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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的民生新闻与媒介公信力

概念界定

1. 民生新闻。民生新闻的内涵主要

包括以下几方面：一，题材选择上的民

生内容；二，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三，

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四，报道方式

上的民众话语。其中，“民众话语”包

含两层含义：一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语言形式来报道民生新闻；二是让民众

在新闻报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媒介

成为民众言说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较

好地发挥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

此外，随着民生新闻的发展渐进，

其在国内遭遇传播内容碎片化、娱乐化、

暴力色彩突出、受众信任危机以及同质

化竞争等问题的困扰。

2. 媒介公信力。公信力的概念来源

于政治学，指领导者能够获得其选民信

任和信心的能力，后来才逐渐被引进到

其他领域。在美国，媒介公信力研究起

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采用实证

研究的方法进行。西方学者对于媒介公

信力的研究基本涵盖了“媒介的新闻表

现、媒介行为、新闻可信度、新闻从业

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等特征”，①使新闻

媒介公信力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呈现出多

角度、多维化的趋势。

媒介公信力是一个综合指标，它包

含多种多样的因素。真实、全面、客观、

公正，恪守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新闻职业

道德等，都是媒介公信力不可或缺的要

素。西方把“立场独立、公平公正作为

评价一种媒介是否具有公信力以及公信

力高低的基本指标”。②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介也非常重视

公信力的营造，逐渐将客观无偏袒、全

面报道、杜绝虚假新闻以及格调高雅等，

作为考察新闻媒介公信力的重要指标并

在实践中践行。

《新京报》民生新闻与媒介公

信力的构建

1. 立足新闻本位，追求新闻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取信于民的基础，也是媒

介树立公信力的凭借。真实可靠的报道

直接影响受众对媒介的信任，也进一步

影响着媒介的社会服务、舆论导向等职

能的实施。民生新闻既以百姓身边的事

为立足点，又与受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因此，民生新闻的真实性对于都市

类媒介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生新闻的真实性，与媒介从业人

员的职业素质密切相关。唯有提高媒介

从业人员的素质，内化其职业道德修养，

才能从根本上把好新闻真实性的第一道

关口。《新京报》在编辑部确立了新闻

考评制度，将新闻真实作为衡量稿件的

核心标准。此外，在加强报社内部监督

的同时，《新京报》不断尝试读者监督。

在A02 版中设置“更正与说明”专栏。

同时，要将民生新闻真实性落到实

处，外在监督机制也必不可少。一般而

言，外在的新闻监督机制包括新闻立法、

民众监督、行业监督等。目前，新闻监

督方面，《新京报》在继承南方报业传

媒集团一些操作原则的基础上，利用民

众监督，为提升媒介公信力做出了有益

的尝试。

作为《新京报》的常设专栏，“更

正与说明”专栏每期固定刊登来自读者

的批评与指正，及时对于在文字和事实

方面所犯的错误或所造成的误差进行改

正。这一举措，是《新京报》作为高端

类都市报注重自身新闻真实性、争取与

读者的互动以及构建媒介公信力的有益

尝试。

2. 增加新闻信息量。在媒介竞争日

趋白热化的当下，一份报纸要达到预期

的影响力与公信力，新闻信息量是重要

的衡量指标。在内容为王的市场竞争态

势下，信息量对于都市报而言是首位的。

《新京报》立足北京，要将新闻信息量

做到覆盖北京这一人口大市。《新京报》

不断调整办报方针，注重海量信息的呈

现。目前，《新京报》恪守“厚报时代”

的报纸分叠要求，将报纸常年分为A叠

时事、B 叠财经、C 叠文娱、D 叠副刊

以及突发性事件或者重大新闻事件的特

刊专叠。

其中，民生新闻是《新京报》信息

呈现的重点。《北京新闻·城事》专版

是《新京报》的A叠常设版面，这些版

面刊载民生新闻数十篇，其中包括新闻

专题、新闻策划、讣闻等各类新闻报道。

《新京报》注重民生新闻的本地化与贴

近性，以大量的新闻与信息来满足不同

层次受众各方面的信息需求。《新京报》

将信息量作为构建媒介公信力的基础，

符合都市报作为新闻传播大众媒介的基

本社会职能与受众的基本需求。这一举

措对都市报民生新闻的发展，具有借鉴

意义。

3. 强化受众互动、倡导公共意见

表达。民生新闻的立足点在于打破了传

者垄断媒介话语权的局面，注重实现话

语权的位移——由传者中心转向受者中

心。因此，强化与民互动，赋予民众更

多的话语权成为民生新闻增强媒介公信

力的又一举措。民生新闻诞生在转型

期的中国，“天生”就被赋予了双重功

能——传播民生新闻信息、贴近民情民

意和成为一般民众自由交流的真正话语

平台。

《新京报》注重与读者的交流和互

动，以彰显媒介公信力。《新京报》设

立“来论”版，刊载受众所写的评论、

与受众交流畅通，使之成为意见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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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以商丘日报“八年抗战·商丘记忆”系列报道为例 

● 胡绪全

自
5 月 7 日起，国内很多媒体先后

开设专栏，启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

列报道。

1937 年 10 月，日军沿平汉铁路两

侧南犯，中国军队与敌展开激战，揭开

了中原抗战的序幕。发生在中华民族发

祥之地的中原抗战，充分体现了中华儿

女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同仇敌忾、

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惜杀身成

仁、马革裹尸的崇高英雄气概。今年 5

月底开始，商丘日报策划“八年抗战·商

丘记忆”系列报道，用接地气的“民族

记忆”生动地诠释“抗战精神”，收到

良好的效果。8月 29 日，商丘日报选送

的“八年抗战·商丘记忆”系列报道版面，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全国媒体优秀版面暨摄影作品评选中获

最高奖——“杰出贡献奖”；两个版面，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

                            
深入采访，让抗战故事“有

血有肉”

其实，抗战历史绝不是仅仅表现在

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像资料之中，

抗战历史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民族

血脉之中，存在于老人的记忆里，存在

于村落的故事里，存在于普通百姓的“传

家宝”里，已经成为民族记忆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商丘日报提前策划，与商丘市党史

研究室联合组成采访组，挖掘民间史料，

通过重访重要抗战纪念地，寻访健在的

抗战将士及亲属，通过他们的讲述，重

现抗战历史，深化民族记忆，将一个个

不为人知的抗战故事，以鲜活的方式呈

现给读者，让更多的人铭记抗战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珍视和平年代、开创美

好未来。

采访组到虞城县稍岗乡采访，该乡

曹庄村村民梁文报等人被掳到日本当劳

工。据他们村的老人回忆：1943 年秋，

日军和汉奸在马牧集（现虞城县城）大

街上到处抓人，当时共有 25 名青壮年

被抓走。在马牧集关了一夜后，第二天

被送往商丘，在商丘关了三天后，每两

个人用一根绳拴着，被日军押送上火车，

途经郑州、石家庄、德州、济南到青岛，

从青岛又坐船到日本。在日本下关，被

抓民工全部被赶下船，被令脱光衣服，

经消毒后重新换上服装，又坐火车、轮

船到北海道，被送往川口组上砂川煤窑

挖煤。

5月 31 日，采访组来到民权县抗战

公共平台。这一版面的设置，体现了《新

京报》对民众话语权的尊重，也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新京报》在民众心目中

的地位，扩大了其影响力。

《新京报》将读者来信与来论置于

显要版面位置（A02、03 版），并且注重

来信来论的数量与质量。笔者抽取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每月 10 日的《新

京报》进行分析，数据显示，《新京报》

来信来论数量在 3～ 9篇。来论话题集

中于民生新闻的多个方面，针对民众生

活中关心的问题毫不避讳地吸取社会各

行业的意见。《新京报》来信来论的作

者分布于市民、学者、媒体人、法律工

作者、职员、教师等各个行业与阶层，

体现了话语权从传播者到受众的位移。    

4. 维护民众权利、注重新闻舆论监

督。目前转型期的社会形态下，国计民

生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处于这样的特

殊时期，民众对于媒介的期待往往比平

时更大。民生新闻作为与民众息息相关、

“亲密”接触的一种新闻传播模式，受

到更多的关注。记者是社会这艘船上的

瞭望者，负责监督社会。而记者瞭望的

最好方式便是监督社会，警示问题。帮

助民众解决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已成

为当前民生新闻的又一发展方向，不少

媒介出现了“帮忙”类栏目、专版，专

为民众解惑、帮忙。媒介通过帮助民众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既可以完成舆

论监督的社会职能，促使社会良性发展，

缓解社会矛盾，又可以建构媒介公信力，

提升民众的信任度、美誉度及在民众中

的影响力。

《新京报》非常重视打造报纸维护

民权、舆论监督的作用与功能。创办之

初，便将报纸的注意力放在真正关系到

民众生活、生存的切身问题上。深度报

道是《新京报》打造报纸影响力、服务

于民生的重要报道形式。它曾做过非典

疫苗研制攀比成风、日本受理中国劳工

诉讼、北京精挑“主侦检察官”办贪官、

北京采血调查等各种维护民权、进行舆

论监督的深度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体

现了都市类新闻媒介关注时事的风格，

也能够体现了《新京报》立足民生、切

实维护民权、力求成为民众代言人的理

念，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注释：

①廖圣清 李晓静 张国良：《中国大陆大

众媒介公信力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

2005 年第 19 期

②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

[J]，《新闻与写作》，2005 年第 2期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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