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为公众提供了观点表达的空间，
但网络空间的舆论有时是不全面、不准确
的，而新闻评论澄清事实、阐明道理、发
出权威声音，纷繁复杂的舆论场需要有思
想的评论来拨清迷雾、凝聚力量。

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立足全局、引领导
向，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是新时代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例如，近年来，《人民日报》巩固“任仲平”等
政论优势，创新打造“任平”“仲音”等品牌，

《解放军报》推出“解辛平”，《光明日报》推
出“关铭闻”，《新华日报》推出“辛仲平”、

《辽宁日报》打造“宁新平”、《内蒙古日报》
推出“塞北屏”……各级各类党报重视发挥
评论作用，在重大主题报道中持续放大主
流声音。

在全媒体时代，越是众声喧哗，主流
媒体越要坚守内容为王。在全媒体舆论场
中构筑主流叙述，为社会标注价值坐标，
让党的声音成为时代最强音，是主流媒体
评论的重要使命。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舆
论环境，主流媒体评论的分量更重了，党
报评论事业的发展道路更宽了，党报评论
工作者的责任更大了。

《人民日报》评论部以评论融合发展
擦亮党报评论品牌、放大党报评论声音，
在全媒体舆论场中助力构筑新时代的“主
流叙述”。“社论”“任仲平”“任平”“评论员
文章”等重要评论，是《人民日报》的金字招
牌，通过内容拆解、话题提炼、形式更新等，
成为微博、微信上的“王牌部队”；《人民锐
见》《睡前聊一会儿》《画里有话》等新媒体
栏目，提升话题多样性，也为版面增加了丰
富性，进一步让主流内容被更多用户“读
到”“看到”“听到”。

主流媒体评论既要有坚定的价值立
场，在舆论场中坚如磐石，也要有独树一帜
的声音，明确为谁而写、写给谁看。《光明日
报》评论版体现着浓厚的“文化味”，刊登的
稿件绝大多数都是作者、编者深入观察思
考的成果，这些文章既关注时事，又阐发有
理性、有内涵的观点，使读者有了全新的角
度来认识社会热点。重点评论品牌“关铭
闻”，力求满足“受众关心的好主题、上下钩
探的大历史、旁征博引的妙哲思、激情昂扬
的亮基调、言辞清丽的好文笔”要求，在多
方面提升重点长篇评论水平的同时，强化
学理支撑，做到策划选题必先做调研，撰写
重点评论必先采访专家，积极探索报网端
微一体化的评论策划、写作机制，视频类评
论、虚拟主持人小明说评论等产品陆续亮
相，形成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有效表达。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主流媒体的
新闻评论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升观点穿
透力，更好发挥定调、定向、定心的“定盘星”
作用，打造引领导向的“舆论主场”，让党的
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主流媒体
引领“舆论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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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新闻评论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到2022年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从“饭圈”乱象到

“鼠头鸭脖”等热点事件……新闻评论始终敏锐地保持着对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时事热点的观察，始终回应时代的脉动。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对媒体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评论承载思想、更传递价值，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发展，有力度、有深度、有温度的评论始终都是“刚需”。而从传统媒

体到媒体融合，新闻评论始终都是媒体在竞争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面旗帜，彰显着各家媒体的立场与态度。

近年来，新闻“快评”热度升温，不少媒体都加强了
“快评”栏目建设。如《中国日报》推出《海媒快评》栏
目，还有地方媒体如《深圳商报》创设《商报快评》，《宁
波晚报》加强时评版面创新推出《快评》栏目，甚至一些
头部期刊也纷纷推出评论专栏，如《南方》杂志推出的
《政谭快评》等，各类媒体相继推出的新闻“快评”栏目
备受业界关注。

所设栏目有个性也有共性。《新京报》在媒体圈素
来有引领风潮之气，其评论也一直备受舆论瞩目，推出
的“新京报快评”亦有全媒体融合、评论立报、开拓风气
之意。

纵观当前各媒体推出的新闻“快评”栏目，既各有
其独创个性之处，更多有共性之处：一是充分重视评论
的作用，如新闻报道是媒体的躯体，那么评论就是媒体
的灵魂；二是应对社交新媒体冲击及时推出新闻“快
评”，积极转型融合发展，抢占舆论阵地；三是尊重社交
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如即时在线、微传播、平等互动等，
新闻“快评”从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如从内容充分
满足受众对新鲜、精简、独特价值观点的信息需求，从
形式上不断开拓各类社交新媒体渠道。

需注重“快”与“评”。新闻“快评”，其形态接近新
闻短评，但其诞生的当下的社会背景，也决定了新闻快
评与新闻短评有着必然的差别。

近年来，新闻媒介传播行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传统媒体面临来自网媒的挑战，不仅内容时效性上
面临着即时播报、在线新闻以及新闻直播等挑战，而且
形式上也面临着海量内容、即时互动等网络传播技术
的挑战。随着网媒的发展，网媒的传播形式不断发
生迭代更新，如曾经红火的博客、如今热度依然的微
博等；随着移动互联网与手机的普及，微信、短视频
平台等社交媒体兴起，传统媒体还面临着网媒对读
者的分流，更面临着社交新媒体时代新的信息传播形
式的挑战，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积极转型、媒体融合发
展已是必然。

可以看到，新闻“快评”既是在这样一个媒体转型、
媒体融合发展的产业大背景下诞生的，更是在移动互
联社交新媒体迅猛发展、社会文化信息传播经济产业
与新媒体不断交融的社会大背景下孕育的。

如何理解新闻“快评”？笔者认为，新闻“快评”最
重要的就两个字：“快”与“评”。“快”即当下、同步或及
时，“评”即发声。或可将新闻“快评”理解为对当下
新闻现象同步发声或及时发声，其表现形式可以为
短视频、纸媒或网络文字视频音频以及社交新媒体
等多种形式。

快，凸显的是媒体的时效性以及内容的精简性；
评，则凸显的是内容的穿透力与媒体的舆论影响
力。新闻“快评”需有迅速抓住本质一语中的能力，
更需一剑劈开“盲盒”的气度，如将新闻短评比作
评论中的“匕首”，那么新闻“快评”就是评论中的

“飞镖”，“快狠准”。
新闻“快评”无论各媒体表现形式如何，其本质

还是新闻评论在社交新媒体时代不断改进升级的新
形态。

适应社交媒体主流化趋势。一叶知秋，各媒体纷
纷推出新闻“快评”栏目，而新闻“快评”内容与形式的创
新与变革无不折射出媒体业态的嬗变，新闻“快评”热度
升温也必然映照出媒介市场的大变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社交媒体活跃用户，从
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交流信息并通过社交媒体从事
经营活动；越来越多的人群成为社交媒体的内容提供
者与商业经济行为的参与者。当前，社交新媒体正对
社会各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如在新闻传播领域，自
媒体的原创性对内容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主流媒体来
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社交新媒体集合了人际
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如微信公众号）、网络传播
的多重效应，其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平等性、开放性、即
时在线、即时互动、微传播等特点或将重塑我们对媒介
的认识。

笔者认为，当前各媒体纷纷推出新闻“快评”，新闻
“快评”热度升温，本质上是社交新媒体越来越主流化
的结果。在舆论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平等互动
的当下，传统媒体还固守“传播控制论”观念或已落伍，
而令人喜闻乐见的新闻“快评”推出，可见传统媒体力
争之变局。当然社交新媒体优势诸多，但其微传播天
然带有信息碎片化的特质，因此媒介融合、全媒体发展
仍然值得期待。

透视新闻“快评”升温需多视角。当前各媒体纷纷
推出的新闻“快评”栏目备受关注，剖析新闻“快评”热
度升温现象，透视其背后的原因需多视角：一是从媒体
自身的角度，各媒体求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使然；二是
从外在媒介生态环境的角度，随着社交新媒体蓬勃发
展，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各媒介形态的新闻

“快评”是媒介融合全媒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三是社交
新媒体时代，社交新媒体不仅给信息传播行业带来变
革，而且给人们的经济生活、思想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带
来改变，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更趋向于简洁即时或同
步，而新闻“快评”接近即时播报的反应速度，有的甚至
即时评论，可见新闻“快评”确是应需求而生。

剖析新闻“快评”热度升温之因，既应关注来自各
媒体的内在动因，还应关注外在动因即外部传媒生态
的大变局，更应分析传媒行业大变局对社会领域的影
响以及对人们思想行为甚至习惯的重塑等。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新闻“快评”热度升温并非偶然，而是社交新
媒体时代、数字信息社会发展之必然。

社交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评论工作加强舆论引
导，应时而生的新闻“快评”正在路上。

新闻“快评”
热度升温之因
□何翠云

AIGC时代下，新闻评论始终是“刚需”
□本报记者 韩萌萌

时度效是检验新闻舆论工作水
平的标尺。一篇好的新闻评论，不
仅把握社会舆论关注焦点、现实
利益诉求痛点，还要观点鲜明，
因势利导，用深入浅出的表达方
式，凝聚大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
认同，与时代互动，与人民群众
互动。

在中国记协公布的第 33 届中
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重庆日
报》 的评论 《致敬重庆 致敬人
民》是地方媒体中唯一获一等奖的
评论。面对 2022 年 8 月肆虐的山
火，留给这篇 5000 多字评论的时
间不足 12 个小时，对 《重庆日
报》评论部评论员来说，来不及构
思，顾不得修辞。与其冥思苦想金
句，不如原原本本地吸收提炼老百
姓的心里话，这些最动人的表述，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表达了每个人
的感动，也让稿件在微信上发布后
不到一小时阅读破数万，并收获无
数留言。把故事背后的精神提炼出
来，把勇敢、坚韧、团结的故事，
讲真，讲好，讲到人心坎里，就是
新闻评论熠熠生辉的闪光点。

从 2008 年起，《辽宁日报》学
习借鉴《人民日报》评论写作的成
功经验，着力打造“宁新平”政经
评论品牌，推出了大量有高度、有
深度、有分量、有影响的评论，旗
帜引领作用明显，在读者心中贴上
了“好看”的标签，使之成为辽宁
舆论场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线。“宁新平”的“好看”，既体现
在注重行文美、段落美，表达轻松
自然的“外在美”，克服了传统评论
文章拒人千里之外的老毛病，也反
映出“内涵美”，文章言之有物，适
时发声，准确发声，说出了读者想
说、要说的话，且立意有高度，论
述有深度，说理透彻、引导有力，
受到读者广泛好评自然在情理之中。

《新华日报》 推出品牌栏目
“新华时论”，一办就是 17 年，每
年见报一两百篇，成为江苏新闻界
的品牌评论专栏。这些时论，直击
新闻热点，聚焦发展重点，围绕关
注焦点，把脉社会痛点，直击百姓

泪点，成为媒体引领社会舆论、影
响事件走向的有力武器。《权力

“烫手”才正常》《“富豪相亲”浊
化社会空气》《“暂不出新政策”
也是好政策》《重视改革的“慢变
量”》《民生实事不能沉迷“数字
突破”》《警惕“精致的形式主
义”》等时论，因为把准了社会脉
搏、道出了百姓心声而获得了中国
新闻奖。自开栏以来，“新华时
论”先后获得多个中国新闻奖，在

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为湖北日报评论版的重要栏

目，“东湖评论”凸显深厚的民生
情怀，彰显强烈的责任担当。如

《以“柴刀开路”的精神踏遍千山
万水》一文，刊发于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前。文章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
方工作期间“三进下党”时柴刀开
路的精神为引子，论述调查研究、
深入基层在新时代依然非常重要，
指出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身
边，走进人民群众心里，才能拥有
源源不竭的奋斗力量。

《安徽日报》从大主题的“社论”
到小切口的“徽风”、从报纸的《思想
周刊·时评》专版到新媒体的“声
度”专栏，不同形式的评论各展所
长，树立正确的“风向标”，传递党
和政府的声音、回应人民群众的现
实关切。坚持主力军全面挺进主
战场，开办融媒评论“声度工作
室”，在新媒体上发出客观、理性、
鲜明的“安徽声音”。

人在哪里，新闻评论就应该传
播到哪里。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
积极顺应融合大势、加快创新步
伐，具体到新闻评论上，不仅要有
思想观点，更要重新构建评论生产
方式，推出引领价值、影响人心的
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评论
不仅大有可为，更应该大有作为。

激发大众情感共鸣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当
下，主流媒体必须加快创新抢夺舆
论阵地，在新闻评论方面切实增强
主动权和话语权。增强“全创新”
意识，提升“全链条”质量，一大
批评论作品频频“破壁”“出圈”。

《人民日报》评论开通微信公众
号、微博号、头条号，进驻抖音、快手
短视频平台，账号群粉丝总量已突
破2250万。

《北京日报》 的“新闻我来
说”评论短视频栏目上线3年多来
已累计推出 1600 余期，全网总阅
读量近16亿。

评论栏目“新华网三句话”，
通过创新新闻评论的表达形式，以
短小精悍有逻辑的“跟帖式新闻评
论”参与到舆论场中，为正能量点
赞，赢得了网络受众青睐。

由浙江省委宣传部创办的微信
公众号“浙江宣传”，自 2022 年 5
月 30 日上线以来，至今已推出千
余篇原创文章，以清新的文风、鲜
明的观点、果敢的姿态等迅速“出
圈”，发布的多篇文章产生了强烈

反响，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引导舆
论、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浙江
宣传”跟上了时代的变化、顺应了
新媒体发展趋势，守住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初心，回归到宣传工作的
本源、本性、本真，又很好地把
握了求变与不变的度，讲人话、
说人事、尽人责，让人看得进、
看得懂。正如其公众号创刊词

《我们来了》一文中就明确的“不
绕弯子、不卖关子”。“浙江宣
传”坚持一篇文章想表达什么、
有什么立场，应该旗帜鲜明地展
现出来，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应该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让读
者有收获、有启发。

与其说全媒体时代带来的是
挑战，不如说是一种赋能，赋予了
新闻评论通过创新形式传播价值理
念、彰显风格特色的机会。主流媒
体要顺应融合大势、加快创新步
伐，既打好攻坚战，也打好持久
战，写好新闻评论这篇大文章。

有力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新
闻评论犹如一支号角、一面旗帜、

一盏探照灯，敏锐地保持着对国际
风云变幻、国内时事热点的观察，
回应时代的脉动，预测社会的晴
雨，诉说百姓的冷暖。无论何时，
新闻评论都是公众目光交会、思想
交融的空间，既回应期待、传递正
能量，又更好地传递党心民意、凝
聚社会共识。

在网络空间弘扬“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