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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与媒体打交道，是中

央领导对各级领导干部多次提出的要求。在 2008 年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

充分认识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善于通过新闻宣传推动实

际工作，热情支持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

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2009 年，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

典礼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六

个方面的能力中，就有“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今年初，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对各级

党委政府和领导同志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建设、运

用和管理，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

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从

当前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在各级领导同志中，对待媒体的态度无非是善于与媒

体打交道与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两种。两者各占多大比例，

不知道是否有过准确的统计，但据我的观察，前者，即善

于与媒体打交道，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领导不多；后

者，即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不能善待、善用、善管媒体

的领导不在少数。当然，我的看法是否正确，有待专业人

士的权威论证。作为一家之言，且无数据佐证，很可能是

孤陋寡闻，以偏概全，不足为凭。但就我所了解到的两方

面的例子，却可以从一个侧面支撑我的看法。

一

说到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领

导，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可算一个。

我曾经在人民日报福建站有过10 年的记者经历。亲身

体会到项南同志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对媒体善待、善用、善

管的风范。

项南同志视记者如朋友，以为记者创造良好的工作条

件和宽松的工作环境为己任。他在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就

说他的办公室、他家 24 小时对我开放。有事直接找他，随

到随进，不要预约和事先联系，也不必经过秘书。他还特

别嘱咐我，到基层采访时，如果听到对省委、尤其是对他

的批评意见，希望能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再尖锐、

再难听的话，包括骂他的话，都没有关系。为了让记者了

解省委的重点工作和重大事项，除了让记者列席有关的省

委常委会外，还让省委秘书长及时向记者通报情况。

项南同志善用媒体的出发点是为了推动本省的工作，

并不是为了宣传福建的成绩。他常常是为了配合省委要解

决问题才为记者出题目、提要求的。

项南同志的善管记者，体现在他对记者亦师亦友、心

平气和地与记者平等地讨论问题。如发现记者对问题抓得

不准、分析不深的报道之后，便找记者谈自己的看法，启

发记者由表及里做深度分析。这不仅有利记者报道找准问

题，也提高了记者分析问题的水平。这一切，与他有很高

的新闻素养，与他的思想水平和从事、领导过媒体有关。他

曾多次为省报写评论、社论。其中的一些文章还获过全国

新闻一等奖。他尊重记者创造性劳动，尊重记者按新闻规

律办事。他关心记者的生活，以至亲自过问、解决记者的

住房、办公条件、家庭分居等困难。

遗憾的是，象项南同志这样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善待、

善用、善管媒体的领导不多，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不能

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领导大有人在。一些领导同志不

仅欠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而且与媒体有隔膜，进而产

生对立情绪。

据今年3 月 12 日的《羊城晚报》报道，3月上旬召开的

广州白云区“两会”，多项议程拒绝记者采访。当记者提出

质疑时，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区领导作出的规定，也是该

区历年来不成文的规定。”“白云区从来没有这样破例，只能

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持工作证的宣传部工作人员拍照，

也会受到盘问。其解释是“我们是基层单位，很难做到像全

国及省市两会那样对待媒体。”理由是怕记者“捣乱”。

与白云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就在同时召开的全

国“两会”上，8 日的人民大会堂27个代表团同时向中外媒

体开放，创下了“两会”团组同一天开放的最高纪录。当天，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

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的话音未落，在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广州，时至今

日，居然还出现怕记者“捣乱”而拒绝记者采访的咄咄怪事，

而且解释还如此振振有词，真是匪夷所思。

更极端的例子是，辽宁省西丰县警方以“涉嫌诽谤罪”，

对采写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

娜立案调查，并进京拘传。尽管在各方干预和舆论压力之

下，此案被撤，但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

二

认识决定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基于对媒体作用的正确认

识之上的。为什么有人对媒体不但没有做到“三善”，而且

反其道而行之呢？问题就出在对媒体的认识不端正。因此，

是否善于与媒体打交道，是否善待、善用、善管媒体，前提

是对媒体的认识是否正确。比如，是把媒体当做可敬可爱的

朋友，还是看做“麻烦制造者”乃至洪水猛兽，需要“防火、

端正看法，才能落实“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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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防记者”；是把媒体视为平等相待的工作好伙伴，还

是看做可以气指颐使、随便训斥的下属、甚至呼之即来、挥

之即去的奴仆；是把媒体当做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信息来源，

还是看做没有生命的、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

那些对媒体有错误看法的人， 把媒体视为下属、奴仆、

工具、乃至敌人，怎么能指望他“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

管媒体”呢？这些人如果不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对媒体的

看法，要求他们做到“三善”，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恐

怕是不可能的。

因此，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建设、运

用和管理，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做到“三善”，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媒体的地位、职能和作用。

即把对媒体作用的认识提高到李长春同志指出的“新闻媒

体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的重要因素，越来

越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上来。

媒体是当代公共管理的重要载体。作为党和政府的领

导者，只有切实把媒体看作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

段，从而自觉地依靠媒体，才能为党和政府工作营造良好

的社会舆论环境。

对党委和政府来说，媒体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

家法律法规和重大决策，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凝聚力量的有力武器；是弘扬社会

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反映群众呼声和合理诉求，推动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密切人民群众与

党、政府血肉联系的纽带；是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

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是加强舆

论监督的不可或缺的有力助手；是获取各方面信息的重要

信息资源。

 基于这样的认识，才能尊重媒体按新闻规律办事，尊

重他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为媒体的采访报道营造宽松环

境、创造良好条件。

三

作为一个领导者，媒体素养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对

媒体的作用，我们不能要求领导同志象新闻从业人员那样

了解，但要求他们具备一些媒体的基本知识并不过分。

处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媒体无处不在。作为一个身负

治国理政重担的领导，媒体素养是不可或缺的。况且，随

着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媒体正无时不刻地向社会各个领

域渗透，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信息传播技

术迅速进步和突破，带来了人类传播方式革命性的飞跃，从

而深刻影响了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方式，深刻影响

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不

管你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不可避免地要与媒体发生

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不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的高度，提高思想认识，不把媒体看成治国理政的重要

资源和重要手段，没有媒体意识和媒体素养，缺乏对媒体

作用的自觉性，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便无从谈起，是难以

做好工作的。

对媒体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的新闻学有喉舌论、工具论。舆论骄子梁启超有“对

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和“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的天

职论等等。现在，则有满足人类信息传递和沟通交流的公

器的看法。

西方学者有权力论和工具论。如美国最高大法官斯图

尔特从法学角度提出的、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

“第四权力”理论。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媒

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

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

大。”在舆论监督方面，有“笼子”说，称政府是老虎，必

须被关在笼子里，才会为公众服务，而这个笼子就是公共

舆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任时，就自称“站在笼子里讲

话”。他还说，“把官员关到笼子里”，“实现了对统治者的

驯服”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这些看法，我们未必完全

认可，但对我们都不无参考作用。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

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有

关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责任和义务为新闻媒体合法的

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知情权，自觉地接受舆论监督。

新闻采访活动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实现社会舆论监督

的重要途径。因此，媒体采访不仅仅是媒体的工作，而是

为民众行使知情权服务。通过加强与媒体的沟通联系，重

大事项及时让媒体知情，重大事件及时通过媒体发布权威

信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这是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拒绝、限

制，乃至打压媒体采访，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拒

绝了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一种违法行为。

在解决领导同志“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的同时，也应当强调媒体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自律意识，自

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近年来，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低俗报道、封口费等突

破新闻道德底线的事件屡有发生。尽管这类事例是少数，但

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和公信力，造

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反映了媒体加强自身建设的紧迫

性。实际上，落实“三善”与媒体加强自身建设是相辅相

成的。媒体不能单方面要求有关方面对自己“三善”，自己

却违背职业道德，丧失职业精神。试问，那些发生虚假新

闻、有偿新闻、低俗报道、封口费等突破新闻道德底线的

事件的媒体，怎么可能有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对自己落实

“三善”的勇气呢？□

    （作者系海峡两岸交流协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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