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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心得 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依法通过媒体将政府机构等

公共权力部门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反映出来，

进行公正恰当有力的批评，以舆论的力量达到约束和监督的

目的，具有时效性快、辐射面广、透明度高、震慑力大的特

点。近年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舆论监督,让媒体从业人员深受

鼓舞。2004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

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

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

谋利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上也指出：“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舆论对政

府及其部门的监督。” 最近，各级又召开会议，对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可见，舆论监督已

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与思考的热点。 笔者对如何

做好舆论监督工作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第一，要明确

舆论监督的重点与对象。这是增强舆论监督实效性的重要前

提。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发挥舆论监督在推

行政务公开中的作用。这说明，舆论监督的重点领域是政府

行政管理部门，对象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当前我们的舆论监督，应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

深恶痛绝的二者“结合点”上展开。一是要将贪赃枉法、失

职渎职、滥用权力、消极腐败以及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现象



和行为，作为舆论监督的重点，进行大胆揭露和批评，维护

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二是要对社会丑

恶现象、不道德行为和不良风气，也同样要进行舆论监督，

以揭露和批评，弘扬社会正气。我们要通过切实的舆论监督

，以更好地促进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提高公

民的道德水准。 第二，要提高舆论监督工作者的政治意识。

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担负着舆论监督的光荣使命，新闻媒体

尤其是党报党刊实施舆论监督，绝不是为了“一曝为快”，

求得轰动效应，而是一种对党、对人民、对事业负责的监督

。因此，新闻工作者要加强学习，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正确理解和运用舆论监督的权力，准确把

握舆论监督的方法和形式，以改进工作、解决问题、增进团

结、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出于公心，客观公正，确保舆论监

督的准确性，增强舆论监督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使新闻舆论

监督达到增进党和政府的威信、推动群众切身问题解决的良

好社会效果。 第三，要把握舆论监督的时空纬度。舆论监督

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也要

讲究艺术和策略。要从选题取材、角度时机、政策分寸、力

度大小、甚至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审时度势

，形成舆论监督的最佳方案。如对因失职渎职、滥用权力、

消极腐败等造成的失范现象，经过舆论监督可以解决的，就

要适时进行监督报道，以促成问题的解决；而对一些现实条

件下无法解决或公开报道无助于解决的问题，就应等待时机

成熟后再进行监督报道。同时，还要注重与刚性的行政监督

、法律监督的接力，通过与这些监督机制的协调运行，使舆

论监督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不断增强舆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第四，要推进舆论监督的制度化。胡锦涛总书记在谈

到制度建设时特别强调，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

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舆论监督作为一项事关党和人民利益的

大事，应有制度上的保证，否则就很难正常开展、健康发展

。做好舆论监督的关键，是要依据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借

鉴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通过加强制

度建设，对舆论监督的地位作用、工作原则、监督重点等作

出明确的规定，逐步推进和实现舆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最终达到法治化。这是确保舆论监督得以顺利进

行的充要条件。近年来一些省市通过地方立法，明确规定新

闻媒体可以运用多种形式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活动，对

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舆论监督，任何机关都不得干

预。这种舆论监督制度化的做法，具有很好的学习、借鉴和

推广价值。（正文1590字） 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依法通过

媒体将政府机构等公共权力部门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反映出来，进行公正恰当有力的批评，以舆论的力量

达到约束和监督的目的，具有时效性快、辐射面广、透明度

高、震慑力大的特点。近年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舆论监督,让

媒体从业人员深受鼓舞。2004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

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

、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

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召开

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也指出：“进一步扩大公民、社

会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 最近，各级又召开

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可见，舆论监督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与思考的

热点。 笔者对如何做好舆论监督工作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看

法。 第一，要明确舆论监督的重点与对象。这是增强舆论监

督实效性的重要前提。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

发挥舆论监督在推行政务公开中的作用。这说明，舆论监督

的重点领域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对象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当前我们的舆论监督，应从党和政府明

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二者“结合点”上展开。一是

要将贪赃枉法、失职渎职、滥用权力、消极腐败以及侵害群

众切身利益的现象和行为，作为舆论监督的重点，进行大胆

揭露和批评，维护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二是要对社会丑恶现象、不道德行为和不良风气，也同样

要进行舆论监督，以揭露和批评，弘扬社会正气。我们要通

过切实的舆论监督，以更好地促进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 第二，要提高舆论监督工

作者的政治意识。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担负着舆论监督的光

荣使命，新闻媒体尤其是党报党刊实施舆论监督，绝不是为

了“一曝为快”，求得轰动效应，而是一种对党、对人民、

对事业负责的监督。因此，新闻工作者要加强学习，切实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正确理解和运用舆论监

督的权力，准确把握舆论监督的方法和形式，以改进工作、

解决问题、增进团结、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出于公心，客观

公正，确保舆论监督的准确性，增强舆论监督的公信力和影

响力，使新闻舆论监督达到增进党和政府的威信、推动群众

切身问题解决的良好社会效果。 第三，要把握舆论监督的时

空纬度。舆论监督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舆



论导向；同时也要讲究艺术和策略。要从选题取材、角度时

机、政策分寸、力度大小、甚至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认真分

析研究，审时度势，形成舆论监督的最佳方案。如对因失职

渎职、滥用权力、消极腐败等造成的失范现象，经过舆论监

督可以解决的，就要适时进行监督报道，以促成问题的解决

；而对一些现实条件下无法解决或公开报道无助于解决的问

题，就应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监督报道。同时，还要注重

与刚性的行政监督、法律监督的接力，通过与这些监督机制

的协调运行，使舆论监督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不断增强舆论

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四，要推进舆论监督的制度化。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制度建设时特别强调，制度是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舆论监督作为一项事

关党和人民利益的大事，应有制度上的保证，否则就很难正

常开展、健康发展。做好舆论监督的关键，是要依据我国宪

法的有关规定，借鉴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

实际，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对舆论监督的地位作用、工作原

则、监督重点等作出明确的规定，逐步推进和实现舆论监督

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最终达到法治化。这是确保舆

论监督得以顺利进行的充要条件。近年来一些省市通过地方

立法，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可以运用多种形式开展预防职务犯

罪的宣传活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任何机关都不得干预。这种舆论监督制度化的做法，具有很

好的学习、借鉴和推广价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