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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新媒体时代下的新特点新要求 

朱武杰 

无锡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舆论监督，顾名思义，分为两个部分，即舆论和监督。所谓舆论，即多数人的共同意见；所谓监督，包含

两层意思：一是监察，二是督促，监察的目的是发现问题，督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新闻舆论监督”，就是

通过新闻媒介来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促使其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就是社会各界通过广播、影视、报纸、

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形成舆论，从而对国家、政党、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以

及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实行制约。 

在传统媒体时代，记者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发挥了几乎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级新闻媒体记者广泛利用报纸、广播、

电视等媒介深入基层一线，从各个领域、角度报道、反映群众强烈关心的问题，并督促政府各级部门及时解决问题。比如笔者

多年前在担任锡山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时，曾获取钱桥镇某群众写来的一封人民来信，反映他们所住的小区电价贵的问题，于是

记者根据线索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到在农村某些地区，用电同网不同价的不合理现象，于是便把这不合理的收费标准向当时

的锡山市供电主管部门作了反映，得到该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最终解决了这个困扰当地居民多年的问题；再比如，无锡人民广播

电台健康生活频率 2006 年到 2010 年开办的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维权节目“维权麻辣烫”栏目，从市政、交通、食品卫生、邻里

关系等多方面多角度每天都作报道，五年时间为群众解决了 1500多件难事，受到了基层群众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认可。 

一、新特点 

近几年来，互联网兴起，它在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的同时，也覆盖到了新闻传播领域，并表明新

媒体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新环境下，新闻舆论监督队伍变得不再单一，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舆论监督范围更广泛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受到技术手段及信息发布速度的限制，导致新闻难以做到广泛、及时的报道，只有重大的、对社会造

成一定影响的事件才能进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领域。而在新媒体时代，由于网络信息的爆发性以及开放性，任何人都能在诸

如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平台以最快的时间发布多方面的社会问题，社会舆论监督的主体、渠道和范围在不断扩大。

这种主体、渠道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是值得关注也是令人欣喜的，它是另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局面。 

（二）舆论监督主体更积极 

草根监督是一种体制外的社会舆论监督方式。由于它存在于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因此这个群体同样能对腐败及一切危害

公共利益的行为发出预警，也显示出了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态度和负责任的公民意识。在互联网互通条件下，他们向

新闻媒体提供信息，使得舆论监督有了进一步执行的条件。目前，在无锡电视台的一些民生栏目中，活跃着众多的草根监督者，

无论是新闻综合频道的“第一看点”，都市资讯频道的“今晚六十分”，或是新近开辟的“一访定心”等栏目，一些热心观众

都通过互联网平台，或提供信息，或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在电台梁溪之声频率维权栏目“一炮双响”，更有专业受众为栏目

进行义务法律帮助，确保了栏目在法律保障方面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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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方式更多元 

社会舆论的监督可以通过传统媒体，也可以通过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来实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众越来越多的通过新媒

体，包括微博、微信等来行使社会舆论监督的权利。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的出现，更使舆论监督有了快速、生动、直观的体

现。这些监督方式，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监督方式形成互补，相得益彰。 

新媒体极大丰富了信息传播的渠道，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同时为社会舆论找到了可以传播的平台，强化了公众的监督

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舆论并参与舆论监督，也标志着社会舆论监督力量的不断壮大，并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二、新要求 

在舆论监督呈现新特点的同时，就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具备的要求来说，建立一批高素质的新闻从业团队，引领一支发挥重

要作用的互补队伍，不仅是新时代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法治化的客观要求，更是新闻媒体自身素质提高，社会群体综合发展

的必然趋势。 

（一）政治要求 

新媒体融合业态，虽然报道方式较以往传统媒体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并承担了更快更精彩传递党和政府

政策、措施的职能，因此在政治上要求更高。新媒体时代的融媒体记者以及多元化的信息支持者，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使命感，必须吃透党和政府的政策，必须加强学习，努力适应时代。 

另外，新媒体在加强舆论监督的同时，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新闻事实，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报道处理。

对于人民群众痛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媒体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大胆揭露；对于政府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在调查正确的基

础上，可以与职能部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促进解决问题为主要目的；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目前暂时还不能解决

的，媒体要为群众利益着想，同时也要向群众说明，取得理解和配合。 

再次，作为舆论监督的新媒体记者，应该保持一定的政治高度，公正、客观、全面、细致地做好报道。并且，要在广泛、

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尊重客观事实，站正政治立场，切忌加入记者个人的好恶，切实做到不偏不倚。 

（二）民生要求 

要以关心群众疾苦的出发点作为媒体人的己任。群众利益无小事，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或者督促政府部门为他们排忧解

难，应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如无锡电视台近期推出的新栏目“一访定心”，就是以解决老百姓身边琐碎生活问题为重点，最

近采访播出的两档节目内容分别是老小区电梯故障和排水管道漏水问题，记者获知信息后，第一时间到现场，摄视频，拍照片，

详细了解情况，并致电有关职能部门立即到现场调查，当场解决问题，收到了当地事发小区群众的高度肯定。 

（三）业务要求 

新媒体报道相对于传统媒体报道，速度更快，信息更多，内容更丰富。这类报道，既有传统的文字，也融合了视频、图片，

最后还有评论，多方位、多角度呈现新闻事态，为受众获知信息，为职能部门解决问题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比如无锡广播电

视台的新媒体“无锡博报”最近在报道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严打“百吨王”超载车辆时，大篇幅运用图片、视频及文字，从解

释什么是“百吨王”，到有关部门治理出台的要求、目标、重点，再到执法人员上路检查，都作了详尽的介绍。这些丰富的内

容，对采访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记者在熟练掌握文字写作的同时，也必须学会如何进行视频拍摄和图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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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新媒体直播介入新闻舆论监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记者利用直播平台，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来到事发一线，

同步进行直播，既让受众第一时间直观地了解到了出现的问题，也让职能部门在第一现场解决了问题，使得群众高兴，受众欣

慰，并感受到了政府部门的责任感和高效率。目前，无锡广电的“智慧无锡”直播平台和无锡日报的“无锡观察”直播平台已

成为新媒体介入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 

（四）法制要求 

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广大党媒的新闻舆论监督者，必须充分掌

握丰富的法律知识，充分了解各类法律法规，并引导多元化的监督群体，遵章守规，避免监督出现违法和走样。另外一个层面，

广大新媒体记者在采访遇到阻力和困难时，必须相信法律，敢于接受挑战。现在，新闻舆论监督有了法律保障，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会向采访记者提供司法保护。早在 2000年 2月 16日，市中院就公开宣布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精神出台的具体措施，

保护媒体记者进行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笔者在多年的维权采访经历中，经常遇到阻力和困难，但只要踏准法律节奏，

在法律框架内实施采访预案，就能够为群众发声，替群众排忧。目前，在法律更健全的新机制下，广大新媒体记者在报道过程

中，不仅可以大胆挺直腰杆，为百姓发声，为群众维权，同时还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