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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党的思想路线指导电视新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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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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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

我党8 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
,

党在理论

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发展
,

都是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的结果
。

解放思想没有止境
,

实事求是更要一

以贯之
。

电视新闻工作是党和人民的
“

耳 目
” 、 “

喉舌
”

和传播工具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电

视新 闻工作
,

要及时反映人民的呼声
,

表达人民的意见
; 要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和工作

任务 ; 要及时提供和正确阐明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和新情况 ; 要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
。

作为电视

新闻工作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用党的思想路线指导电视

新闻工作
。

【关键词】 电视 ; 新闻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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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

我

党 8 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
,

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

重大发展
,

都是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的结果
。

解

放思想没有止境
,

实事求是更要一以贯之
。

电视新闻工作是党和人民的
“

耳 目
” 、 “

喉舌
”

和

传播工具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电视新闻

工作
,

要及时反映人 民的呼声
,

表达人民的意见 ;要

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和工作任务 ;要及

时提供和正确阐明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和新情

况 ;要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
。

作为
“

有极大的组织
、

鼓舞
、

激励
、

批判
、

推动作用
”

(毛泽东语 )的新闻工

作
,

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
,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
,

紧密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

创造性

的从事新 闻工作
,

自觉承担起光荣而艰巨 的党的宣

传任务
。

一
、

做好电视新闻工作必须解放思想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具有提供消息
,

解疑释难 ;

传播真理
,

阐明政策 ;报道经济
,

促进四化 ;增进团

结
,

打击敌人 ;反映舆论
,

引导舆论 ;发扬民主
,

实施

监督 ;普及知识
,

引导娱乐 ;指导工作
,

指导生活的

作用
。

然而
,

无论哪个方面的工作
,

都必须站在时代

的前列
,

作群众的
“

头雁
” ,

而不作群众的
“

尾巴
” ,

作

真理的信徒
、

人民的公仆
,

都必须真正解放思想
,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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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三破三立
” 。

破墨守陈规
,

立推陈出新
。

改革开放20 多年
,

我

国的电视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明显的进步
。

长期 以来
,

各级电视台固定了一定的
“

模式
” ,

形成了

自己的
“

风格
” ,

树立 了自身的
“

形象
” 。

其实
,

这是长

期工作经验的积累
,

所谓
“

没有规矩
,

不成方圆
” ,

如

此
,

并非坏事
。

然而
,

所有这些与觉悟大大提高的人

民群众主人翁的要求还存在不少
“
不适应

” 、 “

跟不

上
”

的问题
。

要解决这一问题
, “

老面孔
” 、 “

老画面
” 、

“

死格式
”

显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 以及国

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

国际新闻传播竞争和建立

国际新闻新秩序的要求 以及世界新的信息技术革命

的要求
,

新闻事业要逐步调整新闻政策
,

变革新闻体

制
,

加速新闻立法
,

提倡新 闻道德
,

改进新闻工作作

风
,

提高新闻报道水平
,

加强新 闻研究
,

开展新闻交

流
,

更新新闻装备
。

通过努力
,

逐步做到
“

真
、

善
、

美
” ,

迅速
、

及时
、

生动
、

活泼的传播和解释新闻
,

反映和引

导舆论
,

真正做到
“

真
、

快
、

短
、

强
、

活
” 。

使之更贴近人

民
、

贴近生活
、

贴近现实
、

贴近观众
。

让人民群众满

意
,

让党和政府满意
,

让新闻工作者满意
。

破上行下效
,

立善自为谋
。

长期以来
,

各级电视

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一定的影响
,

心存余悸
。

为

了稳妥起见
,

往往一级效仿一级
,

上行下效的情况比

较突出
。

然而这种一味的仿效模仿是办不出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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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特色的
。

要办活本地的电视
,

必须紧密结合本

地实际
,

善 自为谋出具有本地特色的电视节 目
。

一般

讲
,

一个地区都具有 自己的特点
,

比如风土人情
、

地

理环境
、

经济状况
、

人口 素质
、

旅游景点
、

文化特色
、

社会风貌等等
。

总之
,

一句话要面向本地的观众
,

本

地的人民群众
,

本地的实际情况
,

办出具有本地特色

的电视节目来
。

只有这样
,

观众才爱看
,

人民群众才

爱看
。 “

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 ?
”

离开了本地的观众和

群众
,

就失去了地方电视存在的基础
。

凉山电视台

《彝语要闻》栏 目
,

是结合凉山彝族自治州几百万彝
、

汉
、

藏
、

蒙
、

回等多种 民族的实际而创办的
,

它为什么

受到各族群众的喜爱?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植根于

广大的民众之中
,

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

同

时
,

《五彩凉山》
、

((凉山风 》等本土栏 目
,

因为办出了

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

适应了不同层次观众的需要
,

也普遍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

破敝帚 自珍
,

立别开生面
。

一个电视台
,

总有 自

己值得珍惜
、

自豪的独到之处
, “

家有敝帚
,

享之千

余
。 ”

东西虽然不好
,

但自己总舍不得轻意放弃和丢

掉
。

这种思想是新形势下办好电视节 目的思想障碍
,

必须消除
。

俗话说
: “

旧的不去
,

新的不来
” 。

如果我

们老是守着旧的东西不放
,

不改革计划经济的观念
,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

那么新的风格
、

新的栏 目
、

新

的内容
、

新的面貌就不可能得到出现
,

就不可能使电

视节目更加生动活泼
,

丰富多彩
,

更好地为人民服

务
,

为社会服务
,

也就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

喜爱
。

为了适应社会 日趋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

凉山电

视台逐步改版和开辟了一批新栏 目
,

如《彝语要闻 》

节 日
,

调整
、

改版为《凉山风》
,

节 目内容较 以前大大

拓展 ;新开辟 的《五彩凉山 》
、

《情感连线》等栏 目
,

因

为节目特色浓厚
,

个性鲜明
,

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喜

爱
。

别开生面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

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学习

党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
,

苦练采编基本功
,

学会运用各

种电视新闻报道形式
,

力图使电视新闻报道准确
、

鲜

明
、

生动
、

活泼
、

别具一格
。

其次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
,

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
,

对一切符合党和人民利益

的思想行为
,

要敢于支持
;对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错

误思想和行为
,

要敢于斗争 ; 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

不

询私情
,

不谋私利
。

报道中要
“

说真话
,

不偷
、

不装
、

不

吹
。 ”

(毛泽东语 )

二
、

做好电视新闻必须实事求是

有人说
: “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
、

群众关心的
、

重要

的事实报道
。 ”

由此可见
,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

事实是

第一性的
,

新闻是第二性的
,

事实在先
,

新闻在后
。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领导下的人 民的新闻事

业
。

因此
,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一切

尊重事实
,

从事实出发
,

实事求是地
“

按事实去描写

事实
” ,

坚持
“

只有忠于事实
,

才能忠于真理
”

的原则
。

为此
,

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

事实必须具有准确性
。

新闻报道忌说大话
、

空

话
、

假话
、

废话 ;忌
“

政治渲染
” 、

加油添醋
、

任意拔高 ;

忌追形势
、

赶浪头
,

生编硬造
、

发播第一 ;忌道 听途

说
,

不作认真调查研究
。

否则一条失实的报道带来的

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

某省卫生报曾经报道一老

头观看我国女排比赛电视现场转播时
,

由于兴奋过

度不幸粹死
,

引起广大读者纷纷写信给其家属表示

哀悼
,

后来老人回信说
: “

你们舍不得我
,

我怎么舍得

离开你们呢
。 ”

把活人写成了死人
,

闹了一个大笑话
。

又如 : 某台曾因报道一条啤酒瓶里有条死耗子新闻
,

而引发一场生产企业与电视台打官司
,

结果是记者

现场采访时
,

没有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

事实必须具有鲜明性
。

一篇真实的报道
,

必须具

有鲜明的立场
,

讴歌什么
,

赞扬什么
,

批评什么
,

反对

什么
,

不能含糊其辞
。

人民的信任是电视新闻赖以生

存的条件
,

失去了这个条件
,

电视新闻就会萎靡不

振
。

作为一级电视台
,

要生活在人民当中
,

真诚地和

人民共患难
,

同甘苦
,

齐爱憎
,

成为人民 日常思想感

情的表达者
。

同时
,

党的电视新闻从不隐瞒 自己的政

治观点
,

文风要鲜明尖锐
,

新闻要多写明确的意见
,

多写具体的现实
,

多提供实际的知识
,

对现实社会
,

应持科学和客观的见解
,

提供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

性
。

浮夸风年代
,

新闻战线起到了
“

呼风唤雨
” 、 “

推波

助澜
”

的坏作用
,

这个教训应当引以为戒
。

事实必须具有及时性
。

属实的报道
,

更要注意新

闻的时效性
。

要快
、

要及时
。

否则
,

再真实的报道如

果时间拖得太久
,

新闻变成了旧闻
,

对事实本身就是

一个冲击
。

过时的新闻失去了新闻的价值
,

失去了事

实的价值
。

因此
,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

要做到及时
、

准确
、

客观的报道各个方面的生动事例
。

三
、

做好电视新闻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

想
、

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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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必须实事求是
,

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

想
。

脱离实际的解放思想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

则
,

因此办好电视新闻节 目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实

事求是的辩证统一
。

解放思想必须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

解放思想

就是观念的更新
,

就是要敢想
、

敢干
、

敢闯
、

敢试
、

敢

冒
。

然而
“

敢
”

字当头的解放思想必须建立在实事求

是的基础上
,

而不能脱离实际地去异想天开
,

违背客

观规律
,

违背事实的本来面 目
。

否则
,

违背客观规律
,

背离事实求是就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

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的发展
。

随着时代的不

断发展
,

电视新闻必须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
,

按照实

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更新观念
,

不断改进工作
,

不断改

进栏 目
,

不断求得发展
,

不断获得好的效益
。

其实
,

任

何一家电视台
,

不能随心所欲
,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

解放思想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遵照党的基本路

线
、

基本纲领
、

基本原则
,

不能各行其是
、

各 自为政
,

那种鼓吹西方
“

新闻自由
” ,

自我标榜为
“

真实
、

客观
、

公正
、

全面
”

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

而且是虚伪的
。

电视

新闻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求得发展
,

只有积极探索
,

锐意进取
,

在党的领导下改进工作
,

改进栏 目
,

把电

视新 闻真正办成人 民群众喜爱的节 目
,

在激烈的竞

争中求得发展
。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行不悖
。

解放思想与实

事求是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

不能割裂开来说解

放思想
,

谈实事求是
。

如果说解放思想脱离了实事求

是
,

浮夸风
、

共产风就是最好的例子
。

因此
,

这里说解

放思想必须实事求是
,

这是因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

是并行不悖
,

密切联系
,

只有同时考虑
,

解放思想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
,

才能为办好电视打下坚

实的思想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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