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 

   

  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 
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 
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 
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 
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 
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 
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 
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 
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 
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 
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 
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 
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 
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 
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 
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 
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 
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 
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 
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 
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 
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 
，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 
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 
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 
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 
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 
、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 
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 
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要办好地方报纸。《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我们 
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 
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 
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 
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 
通俗活泼。当然，需要办大报的地方（大城市）必须办 
大报，但不是都要办大报。 

  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 
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 
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 
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 
，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 
。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 
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 
时宜？不合时宜。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 
等因素来判断。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 



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 
以前则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 
了解不够。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 
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 
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 
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 
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 
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 
要很慎重。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 
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 
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 
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 
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 
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 
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 
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 
”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 
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 
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 
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 
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 
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 
绍、表扬，这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 
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 
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 
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 
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 
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 
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 
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 
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 
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 
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 
，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 
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 
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 
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 
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 
，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 
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 
。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这里要九百万元， 
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 
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 
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 
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 



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 
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 
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 
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 
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 
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 
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 
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 
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 
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 
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 
人。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 
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 
，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 
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 
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 
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作准备，也为 
今年减租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 
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家都学习了，了 
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 
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 
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 
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 
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 
有力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 
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 
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 
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 
。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 
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 
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 
。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 
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 
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 
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 
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 
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 
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 
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 
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 
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 
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 
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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