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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怎样做舆论监督？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路平 

 

各位领导、各位同道大家好！ 

我是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看见》栏目记者路平。很高兴今

天能和大家分享新闻路上的一些故事和感受。 

2022 年 6 月 24日，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一档全媒体舆

论监督栏目《看见》，创新舆论引导路数打法，以媒体小杠杆撬

动社会治理大效能，让媒体监督成为社会治理的有生力量。 

栏目定位是老百姓自己的新闻栏目，我们的楷模邵飘萍说，

“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这句话是我们做《看见》的

指引。 

先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看见》：《看见》每周 5期，每晚

8 点，电视、广播、移动客户端全平台同步推出，是目前湖州各

新闻平台收视率、收听率、阅读量最高的新闻节目。到今天我们

一共做了 217期舆论监督报道。全网总阅读量超 3.4亿次，问题

90%以上都得到了有效解决，因为动真碰硬，有辣味、有推动、

有结果，深受百姓认可。 

《看见》栏目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形成的核心打法，概括起

来，主要是四个“关键词”。 

1.“闭环”。闭环运行是栏目生命力所在。我们确立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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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整改、追踪”闭环流程，采用《看见·现场+行动+追踪》的

“1+1+1”深化递进模式，百姓对所有曝光问题整治情况的平均

满意率在 90%以上。 

2.“迭代”。迭代升级是栏目创造力所在。近两年来，《看

见》实现了从“一地曝光”向“全域整改”迭代、实现了从“问

题整改”向“思维重塑”迭代。 

3.“有感”。百姓有感是栏目凝聚力所在。“看得见的变化”

释放出最大凝聚力，百姓评议的高满意度和“《看见》有追剧的

感觉，刷新了对湖州的认知”“政府赢得民心，民众收获满意，

妥妥双赢”等网友留言。 

4.“出圈”。出圈传播是栏目影响力所在。《看见》不仅仅

是一档栏目，更是一座城市的营销。从栏目开办之初外界认为我

们“办不了、办不好、办不长”的质疑，到栏目频频受到《人民

日报》、新华社、央视、《浙江日报》《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

的深度关注，吸引全国 200多家省、市级媒体前来交流考察，再

到被新华社《中国的民主》栏目作为典型案例推介，外界不断强

化“湖州，因看见而美丽”。再到《“看见”全媒体监督应用平

台》和《废弃线杆矗立街头 谁来“拔刺”？》两件作品双双获

得了第 33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到 6月，《看见》就满两年了，一路走来我们步履蹒跚，不

断探索，也在作答一个时代命题：今天，我们怎样做舆论监督？

从实践中我们的体会，我总结了三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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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关键词：建设性。 

舆论监督重在建设性。不是火上浇油，而是绝薪止火、解决

问题，成为发展的助推器。《看见》，就是要看见百姓关切、看

见政府行动、看见精彩蝶变。 

举个例子，这是我们策划的桥下空间“变形记”系列。湖州

桥梁众多，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去年 2月，我们关注到

桥下空间各种问题，脏乱差、存在安全隐患，甚至还有人居住。

我们没有将目光放在个案上，而是放到了全市层面，以期能达到

一地曝光全域整改的效果。报道推出后，强大的舆论声势很快形

成，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全域整改，历时半年多，湖州的桥下

空间纷纷变形，全市近 200个桥下空间得到了全面改造利用。这

里有几组对比图，原本存在安全隐患、环境脏乱的桥下空间，如

今已完成微更新，实现了贯通；原来是“垃圾场”的桥下空间已

经变身为体育运动公园；这里是吴兴文体中心桥下，现在是网红

咖啡店。 

像湖州这样对桥下空间进行综合利用，因地制宜建成停车

场、篮球场、咖啡馆的并不多见。城市的“隐秘空间”“边角料”

变身大有用处的“金角银边”，这让我们很有成就感。 

这样的报道效果是我们预期内的，还有超出预期的是，我们

这组报道还推动了相关部门建章立制。市建设部门率先发布《关

于加强城市道路桥下空间管理的实施意见》，市交通运输部门制

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公路桥下空间长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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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湖州对桥下空间综合利用、系统运维、

有效管理的规范化探索已经启动，大大满足了我们职业成就感。 

舆论监督的现实价值在于建设性。察人所未察，见人所未见，

言人所未言。 

从桥下空间到治理飞线，从关注沉船到探访菜篮子，从居高

要思危到危险的路口，从夜幕下的农村路到两路两侧暗风景，近

2 年间我们连续推出了 30多个系列报道，紧盯具体问题，以点

及面打好建设性主动仗，探索形成《看见》的一套独特打法—— 

1.全局视角，研判社会价值。针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关

注的问题，群众反响强烈的问题，我们带着全局视野审视，思考

选题的社会价值，探寻从 1到 n的解法。 

2.闭环运转，坚持结果导向。监督报道的生命力在于有结果。

如果有因无果，丢失的是媒体的公信力，丧失的是群众的信任感。

看见的“发现、整改、追踪”闭环流程，让百姓既看见问题，又

看见解决过程和结果。 

3.构建机制，撬动全域质变。《看见》想方设法撬动公权力

支持，在市委重视下，和市级最主要的生态、安监、执法、建设、

市场监管等 12个部门及各区县建立了硬性沟通联系机制，推进

“一地曝光、全域整改”。 

像桥下空间、危险的路口、沉船、飞线、农村路亮化等等共

性问题得到了全市域推进，并建章立制管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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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词：根源性。 

我们觉得，舆论监督要着眼根源性。深挖问题背后的问题。 

开展舆论监督有时候就像查案，往往事发现场只是展现了表

象，可能留下了问题线索，而最终破案需要从更深层次去寻找问

题的根源。 

《看见》获得中国新闻奖的舆论监督报道《废弃线杆矗立街

头，谁来拔刺？》就是层层深入的挖掘。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居民对小区门口的废弃线杆的吐槽。记者

发现这根倾斜在人行道上的废弃电线杆影响出行、影响环境，但

想要拔掉并不简单，社区、街道都找不到责任单位。 

那么，这样的废弃线杆还有多少？为什么没人管？带着疑

问，记者走街串巷，初步排摸，半天时间就发现湖州中心城区就

有 100多根废弃线杆。看来，小线杆背后可能藏着大问题。 

于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电力、移动公司、电信公司等都

表示归属不清，无法处理。记者又找到了经信、综合执法、建设

等部门，大家都表示无能为力，但各部门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明

显抗拒和推诿。 

再深入，记者找到了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明确由建设部门

牵头负责此事。但结果，建设部门表示工作并没开展。 

最后报道如实播出了记者调查，客观反映了废弃线杆因年代

久远、权属不清带来处理难的问题，而实质则指向了政府部门和

有关单位相互推诿、不担当、不作为的作风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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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坚持“小题大做”，力求追问身边“小事”撬动改

进工作作风这个根源性“大事”，最终引起广泛关注。湖州市委

书记当晚也收看了节目，并要求各部门虚心接受媒体监督，以闻

过则喜、闻风而动的态度积极开展整改落实。 

一场被百姓称为“拔除眼中刺”的拔杆行动在湖州全域展开，

历时半年，湖州拔除了 25300根废弃线杆，在浙江省率先实现废

弃线杆全域动态清零。湖州随即出台《湖州城乡架空管线管理规

定（试行）》，探索线杆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从源头上杜绝

废弃线杆产生。至此“拔刺”行动圆满成功，这场行动还两度登

上“浙江宣传”。 

像“拔刺”一样，现实生活中，很多群众身边的难事麻烦事，

最后发现都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作风有关。有的问题其实不难解

决，但不一样的态度和行动最后解决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如果能

通过舆论监督促成实际问题解决，并由表及里，触动思想之变，

引起作风之变，那监督的意义就非比寻常。 

《看见》的鲜明特征就是通过问题曝光到问题整改来促进作

风转变。湖州市委对此明确要求看见播出的监督报道，相关责任

部门必须在“晚 8点收看、9点研究整改、23点提交方案”，坚

决做到事不过夜。 

为了在报道中体现对作风的叩问，栏目记者在采访中经常会

多问一个“为什么”“怎么办”，剥开隐藏在问题背后的不主动、

不作为；而片子结尾的“看见有感”，则以犀利的评论直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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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留有启发和思考。 

一篇篇报道，一次次鞭策，我们正用媒体监督的小杠杆撬动

社会治理的大效能。 

第三个关键词：时代性。 

我们在实践中感受到，舆论监督要突出时代性。每个时代都

有每个时代的特征。今天的舆论监督同样要遵循时代规律，把握

时代脉搏，才能不止做好今天的监督，让栏目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6 年就提出主力军挺进主战场。毫无

疑问，舆论监督的主战场在互联网。如何密切党群关系、如何快

速响应群众呼声、如何消除党委政府工作与百姓感知的落差……

互联网是重要阵地，也大有可为。 

一篇舆论监督报道刊播后，在移动互联时代，意味着它的生

命才刚刚开始。互联网赋予其几何级的传播速率，报道因其独特

的批判性，快速吸引着受众形成一个围绕在媒介周围的“信息

场”，受众对于报道的好与坏、共鸣或驳斥，都需要一个表达的

桥梁。因此，在创新加速、技术赋能和大数据建设的加持下，舆

论监督能做什么？《看见》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1.把报道“搬”到网上：集纳新闻报道，持续扩大影响 

2.把网友“请”进应用：开设民意通道，收集意见建议 

3.把主题“挂”在页面：设置热聊话题，征集问题线索 

4.把评议“让”给百姓：推动百姓评议，客观评价效果 

5.把市民“聚”在一起：组建市民团队，开展线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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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舆论监督在移动客户端开辟出了新的阵地——

《看见》全媒体监督应用平台，它获得了去年的中国新闻奖。 

平台集中体现了媒体在新形势下如何利用新闻主业拓展“新

闻+”的有益探索。其底层逻辑是舆论监督报道吸引受众参与其

中，而采编团队抢抓时机，顺势搭建起一个应用平台，开展数据

汇总和媒介作用发挥，从而实现“新闻+政务+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流程：群众通过网络反映的各类问题分门

别类后，规整到城乡规划、公共服务、城镇建设、项目推进、乡

村振兴、营商环境、基层治理、生态环境和其他等方面。这些问

题被及时反馈给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处理。这些宝贵的民生数

据沉淀在媒体的智慧大脑中，成为内参、智库报告的重要基础，

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于是，舆论监督报道推动构建了网友——媒体——政府三方

沟通交流机制，并根据政府部门办理情况综合办理效能，进行再

监督再落实。媒体开始发挥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双重功能。 

各位同道、朋友们，我们认为，今天做舆论监督不再是单一

的新闻报道，它可以发挥很多直接功能，可以更好服务民生、可

以助力党政工作、可以加快媒体转型，还可以留给一个未知，让

我们创新创造。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看见《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