝佳素材。 
日常积累实践中，环保口要擅于从一些例行会议或者日常新闻的模式化素材中挖掘独特报道，这样的新闻一

旦被受众注意，比单纯的环保意识说教更能改变公众习惯。譬如在一次环保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仅抓住材料中

“对环保举报人实施奖励”这一句话，会下进行了深入采访，得知本市设立一年多的污染举报奖分文未发，举报

人少且多为匿名举报是奖金无处发放的主要原因，据此，记者采写出《10万环保举报奖无人拿？》一文在当地晚

报头版头条刊登，引来市民高度关注，多家媒体予以刊发转载，此文正是在恰当时机对公众进行了适当地引导，

发掘一些信息空白点，鼓动人们更多投入到这一时尚行动中来。 

  
  

从实际出发，注重“平衡点” 

 

媒体利益必须以公众利益为体现，面对严重损害群众环境权益的污染事件，勇于揭露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曝

光污染案件是媒体的责任。在报道这类具有典型性的环境案件时，地方媒体需要恒心和毅力。2005年底，秦皇岛

市东部产生一种异味，严重影响市民正常生活，当地晚报跟踪追击报道1年之久，先后刊发《谁对我们的健康负

责？》《异味困扰 何时能了》等多篇报道，最终在环保部门彻查下，确定污染源系来自一大型企业生产车间，责

令其停产整改，未经环保部门验收，此项目不得恢复生产。 
在某种程度上说，环境新闻正是从这样的“曝光”开始的，媒体报道促进了一些环境问题的解决，显示了新

闻的力量，但是，市级地方媒体不同于国家、省级媒体，受地域资源、管理体制局限十分明显，采写环境新闻稿

件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调查，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一批到底”并不难，关键是“批”后效果如何，后果影

响怎样，这些都是地方媒体必须考虑和面对的。 
笔者曾碰到村民反映企业污染一事，经现场多方调查后发现，这处工厂是镇里的支柱企业，很多村民在该企

业就业，征地补偿款等也给付到位，问题是生产产生的废料未加防护堆积在土地上，村民对此提出疑义。记者深

入调查发现，举报的村民是想获得更多补偿，企业前期进行了污染治理，村民也表示认可，但达到没有一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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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现实，对于这样的事件则需要记者从当地实际出发，把握报道“平衡点”，如果一味地强调企业污染的严重

性，可能报道会很吸引“眼球”，但这样的报道并不能真正达到预期效果，也不利于工作。最终这篇稿件因角度

把握准确，反映问题客观全面，不但引起企业重视，进一步采取了污染防治措施，同时，得到了管理部门理解认

可。 

  
  

环保深度报道体现建设性 

 

作为地方媒体，如何更加全面、深入地报道环境新闻？可选择具有典型性的环境问题，整体包装推出，报道

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但环境新闻仅仅批评、罗列问题不够，对事物的发展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制约因

素，应多采写针对性强、内容丰富的环境新闻深度报道，说难解难化疑团，着眼于建设，开创新局面，至少应为

部门决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这样的环境新闻报道才更有意义和价值。 
环保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环保新闻的深度报道还可以通过策划开展一些有影响力的环保公益活动得

以实现，结合社会热点及日常生活小事、细节，如旨在倡导绿色、文明生活方式的“拿起布袋子，提起菜篮子，

拒绝白色污染”公益活动、“餐后打包我们做得怎样”等等，积极引导公众广泛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 
公众是环保的实践者和监督者，媒体则为公众提供了公共舆论空间，更多建设性、思考性的深度环保新闻报

道，会为地方媒体赢得更加广阔的报道空间。（作者是《秦皇岛晚报》新闻部副主任）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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