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式主义由来已久，既有老毛病，又有

新变种。下面，我就结合我的新闻采访工

作谈一下一种形式主义的新变种——“走

秀”新闻。

一、现状

一天上午，我作为记者采访报道某某

中心的授牌仪式，我到达现场时活动还没

开始，这时，主持仪式的人直接找到我，询

问活动到哪个地点更好拍摄新闻镜头,领导

和嘉宾怎么站才好看,甚至还问到鞭炮应该

在什么地方燃放，仪式开始后，参与人员自

觉站到了前排领导的后面，而前排领导干

脆直接面对摄像机镜头开始致辞（因为他

的对面只有我和摄像机），整个现场都变成

了以镜头为中心，一个授牌仪式纯粹成了

为拍摄新闻而走的“秀”。

诸如此类的为新闻而“走秀”的现象并

不鲜见，《南方都市报》曾有一个这样的报道，一

网友发微博称，她和朋友去爬山，碰到某某市委

刘书记在捡垃圾。这些照片拍摄于不止一个地

点或角度，照片显示，当时刘书记等一行数人，头

戴写有“某某志愿者”的红色帽子，左臂戴着红色

袖箍，提着黑色塑料袋正在捡拾山路边的垃圾。

该微博发出后，立即引发网友的质疑和吐

槽。网友们疑点是：作为一名普通网友，如何认

得出一位头戴红帽、低头劳动的市委书记?为何

网友发布爆料微博后，某某市委宣传部官微发布仅

过 6 分钟便作了转发，还称联系上了首发者，不止一

位当地基层官员在互动中跟帖解释，这又是为什么?

捡垃圾这种公益活动本该值得称道，然而太多

的巧合，就有了“走秀”的嫌疑。现在像这种为新闻

而“走秀”的情况时有发生，宣传咨询、义诊服务、部

门接访、走访慰问等都成了“走秀”，并且还产生新的

变种，有的是企业以献爱心的名义推销劣质产品，有

的是政府部门以某一天、某一次的活动来显示“政务

公开”的改革力度等，虽然不能就此说这种“走秀”是

一种纯粹的新闻造假行为，但可以说，这样的新闻中

有“造假”嫌疑，活动为新闻而开展，领导为新闻而

“走秀”，记者镜头够编新闻了活动也就结束了。难

怪现在在这种活动现场，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这

里在拍电视（新闻采访）。细想下这句话，内涵很深，

值得玩味，为什么不说这里在开展活动而只说这里

在拍电视（新闻采访）呢？真正的内涵是活动无所

谓，走走过场而已，做新闻达到活动留痕对上对下有

个交待才是目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他们开展了这

个活动，活动能否达到什么真正的或经济效益或社

会效益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了，表面上看这些活动似

乎是以新闻为中心，但这种“走秀”新闻太“市场化”

了，这也不能不说是媒体人的悲哀！

二、原因

新闻与宣传是不同的，新闻是客观的，没有预先

目的的，而宣传是有设定目的，并努力实现的，所以，

宣传是可以“走秀”的，只要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就无

可厚非，为新闻而“走秀”违背了新闻规律，有着完成

任务、欺骗受众、造假糊弄之嫌，它导致新闻失真、片

面，误导受众。这是一种“滑稽的”舆论导向，不能不

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关注。

新 闻 是 新 近 变 动 事 实 的 报 道 。 最 关 键 的 是

“新近、变动、事实”这 3 个词。新近即强调时效性;

变动即强调异常性、变动性;事实即强调事件的真

实性，是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现象真实很

容易做到,我们看到什么,事件怎么发生，如实记录

就可以了。

所以，事实是因，新闻是果，有因才有果，不能为

果而因。

现在很多时候，会议中，只要镜头没到，接电话

的、抽烟的、讲话的、瞌睡的、葛优躺的大有人在，座

谈会上摆些水果、搁盒香烟的也屡禁不止，但是只要

记者镜头一到，就算会场的领导没注意到，工作人员

也会采取紧急措施，经过紧急处置，现场立刻就会变

得整齐规矩。一些视察、宣传咨询、节假日、纪念日、

宣传日（周）活动甚至一些中心工作，也是走走过场，

留留痕迹，好向上级交差，记者采访一开始，大家正

襟危坐、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一切以镜头为中心，但

只要记者采访一结束，现场瞬间“恢复原貌”很多时

候还会直接与记者坦白地说上一句，采访镜头够发

新闻稿就不要拍摄了（弦外之意可想而知）。

总之一句话，很多活动是为任务而组织、为采访

而开展、为镜头而准备的。能够屏幕中有形、广播中

有声、公众号中有影就够了，至于活动的实际效果和

在群众中的影响，当然是不管不顾的，实际上这正是

工作只重留痕不重实效的形式主义在作怪。

三、危害

形式主义不仅无用，更是有害。“假大空”是形式

主义的一贯套路，不仅脱离实际和群众，也让决策部

署陷入空转、公共资源白白浪费，任其发展下去，必

然伤害群众利益、加重基层负担、贻误事业发展。

现在有的些企业、单位似乎都学会了向媒体主

动通报“线索”、利用媒体来宣传自身以扩大影响。

当然,这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丰富我们的报道

内容，同时拓展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的方

方面面。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主动”背后也有一些

他们自身的功利目的，这中间有为地方和政府以及

所在部门捞取政绩的，有为扩大知名度而掏钱买名

的，而现在这种具有功利目的的新闻活动往往披上

了一层花哨的外衣，被一些人设计成具有一定新闻

价值的事件，从而有了为新闻而“走秀”的土壤，记者

也很容易中招，被他们所走的“秀”所迷惑，乃至不能

完全保持一种清醒、理智的头脑，满足

于新闻表面真实的浮华与张扬，却忽

略了新闻的本质真实和社会传

播效果，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成

了被别人操纵的木偶，成了

为形式主义唱赞歌的鼓手。

因为“走秀”新闻违反了 “先有事实，后有新

闻” 的新闻规律，。同时“走秀”新闻剥夺了受众权

利，某一企业为了造势联合某媒体搞一个公益活动，

比如捐赠之类。企业得到广告效益，记者完成了采

访任务，只有受众，得到的是一场被蒙在鼓里的

“秀”。

“走秀”新闻看似小事，但这种作法影响了组织

单位、新闻媒体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损害了党

的形象,在党和群众之间制造了隔阂,破坏了党群干

群关系，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个群众深恶痛绝的问

题。诚然，这种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新闻

媒体在社会各领域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是新

闻媒体无言的悲哀，因为这种“走秀”新闻有悖于职

业道德，使新闻媒体沦落成为了一种官方作秀的低

级工具。

四、应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纠治积弊也不可能一蹴

而就。坚持标本兼治、久久为功，用钉钉子精神驰而

不息治顽疾，才能真正破除形式主义的“花架子”。

在检视反思过程中，就应全面深入地扫描，把“病灶”

查清，把“症结”找准，明确怎么改、如何治。

当然“走秀”新闻也不等同于新闻策划。两者有

本质的区别，新闻策划是对已发生的事实或将要发

生的事实进行报道部署，是新闻报道的主体遵循新

闻规律，围绕一定的目标，对已有的信息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研究，制定

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以求最佳效果的创造性

的策划活动，是“组织报道”类新闻策划。而为新闻

而走秀则是参与事实发生和发展，由媒体促成和“导

演”新闻，违背了新闻规律。

要改变这种“走秀”新闻绝非易事，形式主义是

作风问题，也是观念问题。这就要求新闻从业人员

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树立正确的新闻

观，要守得住清贫，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不能被

表面现象迷惑，不会被糖衣炮弹打倒，从实际出发，

以内容为王，顺应时代潮流，创新传播形式，才能真

正打造出新闻精品；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与时俱进，加

强学习，全面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灵活运用新闻业务

知识，使自己的作品既有理论的高度，又经得起实践

的检验，有灵魂也有血肉；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在具体

工作中，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走近新

闻事实，多做策划之事，少行敷衍之风，不断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提升自

己的业务素质。

当然，克服“走秀”新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

我们警钟长鸣、常抓不懈，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向受

众提供客观的新闻信息，宏扬社会正能量，不给“走

秀”新闻滋生的土壤，我们的新闻才会风清气正。

总之，广大的媒体从业人员能够切实提高党的

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扎扎实实

开展“走转改”活动，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

新闻报道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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