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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党报副刊的党性原则与个性发展 
张莉岩 

(北大荒日报社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摘要】当前，在新媒体辈出的情势下，作为传统媒体中传统版面的党报副刊，受到的冲击空前严峻。一些党报根据 

自身面I临的实际困难，有的干脆停办副刊，放弃了经营几十年的明星版面和栏目；有的则放下党报应有的坚持，完全转型 

为纯文艺类型版面，迎合 “潮流趋势”。笔者以为，党报副刊的固有功能不可丢失，使其发扬光大的有效途径是个性化经 

营。本文试结合工作实践，对新形势下党报副刊如何发挥传统优势走出困境、发挥功效做以肤浅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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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时代，传统纸媒的优势似乎不再，信息传播虽 
-

t--然高速快捷，但 “趋同化”“同质化”现象却愈加严 

重。然而从受众的心理层面，越是全球化，人们越是注重 

并追求个性。 
党报副刊的文化使命与文化担当在这种大形势下于是 

显现出来。在新闻的 “同质化”现象愈加严重的今天，同 

样是一张 “新闻纸”，报纸的副刊则可以各具特色。 

纵观现代文化界，若论深受各年龄段、各阶层受众普 

遍接受并喜爱的文化传播人，著名小说家金庸先生可谓当 

之无愧。金庸先生原来的身份是一位资深纸媒人，他创办 

了 《明报》。关于gtJ：FtJ的经营，金庸先生就有一个独到的 

信念 ：新闻是攻的，副刊是守的，有大新闻出来，报纸的 

销路可能会增加五万份、十万份。大新闻过去了，销路要 

恢复原状 ，这时要保住大销路的话，就要副刊做得好。金 

庸先生的这种思想对于党报副刊的经营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一

、 党性原则，必须坚持 

党报副刊在体现内容、形式、风格、流派多样性的前 

提下，必须把握一个大的原则 ，那就是一定要坚持党报的 

政治方向。党报glJ~：lj姓副，但首先更姓党。 

要树立党报副刊的主角意识，追求新闻的时效性。有 

人认为副刊不同于正报，可以在时效性上放松要求。其实 

不然。党报的g'J=F'J虽然在稿件的选用上不一定是最新、最 

抢眼的事件报道，但因为它隶属于党报，所以必须要对时 

效性有更高的要求，这样才有助于贯彻好副刊内容与党的 

声音相一致的大方向。 

把握好时效性、接近性，其实就是体现了报纸的新闻 

性，说到底也是坚持了党报的党性。党报g'J=F'J与网络副刊 

的本质区别就是主流、精辟、本土。把握好这个方向，就 

是坚持了党报副刊应有的经营理念。 

党~Hg'J=F'J在选稿时要坚持主流方向，寓正能量的报道 

于多种多样 的文学形式 ；要在稿件的质量上从高从严要 

求，体现权威性、精准性；同时，党报因为是党的一级组 

织的喉舌 ，还要强调本土原则，即在副刊稿件的选取上 ， 

要突出为本区域受众服务 ，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这是区 

别于打破地域限制的大网络的重要标志。 

二、特色求新立足，助力正报发展 

党报副刊，因为处于 “副”的角度，所以当仁不让地 

成为了区别于 “众 口同声”的正刊，以特色赢得受众的力 

量所在。《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就曾说：“新闻是建筑 

主体，副刊就是亭榭回廊，两者相得益彰。”金庸先生更 

说过 ：“新闻招客，副刊留客。”可见在纸媒面临市场冲击 

的形势下，经营好副刊，对于一份报纸的生存与发展是很 

重要 的。 

党报副刊是正刊的延伸与深化，具有更深刻、更持 

久、更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更易为读者接受，给受众的印 

象更 自然、更稳固。副刊的文体 ，无论是报告文学、小 

说、散文还是诗歌、随笔、评论等等，都可以以 “接地 

气”“讨人喜”的姿态 ，给读者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等 

形成潜在的影响与渗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这种情况，就要求g,J=F,J以独有的特色，抓住受众的眼 

球与心灵。所谓g,J=F,J的特色，它不是最快最新，而是深刻 

厚重；不是猎奇刺激，而是回味无穷。其实更多的读者更 

喜爱能引起思考、给人激励的正能量精神大餐，而不是人 

云亦云、夺人眼球却很快烟消云散的快餐式文化。 

gOT'J的 “特”还在于它的 “软”。这种软性体现了副 

刊的使命与优势，所谓寓教于乐，副刊正是要把严肃的党 

性原则贯彻在这种和风细雨式的字里行间以及赏心悦 目的 

版式当中。 

在当今社会快节奏与压力之下 ，人们更喜欢从 “软绵 

绵”“温柔体贴”的话语中寻找精神的慰藉与浸润 ，副刊 

恰恰成了受众陶冶心灵的港湾。 

要同以新奇特、以大而全取胜的网络媒体抢夺受众有 

限的休闲时光，党~Hg,J=F,J独特的视角、风格与品位就在受 

众 “选择困难”中脱颖而出。当然，要胜出并不容易，但 
一

旦凭借自身的特点抓住了～部分人的心，成为他们选择 

中的 “宠儿”，其忠诚度便可逐渐培养起来。 

三、g,l=F,J编辑的责任感与生存发展 

副刊编辑，曾经在传统媒体 占主导的时代里被忽略为 

“二线”人员 ，觉得 自己姓副，所以难以有主人翁 的感 

觉。如今传统媒介受到新媒体挑战，他们又随之成了将被 

淘汰的 “落后”代表 ，背上了精神包袱。其实不然，事在 

人为，只要坚定信心、端正认识、解放思想，党报副刊编 

辑的岗位依然大有可为，而且可以焕发出职业的青春。 

党报纸媒编辑要树立 “主角”意识。党报从业人员不论 

岗位，都是党的喉舌，坚持的政治立场、肩负的历史使命是 

相同的，首先从自身端正态度，树立报社兴衰、荣辱与共的 

观念。在此基础上，发挥这一特殊历史转型期副刊的特点和 

优势，担负起推动、助力正报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 

要不断完善 自我，提升业务素质 ，适应新形势发展， 

使 自身能力与媒体共同发展，迎接崭新的未来。打铁还需 

自身硬，副刊编辑，版面就是自己的舞台。要在竞争激烈 

的传播渠道中凭借实力取胜，要编出受众接受并喜欢甚至 

追捧的版面 ，提高自身的编辑水平是关键。众多媒体方兴 

未艾，但说到底个性之中有共性。作为编辑，只要躬身静 

心做好本职工作 ，能经营好副刊版面的编辑，相信在做其 

他相关领域也不会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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