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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社会监督的重要

组成部分。作为地市级媒体，在纷繁复杂的舆论

环境下，如何通过新闻报道有效履行舆论监督职

能、发挥社会公器效能，助推党政中心工作、反

映百姓诉求？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创新推出全媒

体舆论监督专栏《看见》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

一、抓“一进一出”，拓展“看见”广度

《看见》 从2022年6月24 日创播至2023 年

1月1日，共播出了80余期监督报道，全网总阅

读量超 2 亿，网友评论 20 多万条，栏目短短半

年迅速占据当地新闻节目“一哥”位置，南方周

末、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都对此进行报道，其中

奥秘何在？

移动互联时代，一部手机在手，人人都是

“编外记者”，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负面新闻，

一张照片、一段录音或视频，就能在网络平台迅

速传播。作为地市级媒体，覆盖面本就有限，新

开一个舆论监督栏目不容易也并不新鲜，《看见》

重拳出击，依靠抓好“一进一出”迅速打开

局面。

“进”抓线索来源。新闻人都知道，监督报

道最关键、最重要、最难获取的就是线索。《看

见》在这方面下了苦功夫，针对线索供给创新了

“三层网络”：一是发动湖州市级部门，组建湖州

市文明办、生态环境局、建设局、综合执法局、

安委办等11个重点部门的“工作群”，每周按时

地市级媒体开设地市级媒体开设
舆论监督专栏创新策略舆论监督专栏创新策略
费兴海 黄 珺 路 平

重要作用，重视记者的能力培养与水平提升，不

断完善高效率的内参工作机制，积极输送高质量

的新闻内参作品，进一步聚合传统媒体的综合优

势，以创新之势顺应时代变化，坚守好主流舆论

阵地。

参考文献：

①尹韵公《解密：邓小平常看哪几类“内

参”？》，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 11月
15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1115/
c85037-19594559-1.html。

②《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

《新华出版社》，1980年。

③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④袁志彬《科技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内参模式

研究》，《创新科技》，2022年，第 22期第 7页。

⑤王绍光《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出版》，2014年。

⑥张春林《论中国共产党的内参舆论监督思

想》，《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2卷第 1期。

⑦《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

1990年出版。

⑧何卓颖《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内参机制的变

与不变》，《声屏世界》，2020年，第 4期第 2页。

⑨卫萍，《新媒体环境下把新闻内参打造成品

牌产品》，《传播力研究》，2020年，第4期第2页。

（作者单位：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公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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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梳理有效信息；二是发动区县镇街，由各区县

宣传部门牵头，每周按时报送地方线索信息；

三是发动群众，利用报台合并优势，通过湖州

市级新媒体平台开设“我要曝光”等栏目，畅

通广播、电视报等平台百姓热线，多渠道征集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线索。

“三层网络”架设不仅有效解决了线索来源

问题，还形成了部门、区域相互监督的良性循

环，使得监督报道的选题更丰富、广泛，既有

群众“直观”感受的问题，也有内行“查找”

的不足，这为监督报道持续运行提供了丰富

“养料”。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日积月累逐步形

成了媒体自身的问题“线索库”，为媒体从信息

“触手”向“智脑”转变，开展下一步舆情综合

分析奠定了基础。线索来源的网络架构过程同

样也是栏目宣推的过程，有助于扩大影响力和

知名度。

“出”抓传播渠道。移动互联时代，“酒香

也怕巷子深”，再好的内容，仅仅局限在传统平

台很难掀起浪花。《看见》栏目设计之初有句大

白话，“要能发朋友圈、敢发朋友圈”。何为能

发？指的是新闻产品特性，要遵从移动优先策

略，具有新媒体传播和推送功能。何为敢发？

指的是内容导向正确，帮忙不添乱。前者考验

的是媒体融合传播的能力，后者考验的是精准

把握内容的功力。

首先，《看见》栏目将产品定性为视频节目

的主属性，突出监督报道的直观感、画面感，

遵从“无视频、不传播”的时代风口。其次，

以移动端为主平台，图文、视频结合，以适应

新媒体传播，快速占领主战场，让受众可选择

可转发可评论，增强互动性。再次，传统阵地

不能丢。视频每天定时在电视频道播出，音频

在广播频率同步播放；内容精心编撰后，于次

日图文并茂呈现在日报主版，“榨干用尽”宝贵

资源素材，最大限度争取全媒体受众。像这样

在地市级层面全媒体联动开展舆论监督报道，

湖州的做法开了浙江省的先河。

二、拼“敢于亮剑”，拉升“看见”高度

舆论监督报道，并不是简单地为某个人或

某个群体讨公道，而是探索事件发生、发展的

前因后果，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有助于问

题的解决。地市级媒体身处基层，更要具有斗

争精神，肩负起时代使命、责任担当，勇于查

找问题、推动解决问题，为更高层面和更宽领

域改革突破提供借鉴。《看见》 能快速站稳脚

跟，重要原因在于其具有鲜明态度，不回避问

题“敢于亮剑”，在深挖根源、助推解决中树立

起栏目威信。

栏目创播第 2 期就对一个历史“顽疾”进

行“刨根问底”。有群众反映位于桥堍下的“菜

场”存在环境脏乱差，记者深入其中调查发现

这是一个12年未能拆除的“临时疏导点”。10

多年的老问题要去触碰吗？能解决吗？答案是

肯定的。报道以“2 年拖了 12 年，‘临时疏导

点’临时到几时？”为主题展开，将相关部门因

为管理难、难管理，一直以“临时”为“罩子”

逃避正常监管职责等和盘托出，直指怕啃硬骨

头、得过且过的懈怠思想。这样的报道有辣味

也有反思。节目播出后，当地顺势借势，痛下

决心处置“临时疏导点”，并妥善安置了摊贩。

这样的报道受到各方点赞。

同样对问题的“穷追不舍”也体现在《湖

城：一个说好的“港湾式”公交站，逾十年未

落地》《路中央砌起“拦路墙”，堵路更堵心》

《养殖尾水岂能“惯性”直排》等多篇报道中。

有的深挖出政府部门承诺迟迟不兑现，有的把

部门、单位推诿扯皮公之于众，有的警示花大

力气治理却出现反复治、治反复的监管不严、

责任不实。

“敢于亮剑”不是傻乎乎地“拔剑乱砍”，

要选准时机“亮剑”、巧妙“出剑”，既要反映

问题，更要把握方向、尺度，利于问题解决。

《看见》建立了总编辑负责制，由中心主要领导

领衔，抽调中层干部、骨干记者，从线索征集、

分析研判、内容采制、审核播出全流程抓起，

举全中心之力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和节目

质量。

拿栏目播出的《金泉花园：旧城改造不能

“不拘小节”》 为例。该选题针对的是民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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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监督的矛头指向一个政府民生工程会不会

引发负面影响。为此，栏目综合研判，派出记

者走访调查，摆改造现场杂乱无章的事实，取

市长热线数十件群众投诉的呼声，把问题症结

放在民生实事也要用好“绣花”功夫上，才能

把好事办好的角度上。这样的选题和报道方向

不仅没有和改善民生的中心工作“唱反调”，反

而体现了监督有位，自然能引起群众的共鸣，

表达群众的心声，增强节目公信力。

再如《火灾警示之下，消防隐患缘何“涛

声依旧”？》的报道，就抓住了夏季一处旧厂房

发生火灾的突发事件开展追踪式报道，不仅满

足了公众对突发事件的知情权，而且更深一步

调查指出该区域仍然存在重重消防隐患。这样

的监督报道不回避“热点”、不护短事故责任，

且报道中不止于就事论事开展深入调查，更能

打动受众，拔高栏目形象。

三、定“核心用意”，增强“看见”力度

晚八点播出，九点必须研究怎么整改，事

不过夜。这是湖州市委对《看见》栏目曝光问

题整改的明确要求。一档舆论监督栏目和市委

意图无缝衔接，成为市委推动工作的重要载体。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 《看见》 具有鲜明的定位，

其“转变作风”的“核心用意”正是地方党委、

政府所需。这样的核心功能助推了舆论监督栏

目的发展，也增强了媒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助手功能。

发展越是往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越多，

就越需要干部认真负责、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仍然有一些干部习惯性

“混日子”，“戏精式”敷衍，推一推动一动，缺

乏奋进的动力、干事的热情，成为阻碍发展的

内因。《看见》在讨论创立的意义、定位和作用

时认为，任何一个栏目都应该有它时代意义和

存在的特殊价值：《看见》就要像一把“利刃”

一样，狠狠地砍向作风不严不实、不作为不担

当，从内在根源上攻克前进的阻力。

在“存量违建遭遇清零难”的报道中有个

有趣的画面，记者在基层采访时遇到两位社区

干部，正想问一问情况，不想两位干部跨上电

瓶车就对着记者说：“下班了，我们吃饭去了。”

此时刚过11点，还没到中午下班时，报道中就

将这一幕原滋原味播了出去。这样真实的记录

令群众拍手叫好，也令当事干部“脸红心跳”，

令其他干部警醒。

除了采访报道中客观记录敷衍逃避、不作

为慢作为的负面形象，栏目还将“转变作风”

的用意贯穿始终，特别是问题调查中深究责任

根源，在报道结尾创新推出“看见有感”，评述

问题所在、责任所在，增强监督报道的穿透力。

同时在后续报道中紧盯工作推进、整改落实过

程，既有反映相关单位立行立改的报道，也有

数十天不定期的悄悄回访，以“回头看”的形

式看看到底改好了没有、承诺兑现了没有。

舆论监督报道的生命力在于“有回音”。如

果只是走过场、一阵风，逐渐丢失的就是群众

对栏目的信任，认为“装样子”“没有用”。而

《看见》将干部作风和整改落实紧密结合，让必

须闻风而动成为干部的刚性要求，用期期监督

有回音、有效果筑起群众信任的基石。68亩空

地成垃圾堆场、“夺命路口”事故频发、流动加

油点死灰复燃、巡河岂能走马观花、注销的

“商城”管理何去何从等等，每一期曝光内容，

在《看见》的有力监督下，相关单位均连夜研

究对策，各级干部均迅速行动推进整改，有的

次日即见成效，有的难度较大也承诺了整改

期限。

《看见》将栏目“核心用意”定在“转变作

风”上的有效探索至少取得了两点鲜明成效：

一是赋予栏目鲜明标签，在传统监督报道的老

路上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径；二是赋予栏目

更强生命力，迅速契合地方党委、政府之所想，

将“帮忙不添乱”发挥到极致，故而更好地整

合起各方资源反哺栏目发展，形成媒体助力、

党政更需媒体的良性循环。

这样的《看见》怎能不更有力度？对群众

而言，因为“看见”问题、“看见”行动、“看

见”改变，所以更喜欢并信任《看见》。

（作者单位：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