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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北京在连续多天雾霾后，重

现了蓝天。这一天，本报编辑部的同志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记者、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

围绕一个主题畅所欲言——在改革强军的

伟大实践中，我们如何鼓足精气神，讴歌新

时代？

调整改革前，各省军区机关都有专职

新闻干事，各军分区也有专人负责新闻工

作，现在专职兼职的新闻干事岗位没有了，

本报原先的通讯员队伍也随之萎缩。于

是，出现了新闻产品的生产链条衔接不上

的问题。

那么，基层一线有没有新闻呢？答案是

肯定的：有，而且比以前更多。在深化改革

大潮中，基层一线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有

很多很好的新闻素材。而且，现在我们的报

道面覆盖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除了民兵预

备役的工作，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

备、国防教育、学生军训、军事设施保护等多

个领域都是可报道的，这其中有很多新闻素

材亟待挖掘。

怎样解决人少事多的矛盾？时间是海

绵中的水，挤挤总是有的。这一次表彰的十

佳记者、十佳通讯员，人人都在《中国国防

报》《中国民兵》刊发重头稿件 20篇以上。

省军区系统人少事多确实是个大难题，但是

克服困难照样能写稿、写好稿。借助地方媒

体，壮大宣传队伍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

次代表发言中，还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好

办法。

编辑部需要什么样的新闻？软新闻、硬

新闻，是我国新闻界使用概率很高的词汇。

一般认为，“硬新闻形式上基本是动态新闻，

软新闻则有软消息和特写之分”。按照这一

分类标准，我们处理的大多数新闻都可归入

“软新闻”之列。但是这与之前“成绩是新

闻”的概念完全不同。很多通讯员写稿，是

开头写成绩、中间写成效、结尾写成果，满纸

都是成绩，这样的稿件没有新闻性。稿子能

不能得到编辑部的认可，在选题上有没有新

闻性很重要。如果着眼于事件的新闻性，并

突出了事物的内核，成功已有一半的把握。

身处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太多的生活

方式不是已经被颠覆，就是正在被颠覆中。

然而，无论媒体格局如何调整、传播技术如

何裂变，我们相信，人们永远需要优质稀缺

的信息、深刻多元的思想和温暖心灵的情

怀。无论媒体融合发展到哪个阶段，内容生

产的政治方向、正确导向不能变，党管媒体

的原则不会变。

《中国国防报》从1993年9月创刊起，走

的就是群众办报的路子。当年的创刊者

们，是开着面包车到各地推销报纸。可以

说，没有省军区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

参与和大力支持，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国防

报》。过去，本报的转型发展也曾遇到沟沟

坎坎，每一次都是在省军区系统各级的支

持下闯过去了。我们坚信，当下难关，依然

能携手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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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足精气神 讴歌新时代
—2018年度《中国国防报》《中国民兵》通联工作会议代表发言摘登

工作用一般指导，只能一般；用
典型来指导，就能突破一般。近年
来，江西省军区党委持续打造井冈
山市人武部这个重大典型，2017年
作为国防动员系统唯一的全军重大
典型，64家新闻媒体进行集中宣传
报道，在军地引发强烈反响。

一个典型的培养，绝非一朝一
夕就能实现的。2008年，原南京军
区将井冈山市人武部确立为先进典
型后，省军区党委就集中力量培养、
磨砺、打造这个典型，在工作上经常

有意识地交任务、压担子，在党委班
子配备、干部队伍、民兵建设等方面
聚焦用力。这些年，省军区党委班
子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对井冈
山市人武部指导帮带从未断线。该
人武部也不负所望，在 10年中荣获
16 项国家级奖励，105 项工作受到
战区（省）级表彰，成为传承和弘扬
井冈山精神的一面旗帜。

先进典型不是“写”出来的，而
是自己干出来的。基层报道员提
供给编辑部的稿件，首先要真，唯

有真实，才能打动人心。所以，更
要珍惜现有的新闻资源，对老典型
也要用好。

其次，要注重提高自身的采写
能力。江西省军区除了加强培训
外，还制定出台《江西省军区新闻管
理工作规定》，每周对用稿情况进行
排名通报，每半年组织一次阶段讲
评，每年进行一次专项评比表彰，催
逼各单位主动扛起抓宣传工作的责
任担当。

人少事多是目前省军区系统面

临的普遍难题。我们正在探索 3种
宣传人才共用模式：一是由地方宣
传部门牵头，建立了一支 328 人的
军地宣传骨干力量；二是与驻地高
校合作，每年组织新闻专业学生到
军分区、人武部实习锻炼；三是借助
与国防教育办公室合署办公的平
台，招聘新闻专业人才，编制和待遇
由地方解决，人员平时在部队工
作。目前，我们对这 3种方式进行
了试点探索，下步待条件成熟后在
全省推广。

唯有真实，才能打动人心

江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

陈李忠

广西并不是盛产新闻的地方，
若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我们算是
“贫瘠”的。但是年初以来，我们在
中央级媒体刊发稿件 40余篇，其中
2 个头版头条，突破了零的纪录。
不是因为我们的新闻写作能力提高
了，而是我们的硬新闻多了。

以前有段时间，在有的媒体发
表的文章存在“写谁谁看，谁写谁看”
的问题。现在，我们单位在军事媒体
发表的文章一见报，很快就会有兄弟

单位打电话过来咨询做法，有时候还
会一起探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为
什么现在大家爱看了，因为我们坚持
“功下在做上，力落到实处”。

为了抓好基层武装工作，我们
在一年内把全市 107个乡镇（街道）
都调研一遍，纠正一些老大难问题，
正规化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去年12
月 13日《中国国防报》以《实字当头，
每份投入都值得》报道了做法，让我
们看到干好工作才能出好新闻。

去年，为提高大学生征集比
例，我们要求所有乡镇（街道）利用
寒假召开返乡大学生座谈会，提高
动员精准度。可是那段时间也正
是我们工作最忙的时候，我们军分
区和人武部的领导在 10 几天里要
跑完 100多个乡镇，说不累是假的，
但从今年我们超额完成大学生征
集任务看，累有所值。这事，经报
社编辑老师雕琢润色，在《解放军
报》头版头条刊载。还有我们开展

的“寻找无名英烈”活动迎难而上，
最终不仅把各类信息搞全了，还促
成迁建新的合葬墓，10月 25日《中
国国防报》进行了报道。

这些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
工作过硬才是硬道理，否则搭起的
架子再漂亮，也是“空中楼阁”。我
们工作中的难点，没准就是新闻热
点。与其琢磨着如何上稿，还不如
先把工作干好，不用你发愁“创新”，
编辑部也会帮你报道好。

工作难点，就是新闻热点

广西玉林军分区政委

谈汪洋

近年来，我们省军区机关建立
了新闻阅评、见报稿件传阅、常委会
新闻干事列席等一系列制度，让党
委首长及时了解新闻战线发生的最
新变化，见证新闻领域清风正气的
回归，逐步提高对新闻宣传的关注
度认可度。

领导关注的重点未必就是符
合新闻规律的亮点。为提高二者
的重合度，我们积极当好党委首长
的参谋助手，利用召开首长办公会
时机汇报新闻选题，利用中心组学

习等时机组织新闻舆论培训，提升
领导干部的新闻素养。

2016 年，《中国国防报》以《长
江经济带：湖北国防动员的大机遇
大舞台》为题，作了一期整版报道，
引起省委主要领导的关注。主要
领导同志不仅指示相关部门就有
关问题进行研究，而且数次向全省
党政干部推荐国防媒体刊发的文
章。此后，地方领导订阅国防报刊
成了惯例。

要让每一篇报道既符合本单

位实际，又不违背新闻规律，既需
要赢得单位党委首长的理解支持，
又需要与编辑部进行真诚沟通和
良性互动。

一方面，靠真实赢得信任。这
几年，我们坚持抓“新闻打假”，就
是宁可不发声，也不发假声。比
如，把动辄“车轮滚滚”“炮声隆隆”
的“假导语”赶出新闻稿，把“无病
呻吟”“合理想象”的“问题秀”消灭
在发稿前。通过整治，编辑部和读
者对稿件的评价更高了。

另一方面，靠合作实现共赢。
2017年底，湖北省军区与国内某直
播平台进行合作，策划组织“直击新
兵成人礼——网红党支部进军营”
直播活动。3天内，直播活动收看
人数超过 1个亿，在激发新兵荣誉
感使命感的同时，也使该直播平台
受到军地双方高度关注。这件事启
示我们，兼职记者、通讯员与新闻媒
体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学会换位
思考，积极开展合作，必将实现互利
双赢。

遵循规律，实现互利共赢

当工作任务交叉重叠，还能在
夜深人静的时候撰写新闻稿件，不
得不说是一种新闻情怀在支撑着
我。从事新闻行当，犹如跑马拉松，
入门简单，越跑越难。如果没有情
怀作支撑，就很难当好单位的发言
人、报社的通讯员。

这种情怀源于新闻对个人成长
进步的帮助。在连队当战士时，我
因一次偶然机会，在《临沧日报》发

表了一篇短消息而喜爱上了新闻写
作。2012年和 2016年，我有幸参加
解放军报社新闻培训班，2次培训
不仅大大提高了我的新闻素养，而
且开阔了视野和思路，为我调入省
军区机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情怀源于对新闻使命的深
刻认知。“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
善恶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
人命关天。”这段《新闻写作学》教材

的序言，集中概括了新闻报道的重
大责任。面对这如山的使命，新闻
工作者岂能懈怠？焉敢不一心一意
地写好每一篇稿件？

这种情怀源于对官兵牺牲奉献
精神的崇敬。2015年，我采访中缅
边境维稳处突行动，亲眼看到一线
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冒着临边交
战炮火危险，不顾个人安危疏散转
移群众，那番情景历历在目；2016

年，我参加对中越边境云南段扫雷
行动的采访，扫雷战士每天穿着 40
公斤的防护服、扛着 30公斤的爆破
筒跋山涉水、检验雷区，特别是杜富
国、程俊辉牺牲奉献的事迹几次打
湿了我的眼眶。不把他们的事迹写
出来、报道好，我对不起这身军装，
对不起兼职记者的称号！

作为新一代国动人，我愿永保
这份新闻情怀，为国防建设鼓与呼！

培塑情怀，无愧记者称号

我完全可以说是“半路出家”，
去年由保卫处长改为负责新闻宣
传工作的。虽说宣传保卫不分家，
但保卫工作需要闭口保密，宣传工
作需要开口发声，工作特点有天壤
之别。新闻宣传工作关乎正本清
源，关乎举旗铸魂，关乎扶正祛邪，
关乎提气鼓劲，其重要性不言自
明。在省军区首长和媒体老师的
帮带下，我们政工局采取 3 个办

法，使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门外汉”
较快进入角色。

第一个办法是办班培训。今年
以来,我们在人少事多矛盾十分突
出的情况下，开办了 2期宣传报道
培训班，对全省军区各级各部门负
责新闻宣传的同志轮训一遍。

第二个办法是结合工作抓报
道。省军区动员局参谋刘思男结合
本职工作写新闻，每年都在《解放军

报》《中国国防报》等媒体上发表大
量稿件，既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又
及时反映了单位工作，成为机关各
局争抢的“香饽饽”。我们以此为生
动教材，引导各级机关干部做到完
成一项工作、总结一份经验、写出一
篇报道。

第三个办法是营造群众办报
的浓厚氛围。我们把近期发表的
稿件制作成小视频，每周一交班

前几分钟，通过会议系统组织各
级同步观看，不断激发大家写稿、
投稿的积极性。以前，我当保卫
处长时，大家都怕我打电话；现
在，大家都不分白天黑夜主动给
我打电话反映新闻线索。说到
底，要尽快从“门外汉”变成行家
里手，没有埋头苦干的劲头，扑不
下身子，钻研不进去，就扛不了
活、成不了器。

扑下身子，尽快转变角色

湖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

何武涛

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

齐 凯

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

柯 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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