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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报国企报道只有体现出个性风格和特色，才能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

作用。因此，地市报都比较注重联系实际做好对国有企业的报道。 

  湘潭日报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近年来，我们针对湘潭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全市

GDP（国内生产总值）36.6％来自工业这一特点，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国企报道。这些报道，

对曾长期低迷的湘潭国有企业2001年整体实现扭亏为盈，工业产值和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双双跃

居全省第一，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回顾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感到，地市报要做好国企报道，必须注意在报道的角度、力度和

深度上把握其要领。   围绕主题选准角度 

  选择报道角度是突出新闻主题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选准报道角度，才能更好地挖掘和

反映客观事物所蕴藏的新闻价值，也才能在表达主题上产生以一胜十的宣传效果。因此，地市

报要搞好国企报道，首先必须围绕主题选准报道角度。 

  一要选择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角度。反映经济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新闻，只有透过现象抓本

质，选择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角度进行采访写作，才能深刻地揭示其新闻主题。如拥有50多亿

元资产的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曾经为生存危机所困扰的大型国有企业，近年来依靠

自身力量实现扭亏解困，2001年铁和钢的产量双超200万吨大关，一跃而成为大力促进湖南工

业化进程中钢铁方阵的领跑者。为此，国务院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湖南省委也指示要在全省

学习、推广湘钢的经验。湘钢成功的经验很多，作为这一大型国有企业所在地的地方党委机关

报，如何选择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角度报道好这一典型，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通过深入

调查研究以及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我们认为湘钢改革成功最实质、最管用的经验，还是他们

“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生产经营运行机制。于是，我们从这一角度入手，在湘潭

日报2001年12月31日头版推出了通讯《湘钢：精彩的跨越》。这篇报道，较好地反映了湘钢改

革成功的经验，对湘潭其它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二要选择群众最关心的角度。地市报国企报道只有从本地区群众最关心的角度去采写，才

会吸引人。我们湘潭和邻近的长沙、株洲一起形成了湖南省“金三角”地区，由于种种原因，

湘潭发展比较缓慢，湘潭的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很关注也很着急。针对群众这一心理，1999年我

们特别邀请了湘潭市计委的同志，专门为本报《企业论坛》专栏撰写了《湘潭工业竞争力为什

么不强》、《怎样增强湘潭工业竞争力》等述评文章，这些文章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潭国有企

业债务负担和社会负担沉重、企业设备老化、技术水平落后以及企业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竞争

等导致工业竞争力不强的原因，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措施，受到读者的关注，文

章中不少观点还成了当时群众尤其是企业广大干部群众议论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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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选择群众易于接受的角度。有些国企报道并不一定能找出群众普遍关心的角度，但是

可以找到群众易于接受的角度。选择群众易于接受的角度进行报道，一些即便是不被人们注意

的问题，也会变得让人关注。如2001年9月为配合即将打响的全市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整体战

役，湘潭日报在三版开辟了《中小企业改革探索》专栏，通过约请一些来自企业一线的领导、

专家，联系本企业的实际就如何认识产权制度、公司治理、企业竞争力等问题撰写了一些研究

性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理论性比较强，但由于联系了实际，而且文字不长、观点鲜明，读者不

仅易于接受，也易于理解和消化。很多企业的干部职工就是看了这类文章，认识上得到提高，

思想上受到启迪，从而保证了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聚焦热点增强力度 

  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热点”，它们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矛盾的集中

反映。“热点”既是经济工作的难点，也是媒体新闻报道的重点。可以这么说，“热点”问题

报道得如何，是衡量媒体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地市报要敢于聚焦“热点”，善于

引导“热点”，在增强国企报道的力度上下功夫。   一要选好题。 

由于受问题的性质、报道的时机等原因的制约，并不是所有的“热点”问题都可以报道。因

此，一定要审时度势，在把握大局的前提下，确定好“热点”报道的选题。一旦确定选题后，

就要围绕“热点”从正面释疑解惑，以达到促进工作的目的。如湘潭工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在我国加入WTO后，一个城市的工业出口创汇的水平过低，势必影响与全球经济的接轨。于

是，我们决定把“我市出口创汇水平低”作为“热点”报道的选题，在“提出问题的目的是为

了解决问题”的报道思想指导下，于2001年12月28日在湘潭日报《莲城聚焦》专版上用整版篇

幅报道了我市出口创汇水平过低这一“热点”问题。这一报道，因为比较尖锐地指出了我市工

业出口创汇方面存在的4个问题，同时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5点措施和建议，因而受到了企业的

广泛关注和重视，不少有出口创汇任务的企业还为此召开会议，就如何做好出口创汇工作进行

了专题研究。 

二要导好向。 

对“热点”问题，只有进行正确的引导，通过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正面去解释、分析和回答

广大读者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才能激励和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如近年一些国有企业

职工陆续下岗，其中不乏素质不错的女职工。这些下岗职工特别是下岗女职工状况如何？是各

级党委和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从通讯员来稿中，我们发现江

麓建机公司503车间气割下料班是个很不错的典型。这个由1名已平均下岗6年的女职工组成的

班组，在短短的8个月里就完成了两年多的工作量，而且取得了产出100％合格品的成绩。于

是，我们抓住这个典型不放，以《自强重上岗敢拼好姐妹》为题，选择在2002年元旦这天二版

头条刊出。这篇从正面引导下岗职工自强不息的报道刊发后，果然在下岗职工尤其是下岗女职

工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三要把好度。 

在“热点”报道中，要把握好“度”，学会全面、发展地看问题，正确处理好正面与反面、主

要与次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宣传效果。如纺织工业原来是我市传统的支

柱产业之一，由于诸多原因，全行业目前处于亏损困境，全市15家纺织企业，正常生产的仅3

家，全行业总负债率高达125.8％。在报道这一问题时，我们并没有消极地停留在问题的揭示

上，而是从我市纺织业积极应对“入世”挑战这一角度入手，反面文章正面做，在2001年11月

30日的湘潭日报三版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反映纺织业如何积极应对加入WTO挑战的通讯

《突出重围》。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市纺织行业广大干部职工受到了很大的振奋和鼓舞。 

  四要说实话。 

“热点”报道要准确，坚持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如建筑行业进入市场后，单位承接施工任

 



务只能靠投标中标获得。由于一些国有建筑企业目前的机制以及负担使其在投标中经常处于劣

势，而某些个体私营建筑企业设备、技术等方面尽管不如国有建筑企业，却往往能通过一些不

正当竞争在投标中占尽风头。群众对此议论不少。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宣传了市建筑行业国有

老字号二十三冶一公司靠质量扎根涟钢市场的事迹，特别是2002年1月8日湘潭日报推出的工作

通讯《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二十三冶一公司靠质量取胜的经验和做法。由

于报道注重用事实为国有企业说话，因而产生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形成系列体现深度 

  系列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其它报道形式相比，系列报道以其题材的重要

性、主题的深刻性、思维的立体性以及报道的综合性而见长。因此，地市报要做好国企报道，

就一定要注意掌握和运用系列报道这一形式。 

  策划上要围绕重点把握报道走势。系列报道是围绕同一主题按照预先的计划，依次推出若

干独立的篇章作多层次、多侧面报道的一种形式。这种“预先的计划”，实际上就是策划；而

它的“依次推出”，又表现为报道的走势。因此，要把握好系列报道的走势，更好地为党和政

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就一定要搞好策划。如2002年1月湘潭市召开“两会”，而刚刚过去的

2001年，湘潭国有企业改革则打了一个翻身仗，经济总量创历史新高，GDP同比增长11.0％，

增幅超过全省、全国平均水平，成为新世纪开局之年的一个亮点。为了在“两会”召开前夕，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励和鼓舞全市人民的斗志，我们策划和组织了“世纪新年莲城亮

点”的系列报道，在湘潭日报一版依次推出了《我市工业增幅列全省第一》、《大投入拉动大

变样》等6篇述评文章。这组系列报道由于注重了策划，因而主题明确、重点突出，特别是报

道内容和时间的走势把握得恰到好处，不仅及时配合了“两会”的召开，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

群众从中看到了国有企业的希望，增强了改革必胜的信心。 

  内容上要集零为整形成舆论强势。系列报道从内容上讲，各个篇章既是同一主题整体的有

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篇章。只有集零为整，才能形成舆论强势。如2001年

上半年，湘潭国有企业逐步实现扭亏为盈，开始走出困境；但是“扭亏”不等于“扭转”，

“脱困”不等于“脱险”。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宣传力度，我们在2001年5月份组织

了“振兴湘潭工业经济”这组系列报道，由《湘潭：挺起你的脊梁》、《确定思路，必须突破

常规》、《结构调整，必须背水一战》和《改革与管理，再造工业之魂》等4篇内容各自相对

独立的文章组成。为了形成报道强势，我们分别于5月14、15、16、17日连续四天在湘潭日报

头版依次推出，引起强烈反响。市经委还为此专门发文，要求全市国有企业将这组系列报道作

为干部必读材料，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 

  形式上要体裁多样体现宣传声势。系列报道用什么体裁要视情况而定。有时体裁可以相对

一致；有时根据主题和内容的需要，采取一种体裁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办法，也能产生很好

的宣传效果。如2001年11月湘潭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进入实质阶段后，为配合这一战役，我们在

湘潭日报一版上组织了一组“打好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攻坚战”的系列报道，由12篇文章组成，

其体裁主要以通讯为主，同时适当编发了一些消息、言论、照片。由于体裁多样、重点突出，

这组系列报道不仅有声势，而且有力度，受到了领导和广大读者的赞誉和肯定。 

  （作者是湘潭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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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报道的角度、力度和深度 会员评论[共 1 篇] ╠

看了这篇文章，不禁想起昨天看到的“温州将消灭国企”的报道。其实，国有企业的问题，不论怎么调

报道的角度，也是治标不治本！ [luyouz001于2002-9-3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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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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