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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事件中发挥重要的信息传播和舆

论引导作用。因此，必须把握方向，着

力加强对新媒体的管理和正确引导，抢

占这块舆论阵地，运用好这一宣传渠道，

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同时加强

对新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管理培训，引

导他们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

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

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

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

入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

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

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

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给新闻工作

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欣喜地

看到，各大媒体正在积极宣传“因为

救人壮烈牺牲的英雄战士沈星”、“因救

学生而失去双腿的最美女老师张丽莉”，

因为他们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才代表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作者单位：莱芜市钢城区委宣传

部；莱芜日报社）

● 陈宏波　杨英云　苏雷

环境关怀缺失：矿难报道的限度与超越

近
年来 , 传媒对矿难给予了大量的

关注。但笔者发现，传媒关注的

焦点主要是政府活动和死伤者情况。由

此带来的便是对矿难中环境资源被破坏

情况的忽视与遮蔽，这显然与“十二五”

规划纲要重视环境保护的战略取向相背

离。因此，本文试图运用内容分析法，

以矿难发生后对周边环境造成隐秘破坏

的视角为突破口，通过对各大门户网站

的矿难报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最终找

出传媒对此忽略甚至予以遮蔽的相关问

题及原因，并寻求超越之道。

限度：传媒矿难议题环境关

怀的缺失

矿难作为一种冲突和反常事件，向

来是传媒“追逐”的焦点。2011 年 1月

输入关键词“矿难”在百度查询，可找

到相关网页约 23，000，000 篇，并非小

数。那么，在这么多的报道中，传媒所

选择和凸显的主题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呢？笔者于2011年 3月在百度、谷歌、

搜狐、新浪、网易、腾讯等新媒体中输

入中文关键词“矿难”进行搜索，并将

搜索到的报道按国家级媒体报道和地方

性媒体报道进行分类，并采用随机抽样

的方法抽取样本 319 篇，按照对矿难中

死伤者及其家属情况的报道、对事故本

身的报道、对记者活动的报道、对政府

活动的报道、对煤矿经营者活动的报道、

对矿难事件导致的经济和环境等后果的

报道、对矿难的教训总结和现实意义的

报道①这七大主题类型进行归类并应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制成下

表（见表 1）。

如表 1 所示，传媒在报道矿难事

故时，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死伤者及

其家属情况的报道和对政府活动的报道

上，此二者总共占了 48%强。而对矿难

事件导致的经济、环境后果的报道只占

了很小的比重，为 1.9%。这种反差与

异常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正如《新

闻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②一

书所阐述的新闻理念一样，灾难新闻报

道应遵循人文关怀、全面报道、监督权

力组织的行为、反映弱势群体的声音、

坚持真实报道等专业原则，尽可能做到

公正、平衡和中立。在矿难报道一事上，

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很可能已经违背了

这些原则。

当然，如果矿难对周边的环境资源

不造成影响或者是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

略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但是，据统计，

注：1. 此次抽样的范围主要是 2001 ～ 2010 年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煤炭报、南

方周末、河南日报、山西工人报等传统媒体对矿难的相关报道，以及新华网、人民网、网易、

山西新闻网、大河网、云南新闻网等新媒体对矿难的相关报道。

2.由于在具体的新闻稿件中，报道的主题有时并未凸显出来，甚至难以判断，此处判定的

主要依据是新闻的标题和导语。

表 1：传媒矿难报道主题分布统计

主题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对死伤者及其家属情况的报道 86 26.9 26.9 27.0

对事故本身的报道 37 11.6 11.6 38.6

对记者活动的报道 27 8.5 8.5 47.0

对政府活动的报道 68 21.3 21.3 68.3

对煤矿经营者活动的报道 27 8.5 8.5 76.8

对矿难事件导致的经济和环境等后果的报道 6 1.9 1.9 78.7

对矿难的教训总结和现实意义的报道 68 21.3 21.3 100.0

合计 319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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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矿每年排出约 22 亿立方米矿井

水、1 亿立方米洗煤水、2 亿吨煤矸石

和 10 亿立方米甲烷，每年因煤矿开采

而塌陷的土地 2万公顷。再加上长期以

来我国环境政策不完善、社会环保意识

薄弱，矿区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损

害，这种损害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地表的

移动和变形、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破坏、

水土资源的流失和水质劣化、动植物大

量死亡、大气环境的污染、噪声的影响，

以及居住环境恶化对人心理的不良影响

等。③而一旦发生矿难，这些问题将超

出人们的控制范围，至少相对于环境的

自净能力来说是这样。由此可见矿难对

环境的破坏能力之大。

综合前文所述，矿难对环境的破坏

明显是存在的，传媒在矿难议题上忽视

环境关怀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笔者看来，

传媒重视报道矿难中死伤者及其家属情

况、矿难中的政府活动，说明当代传媒

重视人文关怀，本无可厚非。然而，矿

难中的另外一个受害者——环境资源，

同样需要传媒的重视与受众的关注。殊

不知，破坏环境带来的负面后果会影响

几代人甚至更为久远。

理解：传媒环境关怀缺失的原因

存在即合理。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

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一方面，我国传

媒业仍是隶属于中央与地方党委政府的

重要的文化机构建制，媒介在当代社会

生活中仍脱离不了政治化角色。另一方

面，矿难本身具有异常性、突发性和广

泛影响性等特征，矿难本身特别是其中

更具有新闻价值特性的伤亡情况，向来

就是吸引眼球的重要报道内容之一。更

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传媒业的市场化，

传媒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更多地关注

受众的心理需求。而人的好奇心表现之

一是对不幸事件的倾向性。相对于好事

情而言，某些人的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

某个社区的谈资。④作为矿难中备受关

注的弱势群体——矿工一开始就在道德

评价体系之中处于被公众同情的地位。

如果能将这些问题第一时间呈现在媒体

上，满足民众的关切之心和好奇之心，

这对于竞争日益激烈的传媒界来说，是

赚取受众注意力的关键。因此，出于经

济人特性，传媒在矿难报道上的这种框

架选择符合其价值理性。相反，由于受

害的生态环境无法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自

我主张权利的主体，也即是说它无法代

表它自己，因此侵害往往隐而不彰，尽

管为害甚烈，传媒对此却缺少省察。⑤

然而，我们不能把环境关怀缺失的

责任全都推到传媒身上，传媒在报道矿

难事故上不惜违背“3T原则”中“Tell 

it all”的原则也实属无奈。根据日本学

者伊藤阳一的“三级模式”理论所述：

“大众传媒、政府和公众构成社会舆论

最重要的三种影响力。大众传媒、政府、

公众三级中，只要两级对某些问题和事

件看法一致，就会十分容易形成支配性

氛围。另一级这个时候因为受到支配性

氛围的压力，不得不最终改变态度或者

‘失语’，以便与其他两级取得一致。作

为少数派的一级如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

度，那么就会被多数派以各种方式予以

劝说、批评甚至攻击，从而遭受巨大的

心理压力与实际伤害。”⑥由此可见，传

媒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受到受众需求

和政府把关的影响。因此，传媒矿难议

题环境关怀缺失乃是整个社会选择的结

果。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传媒矿难议

题中环境关怀缺失所映射出来的乃是一

个社会集体性的环境关怀缺失。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传媒乃

至于整个社会环境关怀的缺失，是传统

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具体

体现。在这里，人们把自己当做了主体，

却把环境作为了客体。即使是马克思也

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人在对

自然的利用、占有、征服、改造中确立

着人的主体性。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

“主体—客体”框架下，主体往往会认

为它对客体拥有霸权，也就是支配和统

治权。这种思维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单

主体，忽视、忘却了多极主体的共在以

及它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在环境危机日

益加剧的今天，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已

经不能很好地指引人类社会进一步向前

发展，因此，打破传统思维，重新对人

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定位，强化人们对环

境重要性和主体性的认识，已经迫在眉

睫。

超越：环境关怀何以可能

传媒矿难议题的限度——环境关怀

的缺失，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但在

众多的原因中，整个社会对人与环境关

系的误读，即过分凸显人的主体性而忽

视环境的主体性乃是其主要原因。这也

就意味着，要实现对传媒矿难报道限度

的超越，就必须重新审视人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还原环境应有价值，并将这种

价值传播开来，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环

境关怀水平。

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正如前文

所述，传统的观点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

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伴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环境危机的加深，这种传统的

认识论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如何重新

界定人与环境的关系呢？主体间性理论

的自觉引入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

重新考量。严格来说，主体间性范畴正

式成为哲学话语，肇始于胡塞尔的现象

学哲学。它最初的含义是主体与主体之

间的交互性与统一性。但主体间性的成

立是需要前提的，即相互交往的主体之

间各自所具有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随

着历史的发展已经逐渐凸显出来，这已

成为人类的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

环境是否具有主体性。由于只有主体才

有内在价值，一切没有主体性的存在物

都不可能有内在价值。⑦因此，环境具

有内在价值成立的根本点在于必须符

合“人具有内在价值”成立的内在逻辑，

即“X为主体是X具有内在价值的充分

必要条件”。⑧关于这一点，学者陆树程、

崔昆在其文章《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哲

学反思》中已予以详细论证，笔者不再

赘述。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环境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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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蕊

医疗纠纷调解应引入媒体监督

医疗纠纷调解存在媒体监督

缺位的问题

1．医疗纠纷频发，各地纷纷建立

调解机制化解纠纷

最近几年，医疗纠纷频发，不少地

方的患者，不是走正规法律途径解决，

而是采用烧纸钱、在医院门诊设灵堂、

聚众抗议甚至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等自力

救济的方式，媒体称这种现象为“医闹”。

每次有关“医闹”的新闻报道都引起了

社会多方关注。

为破解“医闹”难题，近年来，各

级政府都希望通过设立一个独立于卫生

部门和医院的人民调解机构，化解“医

患矛盾”，减少“医闹”。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内已经有北京、上海、山西等 16

个省和直辖市的 56 个地市，启动了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建设。

2．媒体监督缺位，调解机构存“暗

箱操作”嫌疑

当前我国多个地区的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机构，采用的是“分别调解、事后

协议”调解模式。这种调解模式的过程

一般是这样的：双方当事人分别在两个

调解室内，由调解员作为第三方进行“背

靠背”的调解。这种调解方式有利于冷

却双方当事人的情绪，避免在调解过程

中双方言语你来我往，激化矛盾。如果

调解成功，则由调解员起草调解协议，

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

调解过程中，媒体一般没有被邀请

参加旁听，主要是因为人民调解机构顾

虑到医疗纠纷一般涉及患者隐私，被投

诉的医疗机构负责人往往是当地的知名

人士，不愿意让自己及医院的负面报道

被媒体曝光。此外，引入媒体监督或者

旁听，可能加剧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对立，

给调解员促成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制

造障碍。但这种调解方式存在“以劝压

调、以诱压调”的问题，调解过程中对

调解员的行为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

尤其是作为医学专家的调解员，由于要

在调解文书上签字，会担心事后可能遭

到当事人报复或纠缠，只能依靠调解员

凭良心来对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做出

判断。

3．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急需完善

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采用的

调解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

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但由于调解机制

有主体性。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强调

环境的主体性，并不是为了否认人的主

体性，恰恰相反，人类只有认识到环境

的主体性，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与环境

进行对话与合作，人的主体性才有可能

继续存在。传媒矿难议题中所凸显的人

本主义与环境关怀在本质上统一于人本

主义。因为一旦环境因矿难而受到破坏，

生活在矿区周边的群众乃至于他们的子

孙后代的生命健康同样会遭到威胁。

环境的主体性启示我们不能简单地

用“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

的模式来审视环境，而应运用“主体—

主体”或“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

来理解环境。为了实现主体对主体的理

解从而寻求共存、互利发展，正如哈贝

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对话和商谈是必由

之路。然而，我们清楚，受害的环境资

源由于能动性弱，无法成为自我主张权

利的主体。而市场化改制后的传媒囿于

自身利益的考虑，也难以有效地承担环

境代言人的角色。为了化解这个困局，

在笔者看来，我们应该在正确认识人与

环境关系的基础上加强对生态公民的培

养。所谓生态公民，是指有生态文明意

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公

民。⑨正因为市场化改制后的传媒遵循

的一般是“需求—供给”的行为逻辑，

因此我们才应该着力于改变需求。故而，

构成了传媒的公众环境的公民如果能向

生态公民演进，那么他们必将反向影响

传媒加强对环境的关注。这是增强整个

社会环境关怀可能性的必经之路。

【本文为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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