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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事前彩排”

陈鹤走红的视频片段，
来自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

《大冶电视问政》播出的第 15
期。录制节目时，在台上接
受 问 政 的 是 各 单 位“ 一 把
手”。陈鹤说，这是大冶市委
书记点名要求的。而据大冶
本地媒体报道，录制第 15 期
节目时，大冶市委书记、市长
均在现场观看。

按照节目流程，播放暗
访短片后，相关负责人会当
场就问题进行回应，党代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等观众对回应进行满意度
投票。

陈鹤的“出圈”点评发生
在满意度投票之后。“在接受
采访的过程中，他（胡专员）多
次提到，群众只考虑自己的
利益，好像群众不该考虑自己
的利益一样……要求群众大
公无私，其实反过来，恰恰就是
为了便于自己偷懒自私嘛！
怎么现在反而要群众大公无
私，而你可以无所作为呢？”

“节目是没有事先彩排

的。”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陈鹤表示，“接受问政的单位
压根不知道暗访短片曝光的
是哪方面的问题，更不知道
主持人会问些什么。”陈鹤解
释，“同样，在节目中，接受问
政的单位会如何回应，我也
是无法提前知晓的，所以我
的点评只能是现场发挥。”

近年主流在“县一级”

在《大冶电视问政》走红
前，电视问政类节目已经拥
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这
和始于 2004年的“兰州治庸”
有关。

据央视新闻报道，彼时，
因为腐败案的牵扯，兰州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都被撤换。
2004年 12月 10日，新任市委
书记陈宝生上任 10 天后，他
在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
要在兰州搞一个“治庸计划”，

“向官员的平庸行为开刀”。
2005年 5月 8日，兰州市

委审议通过了《关于整治干
部平庸行为的计划》。5 天
后，在兰州全市领导干部大
会上，陈宝生首次提出“一把

手上电视”的设想。
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时

任兰州电视台副台长汪小平
回忆，他去找陈宝生商量节
目的细节。陈宝生提出，希
望“一把手”在面对镜头时，能
让老百姓更直观地感受到各
部门都在做什么、怎么做。
基于此，汪小平建议节目就
叫《一把手上电视》，“直接、响
亮，也能体现栏目的意图”。

此后，包括湖北省武汉
市《电视问政》、北京市《向前
一步》、广西南宁《向人民承
诺——电视问政》、山东省

《问政山东》等在内，一批电视
问政节目开始涌现。

不过，在陈鹤的观察里，
近年来，录制电视问政节目
的主流“在县一级”。

“在县一级做电视问政
很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县
委书记或（县级市的）市委书
记在推动工作时明显感到下
面的干部不好带。”陈鹤解释，
在县级行政区，大部分干部
的“天花板”在副科级，“如果
一个干部在 45岁左右才当上
副科级干部，他往上晋升的
空间就不多，工作积极性也
不大，所以一些人就在那个
位置上‘半躺平’。”

倘若县委书记想要有所
作为，电视问政就会成为有
效的推动工作的手段，“用舆
论压力，用老百姓和民间的
压力来倒逼干部作为”。

“一把手意志”

“一把手意志”体现在电
视问政节目的多个方面。比
如，西安电视台早有的问政

节目《问政时刻》原本两个月
更新一期，但时任西安市委
书记的王永康到西安广播电
视台调研时指出，要把《每日
聚焦》与《问政时刻》一起做成
电视问政品牌栏目。此后，

《问政时刻》的更新频率变为
每月一期。

《问政山东》第一期是录
播的，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刘
家义看了这期节目后提出，
节目很好，但是第二期一定
要直播，并且每期节目应有
两名副省级领导到场旁听。
据媒体报道，4天后，《问政山
东》录制第二期，刘家义的前
述意见被执行，并在此后成
为节目“标配”。

“一把手意志”的体现还
在于，因为在电视问政节目
曝光的问题，会让一些官员
被处理。比如，2017 年 2 月，
在西安电视台《问政时刻》披
露西安户县系列污染问题两
天后，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
3人被集体免职；2019年6月，
在湖北省仙桃市纪委监委主
办整治营商环境中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全媒体问政
活动次日，被质询的 5个部门
10名公职人员均被停职。

而也有一些官员，因为
电视问政节目，仕途更进一
步。曾和市委书记一起登上
首期《一把手上电视》的兰州
市粮食局局长司德成在不久
后被调到某大口单位任职。

“有人说我的调动和‘一
把手上电视’密不可分，我也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可以
肯定的是，书记通过这个节
目对我有了较为全面的认
识。”司德成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解释。

上下两层共同需要

电 视 问 政 节 目 发 展 至
今，一个客观现实是，相较于
解决的具体问题，普通网友

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官员们
在节目中的表现。在诸多
对电视问政类节目进行二
次创作的视频或自媒体文
章中，官员们“汗流浃背”

“尴尬”“红了脸”的场景或
节目嘉宾的“咄咄逼人”，成
了被反复提起的关键词。

叶青曾任湖北省统计
局副局长，并以嘉宾身份
多 次 参 与 录 制《电 视 问
政》，他评价说，“老百姓就
觉得特别痛快，平时都是
官员在管我们，现在也可
以让你们出点小洋相。”

相较于节目开播之初
的“轰轰烈烈”，20年之后，
一些还存在的栏目，已有
不同程度的“转型”。

2008 年，陈宝生调离
兰州。汪小平记得，大概 3
年后，《一把手上电视》改
版成《民生民情大家谈》。

《电视问政》后来也逐渐从
“问政”向“问策”转变：过
去“节目曝光问题——负
责人解答”的模式，变成了
嘉宾共同探讨问题的解决
之道。

不过，与之相对的是，
虽然每档电视问政节目存
在的周期长短不一，但这
种节目类型却一直存在，
不停有新栏目在不同的电
视台推出。

“这类节目能有这么
顽强的生命力，在于满足
了上下两层的共同需要。”
在陈鹤看来，电视问政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上层，
地方主官需要把它作为改进
干部作风、优化当地政风的
抓手；在底层，普通百姓需要
更直接的、能反映自己诉求
的渠道。他们都是欢迎电
视问政的。“可能就是中层
干部，夹在中间，感觉压力比
较大，个别人对电视问政
有抵触情绪。” 李桂

沉浮二十年
““顽强顽强””的电视问政的电视问政

“这位胡专员究竟是什么级别呀？是
多大的官啊？”2024 年 9 月初，因为在一档
电视问政节目中的“犀利发问”，华中科技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鹤走红网络。

在一段暗访短片中，有居民表示家门
口的路长期有渣土车、大货车通行，导致
门口晴天灰尘大、雨天有泥浆。面对群众
诉求，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镇人民政府
12345 专员胡某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
车司机怎么挣钱？”

作为一名参与了十多年电视问政节
目的学者，陈鹤惊诧于舆论的热议。事实

上，电视问政类节目存在的时间长于陈鹤
参与的时间：2005 年，兰州电视台创办的

《一 把 手 上 电 视》被 视 为 此 类 节 目 的 开
端。而过去的 20 年间，全国至少拥有过
243档电视问政节目。

对大部分普通网友而言，他们更感兴
趣的或许是官员们在节目中被问住时的
窘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教
授赵振宇曾多次参与电视问政节目的录
制，在他看来，“电视问政的重点在于通过
双向沟通，促进解决问题，不是说领导干
部出丑了，它就办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