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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摘要：信访工作是了解社情民意和为政得

失的重要窗口，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舆论监督作为主流媒体的一项重要工作，

发挥着反映群众呼声，提升政府效能的作用。

这两项工作尽管在执行主体、操作流程、工作

模式等方面存在不同，其所指向的目标却具有

一致性。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进行联动，

舆论监督就能与信访工作进行互动，各展所长，

助力提升彼此的工作成效。

关键词：舆论监督 信访工作 双向赋能

建设性

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与信访工作的联系，以

往最为常见的做法是媒体将群众的一些举报线索

转交给信访部门进行处理，或是信访部门联系媒

体对特定问题进行曝光。这种关系往往具有单

向、被动、偶发的特点，难以充分发挥彼此的优

势，达到“1+1＞2”的效果。

从 2020 年 9 月起，浙江卫视 《今日聚焦》

栏目与浙江省信访局建立了专项工作室机制，通

过近三年的运作，栏目组与信访部门以“工作

室”为纽带，以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为基

础，打通了媒体舆论监督与政府信访工作联通互

动的渠道，不仅使得省级媒体的舆论监督能“脚

沾泥土”，靶向精准地直指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在基层落地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同时也通过充分

调动省级媒体的力量，推动信访工作在具体执行

中落实落细。

一、信访工作助力舆论监督：增强发现问题

的主动性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舆

论生态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在这样的变革中，

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

重挑战，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议题设置权”：

舆论监督与信访工作互动刍议舆论监督与信访工作互动刍议
——以浙江卫视《今日聚焦》实践为例

柳晓黎

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四、结语

如今，温产纪录片所承载的意义已经不仅限

于温州本土。据不完全统计，有70余万温州人

散落在世界各地，有超过175万温州人在国内创

业。纪录片作为一种国际化的通用语言，可以展

现丰富的地域文化，诠释厚重的国家文化，同时

也是促进各个地方、各个国家文化交流互鉴的有

效手段。温产纪录片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也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创作和传播上累积了

有效的实践经验。在未来，温产纪录片还可以借

助“世界温州人”的力量，实现国际范围内的跨

地域传播，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通过创新性的内容呈现，通过国际化的影像表

达，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为讲好

新时代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出独特的、有

价值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田中阳《论区域文化对当代小说艺术个性

形成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 3月，

第62－67页。

②娄连琴《纪录片对地域形象的塑造研究

——以2010-2021的山东题材纪录片为例》，山

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作者单位：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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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引发公众关注的议题不再由主流媒体决定，往

往来自于新媒体渠道，主流媒体只能被动跟随。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

长期以来一些主流媒体习惯于“高高在上”“只

报喜不报忧”，往往是被动完成任务，而不是主

动发现问题，与群众生活日渐“脱节”，直接导

致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形塑”社会舆论的能

力不断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媒体要做

好舆论监督，必须更好地联系群众，增强自身

发现问题的能力。从这一点而言，信访工作能

从多个方面提供助力。

（一） 促进延伸监督触角，“同频共振”百

姓呼声

怎么发现问题，怎么找到问题？对于省级

主流媒体而言，在上接天线的同时，更需要做

到延展监督触角，下接地气，以一个个具体细

微的问题为突破口，从而完成自身的使命。《今

日聚焦》栏目与省信访局建立的合作机制就是

一个具有借鉴意义的实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

通过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今日聚焦》栏

目获得有价值的报道线索数十条，并制作了

《开化：农业补助政策缘何遭遇兑现难？》《宁波

奉化区：多家小微企业问题久未处置》等多篇

报道，涉及“共同富裕”“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基层治理”等省委省政府的多项中心工

作，不仅解决了一批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

也积极推动了中心工作在基层的落地。在这些

报道中，《兰溪：饮水工程建成多年 数百村民

仍无水可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报道反映了

兰溪香溪镇尽管在8年前就投资40万元建成了

农村饮用水工程，但是由于二级管网加压供水

能力不足，导致部分村民依然面临无水可用的

困境。偏远地区的“用水难”是浙江推进“共

同富裕”工作中必须解决的民生短板，而该报

道所反映的问题就直指这一短板。报道播出后，

不仅属地政府开展了饮用水管网改造工程，通

过增设加压泵站等方式，解决村民的用水难问

题，同时省水利厅相关处室也专程到栏目组进

行座谈交流，表示报道发现了农村供水工作中

的盲区死角，将把报道内容通报全省，要求各

地举一反三，排查类似问题。

（二） 形成大数据资源，推动发现共性问

题

目前，浙江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已完

成省市县乡四级的信息联通，日均收到各类信

息约 1 万件以上。如此海量的信息实际上形成

了一种数据资源。以此数据资源为基础，通过

整合、分析、筛选，既能在舆论监督报道中，

作为一项数据事实，反映报道主题在某一个阶

段的热度，同时也能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判，

从中发现蕴含的共性问题，形成深度调查的选

题。如 2022 年 12 月播出的系列报道 《新小区

为何成信号“盲区”？》，记者就是通过整理投诉

信息，发现近两年来，与小区手机信号的相关

投诉达到数千件之多，成了各地基层治理的难

点之一。而在这些投诉中，从地域角度分析，

占比最高的是温州、台州两地，从小区类型分

析，大部分为近三年来新建的居民小区。以此

为切入点，记者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由于

监管责任的空缺，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化，房产

企业和通信企业之间的“踢皮球”，导致不少新

建小区的手机信号基站建设无人负责，致使不

少小区出现信号“盲区”的问题。该报道播出

后得到了省通信管理局、省经信委等部门的高

度重视，一些小区所在县市区也积极行动，通

过加快基站建设工作、加装信号增强器等方式，

推动解决新建小区信号“盲区”问题。

二、舆论监督助力信访工作：提升民生诉

求回应质效

在社会治理的主体中，媒体比政府相关部

门更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公众的利益诉求，也能

比公众更好地理解政府的管理目的。因此，媒

体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与公众之间不同的运作逻

辑，从而超越具体分歧，打开对话通道。同时，

由于省级主流媒体其天然的定位，也能通过舆

论监督这一途径，调动更大范围更高层级的力

量，对基层矛盾进行破题。

（一）以事实说话，消除信访“疑点”

在实践操作中，大量的信访信息都是移交

至基层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来进行答复和处理。

由于信访件量大面广，信访部门受限于人力等

因素，对于相关回复的准确性难以进行逐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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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实，由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信访回复内容与事

实“错位”的情况，而省级主流媒体作为独立

的第三方力量，可以通过实地调查、问询等多

种方式，还原真实情况，减少信访工作中的误

差，消除群众的误解。以2022年4月《今日聚

焦》栏目播出的“泉庆村土地整治工程违法违

规”为例。有群众反映，当地一个村庄在推进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过程中，存在未批先

占，擅自填埋多处水域，未落实占补平衡等问

题。此前，村民们也通过市县两级信访渠道进

行了反映，却得到了“实际是整治过程中施工

泥土掉进河中，后期会进行水域占补的平衡”

的回复。村民对此回复并不认可，进行了再次

反映。接到这一线索后，经过现场调查，记者

发现属地政府确实存在违规行为，而并非是此

前答复中所称的“施工泥土掉进河中”。相关报

道播出后，不仅属地政府立即展开了整改工作，

村民心里的疙瘩也被解开了，省信访局也将此

报道内容作为典型案例向全省通报。

（二）推动形成合力，解决信访“难点”

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有不少涉及多地多

部门，且成因复杂，仅凭一地或一个部门难以

解决，由此形成“堵点”，从而导致信访效果难

以令百姓满意。而对于这样的问题，省级媒体

往往可以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通过舆论监督

的途径有效打破具体地域、部门之间的藩篱，

促进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如《青田：倾倒垃

圾污染水源 上百村民遭遇用水难》所反映的

就是由于文成县境内有人违法倾倒垃圾，导致

相邻青田县内的一处饮用水源被污染的问题。

由于该问题涉及的两个县分属丽水、温州，且

与生态环境、住建、水利等多个部门相关，尽

管村民多次反映，但整改工作依旧步伐缓慢。

经过《今日聚焦》栏目报道后，青田和文成打

破地域藩篱，不仅联手清理水源地垃圾，让溪

水重变清澈，同时两地还建立联合巡查机制，

对违法倾倒垃圾的行为进行打击。

综上所述，通过有效的互动机制，舆论监

督与信访工作达到了双赢。而要实现这样的积

极作用，就需要主流媒体形成相对固定的“打

法”，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

一是突出建设性，把握“时度效”。信访工

作关系社会安定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舆论

监督对信访问题进行报道，其目的在于安全地

摘掉“马蜂窝”，而不是捅破“马蜂窝”；是

“排雷”，而不是“爆雷”。因此，在选题的把关

上必须牢牢把握“时度效”的原则，着重突出

建设性。

二是强化制度落实，提升业务能力。许多

信访问题情况复杂，在调查中必须做好核实工

作，确保报道立场不偏不倚，事实清晰无误。

这不仅要求记者自身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和丰

富的职业经验，也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

从基本情况核实、报道角度选择、稿件编辑把

关、报道制作审核等多个方面进行规范。为此，

《今日聚焦》建立了“书面报题”“情况核实反

馈”“资料留档”等多项制度，并定期举行业务

研讨，加强交流学习，切实提升做好建设性舆

论监督的能力。

三是加强信息互通，及时反馈结果。畅通

的信息交流是合作成功的基础。以工作室为基

础，《今日聚焦》栏目与省信访平台建立了定期

会商制度，交流工作动态，分享报道取得的效

果，并就下一步的选题和工作进行协商。通过

这样的沟通机制，既加深信任基础，也及时有

效地解决出现的问题，让合作机制更趋完善。

三、结语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倡

导并开创了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创新实践，

形成“浦江经验”并在全国推广。进入新时代

后，通过不断深化发展，“浦江经验”一方面坚

持各级领导干部带案下访、重点约访、分类接

访，另一方面也在有效整合各方治理力量，形

成多元共治的良性循环。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

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当前融媒传播的

背景下，更需要主动作为，顺势而变，以更强

的自觉性，更高的政治站位，通过联动信访工

作等方式，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从而

探索出一条有效的路径，深化自身的社会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