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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媒体，不两会

临沂人眼中的两会与媒体
观察两会有很多角度，透过媒体观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在这一角度上，代表委员作为老百姓的代言人，将

意见、建议诉诸媒体，给公众一个直观明了的监督平台。反过来，媒体几乎成为公众获知关于这场法定盛事的一
切信息来源。作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临沂的代表委员如何看媒体与两会的关系，临沂籍媒体人眼中的两会又是

什么样的？在京读书的临沂学子看了两会报道作何期许？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带着问题进行了采访。

看两会新闻真解渴

从 3 月 3 日全国两会

拉开帷幕，到现在进入两会

报道尾声，初上两会采访的

记者从忐忑到如今拨开云

雾见青天，见证了民意的表

达，为临沂市民发回了临沂

籍代表委员的声音。正如北

京“的哥”王小勇感慨老区

也堵车，生活真是好了，临

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更

是给记者平添了采访的底

气。

临沂的代表委员来自

社会的各个层面，父母官、

企业家、普通教师、基层农

村党支部书记……他们在

两会上的发言、提案议案、

投票表决，都关乎每个临沂

市民乃至国人的切身利益。

作为初上会采访的记者，亲

身感受到弥漫在会场内外

的热烈气氛，能够见证和记

录这个过程，何其荣幸。

当国家级、省级媒体争

相采访临沂的代表委员时，

面对镜头，他们侃侃而谈，“多

双耳朵，多双眼睛，更要多一

份感情”、“积善行德不能只说

不做”……记者就是通过记

录这些来自临沂代表委员掷

地有声的回答，让关注两会、

关注临沂经济社会发展的市

民获知有价值的信息。

常年报道两会的资深

记者说，没有经历过两会的

记者生涯是不完整的。当代

表委员带着民意上会，记者

带着民意去提问，第一次采

访全国两会的忐忑就会化

解，作为两会与百姓之间的

窗口才能窗明几净。

本报特派记者 刘遥
唐丽丽

媒体是百姓倾听声音最快的渠道
临沂的老百姓怎么在全国两

会上捕捉到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

声音？“我觉得最快的渠道还是通

过你们媒体报道，这是最便捷的

了。”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人民医
院院长尹传贵已是“两会”的老代

表，也是往年“两会”媒体追逐的对

象。今年也不例外，从两会开幕到

现在，他已接受了二十几家媒体的

采访。

“我认为，媒体记者是两会和
百姓之间的传播者。”谈到越来越

多的记者关注两会，尹传贵说出了

自己的看法。

“‘两会’是把民意变成国家制

度。全国人大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政协是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平
台。”尹传贵说，两会关注的不仅是

国家大事，更多的是民生，甚至是鸡

毛蒜皮的小事，百姓关心什么，媒体

也会关心什么。媒体的报道拉近了

普通百姓与两会之间的距离。

“加上你们，我这些天已经接

受了二十几家媒体记者的采访。今

年到‘两会’采访的记者，比往年都

要多。”尹传贵看来，“记者比代表

委员还多”是很正常，也是很好的

现象，说明两会的重要性，也关系
到国家大事，国计民生。

尹传贵告诉记者，今年，他将
30 多个建议带到了“两会”，主要是

关注民生。在被采访时，记者们问

的最多的还是医疗卫生方面的问

题。“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对于医

疗卫生和社会养老等方面的问题，

我从记者那里也获取了不少‘民

意’，听到了不少人的‘心声’。”尹

传贵如是说。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在

讨论审议过程中碰撞出的一些思

想‘火花’和大政方针及时得到传
播，通过媒体记者传播到大江南

北，甚至海内外。媒体记者通过采

访询问，把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未涉

及到的问题带到‘两会’。”尹传贵

认为，媒体记者是“两会”和百姓之

间信息、心声的传播者。通过这个

“窗口”，形成了民意的互动。

从文字中嗅出家乡的气息
作为首次报道全国两会的“新

手”，本报记者带着临沂市民关心

的民生话题，采访了临沂的代表委

员，也就同样的话题与其他媒体进

行了交流。每遇供职于其他媒体的

同乡记者都会发现，他们对家乡的

关切程度丝毫不亚于本报记者的

关注度。

毕业于黄河科技学院的临

沂籍记者王辉目前供职于某国

家级社科类杂志。在今年两会

上，她所在的媒体也牢牢把握了

这次全国学术权威云集的大好
时机，采访到平时花大量人力物

力才能搞到的一手资料。作为编

辑，王辉在处理上会记者采到的

信息中，看到山东字样，总觉得

格外亲切。

她记得从工作第一年开始，他

们报纸对于两会的报道就从未放

松过。“虽然这是一个面向全国理

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综合性理论、

学术杂志，但是每年全国两会的报

道编辑时，看到来自家乡的学者代

表、委员提出有关学术方面的意见
建议，从中窥见山东社会科学发展

一斑，就像从文字中嗅到家乡的学
术气息。”

王辉告诉记者，像两会这样
云集众多学者的机会并不多见，

为了把握这每年一度的机遇，更

为了把本行业内的信息及时向大
众传播，她所供职的杂志社专门

成立“两会特别报道小组”，并开

辟了“两会”专栏，版面也增加到

24 个版。

在两会采访期间，在代表委员

们的住地，都设有专门摆放报纸、

杂志的展台。展台上除了主流报

纸，一些行业性的报纸和杂志特刊

也占据了展台的大部分位置。作为

地方媒体上全国两会采访的记者，

在这些文字中搜索来自家乡的信

息，即是与来自全国其他媒体的记
者奔走相告临沂的消息，只要关乎
民生、关乎家乡发展，无一例外，都

是将两会与临沂牢牢牵连在一起

的纽带。

记者手记
3 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一所

传媒类高校读研二的临沂姑娘黄

小云突然发现学校附近的报摊上

铺天盖地飘红，一心只读圣贤书的

她才意识到，“两会”季又到来了。

黄小云最关心的还是毕业后能不

能在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到那时买

房会不会便宜些。

黄小云告诉记者，再过一年她就
要毕业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找一份
薪金尚可、福利较好的工作，是摆在

她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于是她格外留

意媒体上代表委员提出的关于高校

毕业生就业和房价调控的议案提案。

“尤其关注对在北京的外地人贷款、

买房等限制的意见建议，就专门买了

好几家的报纸研究。”黄小云说。

像黄小云一样关心“两会”的

还有她的师弟、同乡栾杰(化名)。不

过对于一路读书读到研究生的栾

杰来说，对物价、房价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感受，但他对“两会”报道本

身似乎更感兴趣。

栾杰的生活离不开网络，今年

两会期间，他注册了一个微博账

号，“围观”两会报道。遇到感兴趣

的话题，再查其他网站是怎样报道

的，哪家报道的角度更独特，更吸

引人，他就“顶”一下。

“同学之间也议论两会，话题

往往围绕民生，再就是争议比较大

的话题，比如有委员抛出‘不让农

村孩子上大学’的观点，大家讨论

就比较激烈。”因为同学都来自不

同的地方，各自关注的对象都偏向
本地，所以争议性的话题比较能引
起共同语言。“比如我是临沂来的，

看到网上关于山东籍特别是临沂
籍代表委员的言论，当然更关注。”

两会报道接近尾声，栾杰说他

有些审美疲劳，“可能一直关注网

络媒体报道的缘故，今年网络媒体

在两会报道中，议题设置在某些方
面还是比较偏向的，比如在三八妇

女节期间，网上对‘剩女应该在家

当全职太太’等特殊提案关注过

度，看得多了就让人反感。”

栾杰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学生，

还“不识生活愁滋味”，自然也会关心

刘翔、倪萍这样的明星代表委员在两

会上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建议。“但有

的媒体对他们过度关注，取悦于网

民、读者，反映基层代表委员呼声的

报道受到的关注度就相对小了，这导

致两会结束时，我记住的都是些花边

新闻的谈资。”栾杰若有所思。

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0 名记者上演新闻大战。图为各路媒体记

者“围堵”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 图片由 记者张跃伟 提供

带民意上会不忐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