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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记者报道火灾被阻拦，我们应该看到什么？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吴雅楠 桑珊珊

2021 年 4 月 9日

近日，河南电视台记者在直播报道河南巩义一工厂火灾时被抢走手机、被辱骂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涉事

地方虽然已经道歉，但事件仍有不少疑点有待进一步调查，所引发的关于媒体合法监督权、舆论引导等问题的争

议还在不断延续。

一、网传记者手机被抢视频引热议

4 月 6 日 16 时，郑州消防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

称，巩义市永安路与 310 国道交叉口附近一厂房发生

火灾，14 时 30 分许，火势得到控制，该起火灾未造成

人员伤亡，火灾原因及损失正在调查中。一个半小时

后，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官方微博发布视频，称

记者直播报道工厂火灾过程中手机被自称是工厂的工

作人员抢走，并遭警告：“你们不要给我乱发表”。

根据视频内容，在手机归还记者后，又有一蒙头男子

自称路过的人，用外套捂住头部，带人上前推搡记者、

抢夺摄像机、阻止采访。并质问“你有没有记者证？”

同时有人对着镜头说：“人家受灾，这些狗腿子们都

在这炒作”。视频发布后，经搜狐视频、新京报、腾

讯新闻转发报道，引发网民关注。

针对此事件，河南郑州巩义市委宣传部回应“称

警方已依法展开调查，涉事者为失火企业工作人员，

已公开向当事记者道歉。4 月 6 日晚间，潇湘晨报记者

联系上了巩义市委外宣中心。对方对此回应称，记者

在现场外围离现场最近的地方，厂里的员工可能阻止

他不要在那里直播。由于救援情况比较紧急，双方讲

话可能不是很讲究。已对该记者进行安抚并且带记者

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无异样。

图 1：“记者报道火灾被抢手机辱骂”事件舆情走势

（来源：人民众云）

从舆情走势来看，该话题在 4 月 6 日 21 时、4 月

7 日 9 时出现两次传播高峰，主要以记者直播工厂火灾

时手机被抢、官方回应记者报道火灾被骂狗腿子两个

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节点为主。

图 2：“记者报道火灾被抢手机辱骂”事件媒体渠道分布

（来源：人民众云）

在整体舆情信息的媒体渠道分布中，由于事件信

息最初由河南都市报道官方微博账号发布，微博成为

网民讨论主阵地，占比超六成。

图 3：“记者报道火灾被抢手机辱骂”事件词云图

（来源：人民众云）

词云图显示，网民关心郑州火灾情况，同时辱骂、

狗腿子、暴力抢夺、工作人员等词语成为舆论关注和

媒体报道的重要热词，也反映了在事件背后网民聚焦

在辱骂行为及干扰者身份的讨论。

二、网民在关注哪些问题？

（一）网民追问抢手机与辱骂事件前因后果。目

前视频仅公布了多名不明身份的人抢夺记者手机，辱

骂和暴力阻止采访的片段，这些人的身份是谁？有人

自称路过，有人称是工厂工作人员，这种无端对记者

辱骂和干扰之举至今未见合理解释。网民认为，视频

中提到记者未及时出示证件，火灾现场救援紧张，记

者在火灾现场直播扰乱了秩序所以才引发了冲突，建

议记者向公众说明采访突发事件的意义。“假记者”

敲诈勒索有前车之鉴，有声音表示，部分企业和员工

警惕敲诈风险拒绝采访可以理解，只是胆敢暴力对待

记者，最终演变为对记者的人身攻击确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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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合法监督权和舆论引导备受争议。在

法治社会，保护记者的合法监督权是至为重要的问题，

但记者采访被打、被干扰的事情不止这一起。具体到

该事件，网民“正能量”认为，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新

闻自由，新闻的自由源自媒体记者的采访，对身边发

生的大事，公众有基本的知情权，这都离不开新闻记

者及时客观的采访和报道。舆论呼吁重视记者采访过

程中的安全问题，依法追究干扰者法律责任。也有网

民认为，出事了要先救援，报道别影响救灾，更别伤

口上撒盐，媒体在本次事件传播过程中拥有话语权，

但是记者本应客观公正报道案件经过，如今只发布了

别人被激怒的冲动言语，没有发布采访得到的重要灾

情信息，这样的报道没有内容只有眼球。

（三）舆论担忧记者被干扰背后存在的事实因素。

事件发生后，有声音质疑当地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认

为从视频来看火灾现场身穿制服的警察没有维持秩

序，任由人当场暴力抢夺，简直是摆设，且不明身份

的干扰者气焰嚣张，可见治安环境堪忧，还有网民指

出工厂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如此紧张可能另有隐情，视

频中“不给乱发表”也显示出做贼心虚的感觉。也有

声音对企业不愿意公开面对采访表示理解，认为让录

像不让发表可能也是出于做生意的考虑，怕事情传播

到网上影响声誉。不管如何，关于事件的讨论还应回

到事实层面，期待调查结果。

三、哪些问题应该被看到？

目前，根据来自巩义市委外宣中心主任的官方回

应来看，事发现场实际情况如何，仍然存在诸多不确

定性，而对于网民最关心的也是此事件最关键的问题

——厂里员工阻止记者直播的原因为何，尚未明确。

但可以肯定的是，记者采访受阻的事实确实存在。透

过此案件，以下几点问题应该被看到。

从事件本身——“记者直播被制止”来看，这本

质上反映的是个别公众对记者的一种态度。而涉事人

员对记者会存在排斥态度，具体原因是多元化的。如

视频中所呈现的，有现场涉事人员请求记者出示相关

证件，此类提出身份确认的请求是合理的。此外，记

者直播操作过程中是否干扰正常火灾救援，记者对现

场直播的工作需求与工厂方的交涉过程是否适当等问

题目前尚不了解却值得关注。当然，更为关键的是，

涉事工厂方是否存在不想被公众看见的负面问题也需

要被质疑。一方面，公众对记者的态度，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着媒体报道的公信力状况，因此承担舆论监督

职责的记者在报道全过程中也要注重形象的维护。另

一方面，无论是舆论聚焦的工厂一方还是记者一方，

都应对具体事实做出及时回应，公众更应知晓事实真

实情况。

从唤起舆论关注的关键因素——“涉事工厂员工

暴力干扰”来看，暴力干扰行为背后体现的是需要被

关注的记者保护问题。记者采访中与涉事人员发生冲

突并非个别案例。据央视网报道，2021 年 3 月 23 日，

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记者根据群众举报，前往和县洁

福康餐具清洗配送部进行暗访报道，期间发生记者被

打事件。据《半岛都市报》报道，2020 年，青岛鼎盛

置业欠薪 48 万两年未兑现，记者采访时被打进医院，

同时因为暴力抢夺，机器多处故障，无法正常使用。

通过媒体报道扩大社会重视程度，是记者维权路径之

一，但记者保护更需强化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在新闻

记者在行使采访权，进行新闻采访时，其采访权受到

保护，作为自然人其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受到保

护。当前，在新闻采访及记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还

没有一部成文法律，还应继续加大对记者群体权益维

护的法律保障。

从舆论态度并没有一边倒向“骂记者”或“骂工

厂”来看，公众整体态度的相对平衡，实际上是在社

交媒体下的后真相时代，“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网

上冲浪精神”在发挥作用。公众对后续事件是否会“反

转”保持怀疑态度，这与同类事件中所发生过的舆论

反转，塑造的互联网集体记忆息息相关。2020 年 4 月

21 日河南原阳“4 名儿童被埋”事件中，“多家媒体

记者被欧打”一事曾引起舆论热议。后续警方调查结

果揭示，媒体记者采访中与当地相关人员发生冲突是

事实，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其中涉事相关人员王某强

无记者证，涉嫌违规采访。这一事件虽算不上彻底新

闻反转，但也在提醒网民等待事实全貌呈现再做评论。

后真相时代，一方面媒体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尊重

事实，客观报道；另一方面，公众要对信息保持理性

思考，提高对信息的辨识能力。让事实先于情绪，是

网络传播时代每个传播主体需要具备的媒介素养。

从作为舆论引导主体的媒体来看，此次事件中部

分媒体在报道中突出“狗腿子”“暴力干扰”等字眼，

是否符合客观公正地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有待反思。媒

体在通过议程设置为社会公众营造拟态环境的同时，

也承担着引导舆论的重任，媒体报道走向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舆论走向。尊重事实原则应当在媒体舆论引导

工作中居于首位。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更应坚

守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为博眼球赚流量而夸大事实，

借助事件中可能涉及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因素来扩大

传播影响力并不值得提倡。此外，对于此事件本身而

言，记者采访受阻需要被关注，但火灾现场和调查涉

事工厂同样是媒体需要关注的重要的议题。

（来源：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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