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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摘要：随着浙江卫视《今日聚焦》栏目制播

的成功实践，浙江省内市县级电视台纷纷效仿，

相继推出舆论监督栏目。然而，几年时间过去，

很多地方的舆论监督栏目都出现了虎头蛇尾甚至

是半路夭折的现象。县级媒体舆论监督的困境在

哪里？又有哪些有效的对策？本文通过解剖遂昌

县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遂昌台）两档舆论监督

栏目的具体实践，探讨县级媒体舆论监督的困境

与对策。

关键词：县级媒体 舆论监督 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我省各级媒体舆论监督栏目出现了

两次高峰期。第一次是2014年《今日聚焦》成

功推出后，县级媒体陆续跟风成立舆论监督栏

目。第二次是2021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袁

家军在全省级别的大会上点名表扬《今日聚焦》

栏目后，县级媒体一大批半路夭折的栏目开始重

起炉灶。

2015 年，遂昌台陆续开办 《群众问政进行

时》和《焦点》两档舆论监督栏目。两档栏目、

两种完全不同的运转模式，为研究县级媒体如何

办好舆论监督栏目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鲜活

案例。

一、两档舆论监督栏目情况简介

《群众问政进行时》栏目是由遂昌县纪委和

遂昌台联合举办的一档舆论监督栏目。两家单位

抽调业务骨干组成栏目组，形成了“选题—摄制

—审核—播出”的闭环管理，制作播出了《行政

审批背后的中介》《行路难》《乡村晒廉》等众多

影响力较大的节目，受到遂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和老百姓的一致好评。《焦点》是由遂昌县委

宣传部指导，遂昌台专题部具体承办的一档舆论

监督栏目。在具体实践中，栏目出现了选题难、

拍摄采访难、播出难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以停播

为结局。

二、县级媒体开展舆论监督面临的困境

县级媒体扎根基层，有着情况熟、联系广、

掌握材料全等优势。按理说以上优势给开展舆论

监督创造了很多便利。但由于舆论监督要批判

“假、丑、恶”，很容易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致使

县级媒体舆论监督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多年

来，经过本台两档舆论监督栏目的具体实践，以

及对其他县级台舆论监督栏目的分析研究，总结

出县级媒体开展舆论监督主要有如下困难。

（一）选题难

舆论监督报道能不能做好，首要关键在于选

题能否找好。选题难，首先难在一个“稳”字。

舆论监督报道的目的在于推动工作，基于这样的

初衷，在选题时就要做到反复推敲，对选题潜在

的风险要做到反复分析。这对记者的大局观和法

规政策的了解程度等方面都提出了很高要求。其

次，难在一个“准”字。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最近

关注那些问题？记者很难及时全面掌握。老百姓

关心什么？记者又会挑花了眼被牵着鼻子走。要

在浩瀚的题海中快速、准确找出既要党委政府关

注，又要百姓关心的那根“针”更是难上加难。

再次，难在一个“狠”字。作为一档独立的舆论

监督栏目，题材要有重要性、典型性和关注度。

但实践中发现，由于记者信息掌握不对称，以及

制作周期短等原因，往往选一些乱倒垃圾、窨井

盖丢失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充数，最终导致报道

辣味全无。

浅谈县级媒体舆论监督的困境与对策浅谈县级媒体舆论监督的困境与对策
张毓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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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二）采访难

舆论监督报道采访难是各级媒体都存在的共

性问题，但是基层媒体一般都是平行监督，这一

问题就更为突出。一方面，被采访主体平时习惯

了赞歌式的正面宣传，对于揭短亮丑的事情往往

采取不支持、不合作的态度，惯用推诿扯皮、踢

皮球伎俩把记者绕晕，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目的。另一方面，舆论监督采访拍摄一般不事

前打招呼，经常采用暗访的方式，一旦被识破，

记者在现场往往会遭到各种阻挠，甚至是打骂威

胁，一定程度上也让记者产生了畏难情绪。

（三）播出难

县级媒体所处的地域往往面积不大，但是人

情关系网错综复杂，相互之间不是亲戚、朋友、

同学，就是邻居、战友、老同事，熟人社会让舆

论监督报道抹不开面子、迈不开步子。同时，县

级媒体和舆论监督对象往往同属一级、同处一

地。这种行政上的级别趋同和地域上的接近性，

让舆论监督报道障碍重重。有时候，记者还在回

来的路上，就会接到各方打来的说情电话，有的

甚至找领导向电视台施压，最终导致播出流产。

经统计，《焦点》栏目第一年共播出46期，其中

由于各种原因重新拍摄的比例占到了五分之一，

采制后未播出的节目达11期。

三、县级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对策

县级媒体开展舆论监督虽然困难重重，但是

只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好时机和方法，

仍然可以有效地实施舆论监督。

（一）制定一套运行机制

县级媒体要想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县级层面

必须成立一个多部门参与、分工协作、职责明确

的领导工作小组，在一套科学合理的机制下各司

其职、高效运行。

1.有强力部门参与，不能电视台唱独角戏。

在机制制定时，县委办、县府办、县纪委等强力

部门其中之一必须作为主力参与其中。它们就像

一把“尚方宝剑”，为舆论监督报道扫清大部分

障碍。本台《焦点》栏目就是因为没有强力部门

参与，在节目摄制时遇到各种阻碍，而《群众问

政进行时》栏目由县纪委牵头并全程参与，各类

矛盾迎刃而解。

2.分工协作，责任到人。在机制制定时，领

导工作小组中，谁负责选题确定，谁负责节目制

作，谁负责审片，舆论监督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焦点》栏目开办之初由

宣传部选题和审片，电视台负责制作，刚开始制

播还算顺利，后来主管部门放手之后，栏目就陷

入了困境。相反《群众问政进行时》栏目，由县

纪委根据全县中心工作确定选题，并让电视台配

合进行节目摄制，有效化解了推诿扯皮、说情撤

播等一系列问题。

3.做到曝光问题处置结果及时反馈。舆论监

督报道不单单是曝光问题，更重要的是展示问题

处置结果。《群众问政进行时》栏目做到了曝光

问题“件件有回应 事事有落实”，在限期整改期

间，栏目组坚持跟踪反馈报道，这既推动了问题

的快速解决，又增强了栏目在受众心中的美

誉度。

（二）确立一种报道模式

纵观当下流行的舆论监督报道模式主要有调

查式深度报道和电视问政两种。通过具体实践，

笔者认为“电视问政”模式更适合县级媒体，具

体理由有如下几点。

1.关注度高。采用“电视问政”模式的舆论

监督节目往往题材更重大，问题更尖锐，社会关

注度更高。

2.效率高。“电视问政”模式看似复杂，在

实践中却更高效。记者前期只需要拍摄好问题短

片，而对于事情来龙去脉的调查都集中在问政现

场进行，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3.效果好。“电视问政”模式无形中营造出

了强大的气场，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得问题暴

露更彻底，相关部门整改力度更大，对需要推进

的重点工作自然成效也会更好。

（三）建立一支专业队伍

舆论监督能不能做好，最终还是得落在

“人”身上。一支专业的记者队伍，是顺利开展

舆论监督报道的重要保障。舆论监督记者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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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自2006年浙江省广电局启动实施全省广播

电视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16年来，我省广电

行政管理部门以工程建设考评为抓手，久久为

功，持续推动省、市、县三级广电对农节目的数

量拓展和质量提升，为办好对农节目营造了积极

的氛围，全省广电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形成了量质

并举、立体推进的良好格局，为浙江省乡村振兴

发展贡献了广电智慧和力量。2021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一年多来，

全省广电播出机构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重大主题，立足对农节目阵地，策划开展

丰富多彩的广电对农活动，开启了全省广电对农

宣传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新

篇章。为深入了解我省广电对农节目现状，总结

多年实践经验，分析研判存在问题，探索广电对

农节目服务整体质量提升途径和在浙江共富示范

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有效举措，研究制订相

关指导性意见，省广电局历时半年多时间，自下

而上，持续展开了深入的专题调研。

一、全省广电对农节目现状以及在共富示范

区建设中的作用发挥

（一） 节目播出总量趋于稳定，打下共富示

范区建设宣传坚实基础

据调查统计，截至2022年8月底，省、市、

县三级广播电视台共开办广播电视对农栏目763

对农节目服务对农节目服务
在共富示范区建设中的实践与探索在共富示范区建设中的实践与探索

——浙江省广电媒体对农节目情况调查

林勇毅 郑 宇 吴生华 江 梦

关注以下能力。

1.业务能力。舆论监督一般都要深度调查。

这就要求记者必须掌握扎实的新闻业务能力，在

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抽丝剥茧，最终寻找到问题的

本质。

2.综合素质。舆论监督一般题材敏感、关注

度高、专业性强。这就要求记者必须熟悉常用法

规政策，并对报道中涉及的专项法规政策深入了

解。此外，记者还必须加强处理矛盾、组织协

调、预测预判等综合素质的培养。

3.精神作风。舆论监督是新闻报道中最难啃

的硬骨头。这就要求记者必须树立敢于冲锋、吃

苦耐劳的精神。记者还必须公正无私，心中有大

局，始终牢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正派

作风。

开展舆论监督不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不

是为了让谁难堪，更不是为了泄私愤，其主要

目的是围绕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推动问题

解决。“舆论监督是综合性的系统工作，基层新

闻媒体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理顺领导与

群众、新闻单位与党政部门、监与督等几个方

面的关系，注重用事实说话，避免新闻从业者

主观臆断，把握批评与改进之间的关系，才能

真正有效地发挥自身优势，把舆论监督工作落

到实处。”

（作者单位：遂昌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