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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少数民族文字版如何提升影响力

— 以《人民日报》藏文版为例
③郑明轩 蔡汉路 梁 锋

年 月 日�胡锦涛总书
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强调指出新

闻宣传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
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要坚持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
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
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一年来�《人民日报》藏文版在西藏及
其它藏区的出版发行践行以人为本

服务广大藏族群众的同时�也带来我
们一些新的思考。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
政策 进一步向国内外

大力宣传新西藏、新发
展、新生活�广泛介绍真
实的西藏、发展的西藏、
稳定的西藏都具有重大

的意义。这不仅体现了
中央对广大农牧民的关

心与尊重�也创造了世
界新闻传播史上的一

个奇迹。

一、《人民日报》藏文版的实践
年 月 日�由人民日报社

主管�由人民日报社和西藏日报社主
办《人民日报》藏文版出版�这是我国
第一份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的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藏文版的
出版发行�对于把党中央的声音传遍
西藏千家万户�不断提升人民日报的
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进一步宣传

西藏的面积有 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 万�每平方公里不到
个人�其中 以上是藏族� 以上

是藏族农牧民群众�由于自然条件和
历史因素等制约�西藏新闻信息传播
极不平衡�呈现出一种“头重脚轻”的
状态— 城市信息相对充足�农牧区
信息严重贫乏。从首府拉萨到其它地
区中心城市�到县城�到乡镇�到农牧
区�信息密度层层递减。在一些偏远
贫困的农牧区基层�还存在没有报纸
可读、没有电视可看、没有广播可听�
更没有网络可以上�新闻信息几近于
无的现象。《人民日报》藏文版 的出

版以及普及似的发行— 万份每天

四版的《人民日报》藏文版全部赠阅�
向西藏和四川、甘肃、云南、青海的藏
区每个行政村赠阅 份、中小学校和
寺庙各赠阅 分。其中�西藏 个

行政村、 个中小学校和 个

寺庙获得赠阅。有效地扩大了信息传
递的覆盖面�有利于广大农牧民的获
知来自中央的权威声音和信息。
二、《人民日报》藏文版面临

的挑战

一 时效性有待加强。时效性是
网络时代平面媒体凸显的一个瓶颈�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不仅在落后
国家和地区出现�也在发达国家出现�
并表现更严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就

进行舆论监督时�牢记有利于社会稳
定�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威望�有利
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原则�使
被批评者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最终
达到改进工作、改正错误、促进事业发
展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时机要看准。搞舆论监督绝不能
凭感情用事。从局部看�某个问题老百
姓意见很大�总觉得不捅一下对不起大
家。这时�要对热点问题进行冷思考�从

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出发。所以�选择
适当的报道时机很重要。时机成熟了�
解决问题的条件具备了�这样的舆论监
督才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毋庸置疑�作为地市党委的机关
报�必须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
放在第一位�必须及时准确地宣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及时准确地宣
传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必须下大
气力采编具有时代精神、具有较强指

导性的新闻�必须及时传播广大读者
应知欲知而未知的各种信息。同时�
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搞好新闻舆论监

督。否则�就不是一张功能齐全的报
纸�也不会是一张具有权威性和吸引
力的报纸。只有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的同时�正确地开展舆论监督�才能
完成报纸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的
使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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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报纸因为没有解决时效性而倒

闭。它不仅在西藏显现而且在内地也
同样呈现�只不过受自然历史等多因
素作用的西藏更为明显。 人民日报》
藏文版在基层发行同西藏地区自办的

主流媒体— 《西藏日报》汉文版、藏
文版以及《西藏商报》等一样�主要通
过邮政投递�按照农牧区村村通邮的
“乡邮”渠道进行投递�地区邮政局工
作人员及乡镇一级聘用制邮递员�采
用邮车、马班等多种形式投递。受恶
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经济条件影

响�尽管邮政部门做出了很大努力�但
由于许多行政村地处偏远、路况很差�
农村发行基础设施不健全�邮政投递
人员数量不足�发行渠道不畅�农牧区
书报刊积压在乡镇的情况比较严重�
无法及时送到行政村。《人民日报》藏
文版受此影响�在送达时间上也存在
发行时效慢的问题�大多数时候都要
在一周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

报纸。比如在阿里、那曲等一些交通
不便的地区基层�将近半个月的各期
报纸被一次性送来。日报是讲求时效
性的�报纸配送如果不能保证每天送
一次�就很容易堆积起来�影响基层干
部群众及时读报。而且�虽然《人民日
报》藏文版实现了村村覆盖�但数量偏
少�对于一个行政村来说�三份报纸数
量是不能满足农牧民的信息需求。在
一些基层居委会和农牧区�报纸虽然
送到基层�但是很少有居民来借阅的
情况�并且通过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
聊天也可以感知�包括工作人员对报
纸以及其他刊物阅读甚少。

二 内容上还可改进�由于受西
藏地区办报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少
藏汉两种文字的同名报纸存在着一

个共同问题— 即藏文版往往仅是

汉文版的直接翻译版�缺乏特色和独
立性。在出版发行一年来�《人民日报》
藏文版如同当前的《西藏日报》藏文版
一样�以翻译汉文版为主要方式�由于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报
道的内容是传递党中央的权威讯息

以及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在体现西藏
本地和基层的内容方面没有满足广

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愿望和期待�表达

方式上没有体现民族特色。
三 网络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冲

击。同世界发达国家和我国内地发达
地区一样�网络以及手机等新媒体的
兴起是包括《人民日报》藏文版在内的
西藏报纸发挥作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

影响因素。网民人数占省区总人口的
百分比从 年西藏 到

年西藏 �虽然在全国网民总
数中占有极小的位置�但是�它的意义
不可忽视 一方面�是呈上升趋势�另
一方面�却显示它比报纸的传播对象
大的多�当前《西藏日报》汉文版、藏文
版发行量在 万份�覆盖人群比重为

�低于网民所占人口比重�而且
年轻网民上网行为使他们对报纸的

使用降低。而且� 年藏文输人进

人移动通信领域不仅仅是继藏文输人

进人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技术突

破�同样也使包括《人民日报》藏文版
在内的西藏报纸影响力和作用带来

了不小的挑战。
三、提升《人民日报》藏文版

影响力的思考

提升《人民日报》藏文版影响力满
足农牧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参与权的实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一 依托国家的财政保证与政策

支持提高时效性 一方面�申请国家大
力扶持�通过资金和政策保障�加强乡
镇以下投递员队伍建设�解决因人手
不够积压在乡镇、无法及时送达到分
散的行政村的问题�同时�努力规划并
实施在边远重点地区设立代印点�以
缩短邮路�增强新闻传播时效。另一
方面�如前所述�互联网在西藏呈良好
的发展态势�使用人群逐年上升�互联
网具备成为西藏地区跨区域传播的一

个低成本的媒介和先头部队的潜力。
可以依托和借助互联网、移动等先进
信息传递平台�开设手机报、网络版等
新的传播平台�将重要新闻等制作成
标题新闻或简明新闻而进行传播�从
而增强时效性和扩大覆盖面。

二 创新内容和表达方式�首先�
在对中央的大政方针以及国内外重大

事件进行及时全面的介绍的同时�《人
民日报》藏文版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内
容上要突破翻译格局�增强内容的鲜
活性。要充分利用人民日报社在西藏
等五省区各分社以及当地新闻资源�
依托一线的记者、通讯员以及广大农
牧民群众�尽可能多地获取藏族群众
身边最关心最直接的各种讯息�多采
写一些藏族群众身边的人和事�全面
报道五省区各藏族地区的新风貌、新
发展、新变化、新生活�使《人民日报》
藏文版更加贴近基层。其次�随着时
代的发展�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受众视
野宽了�要求变了�辨别力强了。信息
丰富的社会环境使受众的选择机会不

断增多 开放多彩的世界使受众更注

意新闻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在
翻译和写作的过程中要注意�要用藏
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使“北
京话 ”伴随着浓郁的“酥油茶”的气息
和“糟把 ”的味道�从而增强报道的亲
和力、吸引力�扩大影响力。

三 《人民日报》藏文版要发挥更
大影响力�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西
藏日报》汉文版、藏文版创刊 年的

历程表明�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和恶
劣自然条件的影响�西藏在人尽其
才、工作条件和待遇水平等方面都难
以与内地报纸相比�一支忠于党、国家
和人民事业�精通藏语和熟练掌握新
闻传播专业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对于在西藏这样落后的地区把党的意

志和人民心声结合起来有着决定性作

用。因此�就要通过“请进来”— 定

期请内地专家组织业务学习和专题

研讨保证新闻人才及时得到接受再

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开阔视野和“走出
去”— 通过开展交流、岗位轮换等
办法进行培训、提高素质等途径�加强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通过灵活的机制�
如给予优秀人才在收人分配、养老保
险薪酬待遇上的优先照顾�稳定骨干
力量�防止人才外流�营造事业留人、
待遇留人、感悟留人的良好氛围�创造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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