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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从 2003 年到 2013 年，笔者做了十年的广播
新闻责任编辑。粗略统计，共编辑新闻节目超过
三千期，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这两个数字若
和报业、出版社的编辑或前辈们相比，实在算不了
什么。只能说完成了一定的工作，付出了劳动与
汗水，有了一些体会，积累了一点经验。

十年体会: 责任编辑无职无权，却在广播新闻
工作流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要当好广播新
闻责任编辑，在工作中必须把好政治导向和文字
关。决不能因个人原因出现任何责任事故，并力
戒瑕疵和纰漏，其岗位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可见一
斑。做好责任编辑工作，一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二要能吃苦，耐得住寂寞，能
长期坚守岗位; 三要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对的坚
持，错的及时更改; 四要有一定的组织策划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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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五要有犀利的眼光，具备迅速捕捉新闻的能
力; 六要有较宽的知识面，较为丰富的社会学常
识; 七要与时俱进，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业务
水平; 八要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以及扎实的文字功底。上述是笔者对关于
如何做好责任编辑的深刻体会。作为欠发达地区
的基层媒体，培养一名优秀的记者不容易，培养出
一名出色的责任编辑更是不容易。要经过学
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反复锤炼而
成。对照上述标准和要求，笔者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需要在今后工作中不断地加强学习和继续努
力，才能更好地承担起责任编辑的重任。

小书简介:俗话说，十年铸一剑。在责任编辑
岗位上做久了，总想说说在编辑节目和稿件过程
中遇到的那些事。这部小书的出版就算了结了本
人的一个心愿。书中收集了笔者在不同时期撰写
的二十篇文章，部分还在内蒙古《新闻论坛》、《内
蒙古广播电视》等新闻期刊上公开发表过。内容
涉及新闻策划、采访、写作、编辑等方面，基本上涵
盖广播新闻工作的流程。书中既对节目和稿件中
的成绩和优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又直言不讳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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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和建议。书中的文章篇幅都不长，最长在二千八
百字左右，最短只有一千字上下，都是笔者多年来
实践工作经验的总结。由于业务能力和水平有
限，书中有些看法和观点都是一己之见，不一定正
确，难免有偏差和不妥之处，还望广大同仁谅解和
批评指正。

2013 年 5 月写于锡林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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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做好干部下基层宣传报道的体会

党员干部“下基层，办实事，转作风”为民服务
活动，是自治区党委为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促进干部队伍作风转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的重大举措。按照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锡
林郭勒盟全面组织开展了干部“下基层，办实事，
转作风”为民服务活动。目前，全盟已有三千名干
部深入基层，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活动取得了初步
成效。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和
舆论宣传阵地，宣传报道好干部下基层活动具有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活动一开始，锡林郭勒
广播电视台就联动各旗县市( 区) 广播电视局
( 台) 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扎扎实实做好宣传报道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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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报道工业经济发展和重点项目推进
情况

多年来，锡林郭勒盟一直以草原畜牧业为主
体经济，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2003 年以来，锡
林郭勒盟盟委、行署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这一有利时机，不断调整完善经济发展思路，依
托资源优势，以新兴工业化为主攻方向，大力推进
经济转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质量明显提
升。2010 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91. 25 亿元，增长 16. 3%。在成绩面前，也应清
醒地看到，目前锡林郭勒盟工业总量小，产业链
短。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区比重不到
6%，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偏多，煤炭、电力、化
工、矿产冶炼等项目独立运作，尚未形成“煤电
化”、“煤电冶”等一体化产业链条，产品附加值
低，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提高较慢。因此，作为
欠发达地区的锡林郭勒盟，能否赶上全区的发展
步伐，摆脱落后的面貌，进而实现工业化，工业经
济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干部下基层宣传报道中，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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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整了报道的重点，除了继续报道各旗县市
( 区) 工业经济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外，把新闻点
放在各地区为促进此项工作，解决制约发展与建
设的瓶颈和问题，而采取的新方法和新举措上，让
广大听众( 或观众) 了解当地党委、政府和干部下
基层活动所办的实事。

此外，近两年来，锡林郭勒盟境内一些从事矿
产资源开发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始在治
理企业周边环境，为牧民分红，扶持当地牧民创办
企业，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锡林
郭勒广播电视台及时派出记者进行报道，对在环
境治理行动中故意拖延、态度不积极的企业，进行
批评报道，受到听众( 或观众) 的好评。

二、重点报道干部下基层活动，解决农村牧区
贫困人口生产生活困难的事迹

锡林郭勒盟总人口为 103 万人，其中牧业人
口 22. 45 万人，农业人口 22. 94 万人。到 2011 年
末，全盟农村牧区贫困人口为 15. 6 万人，贫困发
生率为 34. 4%，高于自治区 14 个百分点。致贫的
主要原因有灾害、疾病、经营能力差等。这些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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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希望下基层干部能够为他们“雪中送炭”，帮
助解决困难和问题，扶持发展生产，尽快摆脱贫困
面貌。鉴于此，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重点采写或
选择下基层干部帮助贫困人口解决医疗、教育问
题及帮助进行危旧房改造、保障安全饮水、通广播
电视信号、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稿件进行
播发。一个个鲜活的事例真实感人，它不仅体现
了下基层干部用真心和行动为百姓服务的宗旨，
更体现出党和政府始终把贫困人口的困难和问题
挂在心上，用实际行动来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的信心和决心。按照新阶段扶贫攻坚目标，到
2017 年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时，锡林郭勒盟将基本
消除贫困现象。

三、重点报道下基层干部化解基层矛盾和维
护社会稳定所做的工作

当前，锡林郭勒盟既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下基层干部，通过上
门走访、座谈交流、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方式，及时
了解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梳理群众反映
的矛盾和问题，积极协调，化解矛盾。锡林郭勒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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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台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情况下及时进行
报道。例如:镶黄旗政府干部下基层，“排查纠纷，
化解矛盾”巡回工作组，在文贡乌拉苏木阿日苏图
嘎查和日木浩特成功调解了四户牧户草场纠纷;
锡林浩特市在危旧房改造中实现阳光搬迁; 锡林
浩特市与周边企业签订环境治理责任状等。上述
表明，各地党委、政府和下基层干部勇于面对各种
错综复杂的矛盾，用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取信于
民。

做好干部下基层宣传报道不仅是一项政治任
务，也是对新闻宣传能力和工作水平的一次检验。
总结本台前段宣传报道工作有如下体会: 一是干
部下基层宣传报道要真实准确，严禁夸大和虚构;
二是坚持“一事一报”为主，应少归纳式或总结式
报道，以避免听众( 或观众) 不了解具体情况;三是
篇幅不宜过长，事完稿完; 四是稿件要注意平衡
性，既要有下基层干部的思路和想法，也要有被帮
助人的声音; 五是在做好一般性宣传报道的同时，
也要组织力量，对干部下基层活动进行深入挖掘，
采写出一批有深度、有思想的特写、专稿、专题报
道等稿件; 六是干部下基层活动与各地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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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新闻点放在解决老百姓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上。

( 原载内蒙古《新闻论坛》2012 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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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
工业经济宣传报道的体会

拥有 20. 3 万平方千米面积，有 100 多万人口
的锡林郭勒盟，长期以来，一直以传统的畜牧业为
主体经济，工业经济水平低、发展滞后。到目前，
锡林郭勒盟经济总量小、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的
状况还未改变，特别是生态环境仍然十分薄弱，农
牧业产业程度低、生产经营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
阶段。第三产业相对滞后，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
建设薄弱。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收难度
大，解决上述问题的突破口和关键是工业发展。
从 2003 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按照“全党抓经济、重
点抓工业、突出抓项目”的思路，以“煤、电、油、肉、
乳、矿”为主攻方向，以工业经济为突破口，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工业重点项目的实施，工业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广播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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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连接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对当地党委和政
府的中心工作，发展工业经济进行宣传报道具有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总结近年来我台新闻报
道在此方面的经验，体会如下。

一、精心策划深入一线抓新闻

锡林郭勒盟经济能否赶上全区发展的步伐，
缩小与先进盟市的差距，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关键要看工业这台国民经济的发动机是否搞得上
去，这也是当前锡林郭勒盟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
实践证明，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锡林郭勒盟已经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到 2004 年，全盟工业增加
值完成 39. 15 亿元，增速达 38. 7%，比“九五”时
期平均高出 26. 7 个百分点。在工业经济有力拉
动下，GDP 完成 133. 46 亿元，增长 28. 1%，比“十
五”前三年的平均增速高出 15 个百分点，财政总
收入完成 12. 27 亿元，增长 59. 5%，一年纯增
4. 58 亿元，相当于 1997 年全盟财政总收入。面对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如火如荼
的建设场面，如何迅速、准确地将这些成就传播给
广大听众呢? 近三年来，我台采取的方法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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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与集中报道相结合，大幅度增加了工业经济
发展的报道，并且在年初就将此类新闻报道列为
全年重点报道工作计划中。发展现代工业经济，
对锡林郭勒盟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讲，还
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有许多需要编采人员学习、
认识和掌握的东西。为了确保导向的正确性，提
高报道的质量，我台每一次在组织工业经济集中
报道前，都要由台总编室在经过深入分析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确定选题，精心策划，明确报道方向，
提出标准和要求，责任到人。并坚决杜绝抄讲话、
抄材料、打电话问问等敷衍了事的现象发生。记
者带着任务和问题访机关、上工地、入企业、下矿
区、进牧区。采访对象包括领导干部、厂长经理、
工程技术人员、市民和牧民。用手中的话筒和笔
认真倾听和翔实记录工业发展的最新信息、发展
历程及亲身感受等。精心写出一篇篇具有广播特
色的消息、特写、专访、专稿等稿件。播出后，受到
听众的普遍好评。仅今年上半年，我台推出的系
列报道《工业经济记者行》播发的稿件就达 132
篇，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受到上级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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