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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上数量较大的会议报道是让办报人最费心思的，又是让读者议论最多的问题。有人认为党

报要增强可读性，就要大量刊登社会新闻、减少会议报道，显然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会议新

闻历来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途径，是党和政府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行之有效的重要领导方式之一。但长时间以来，人们普遍感到党报的会议新闻过多、过长，写

法公式化，文字干瘪，空话套话很多。广大干部群众是否喜欢阅读党报，不但关系着党报办报

方针、宗旨的落实，而且关系着党报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党委和政府喉舌的党委机关报，如何

进一步突破会议报道的惯有模式，提高宣传报道的效果，更加充分地发挥党报的引导舆论、指

导工作的喉舌作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要提高会议新闻的可读

性，应在形式、内容、写法上力求突破。  

  1．选题：切入群众关注的焦点  

  报道中要注意把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党和政府的工作挂起钩来，把握好党和政府正在着手解

决的问题与群众迫切需要的解决问题的共同点。像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下岗分

流、再就业、物价等问题，既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又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开展这方面

的会议报道，我们就要从群众关心的角度，进行报道，加深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理解，引起

双方的共鸣，这也是符合新闻贴近性原理的。从哪个角度切入才可将会议写活？记者首先要多

角度全方位观察会议，吃透会议精神，然后再用自己的理性思维选择一个最能反映会议主要精

神的角度，围绕主题展开叙述。目前那些一看就让人生厌的会议报道，大多数是从正面切入，

居高临下的，“他要求、他强调、他指出”的老套路，我们不是说这种角度不能用，而是不要

滥用，在这方面，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具有独特的手法，如写《在京八百作家聚会迎春》这篇短

新闻时，以胡乔木同志的言行为主线，既录大会发言，也取席间插话；既写台上，也写台下，

不时将作家们的感慨穿插其间，以此将言者、领导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深刻地反映了主题。  

  2．采访：记者向读者换位  

  采访决定写作，要提高会议新闻的可读性，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可以以读者的身份出席会

议，这样才能把握受众与自身的共同心理、共同需求，也只有这样，记者才能“心入”。  

  3．导语：追求新颖，力戒呆板  

  在会议新闻导语中，要抓住核心事实来写，并充分考虑到能吸引读者。一是在导语中要突

出鲜明的个性。在导语中突出个性，就是要考虑身份、职业方面的特色来写，如1989年11月2

日新华社报道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双先”受表彰》的导语：“长期在幕后默默奉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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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映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天上午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他们在今天开幕的全国电影

发行放映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经验交流会上受到表彰。”人们一般常提电影演员明星，

而把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这些长期在幕后默默奉献的人也称为令人瞩目的“明星”，这就是

此工作会议不同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一特点来写，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二是在导语中

要增加一定的信息量，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向受众传递更多的信息，这也是受众的需要所决定

的。三是在导语中要突出新闻事实的主旨。四是在导语中也允许环境气氛的描写。在有的记者

看来，环境气氛的描写是无信息语言，是可以挤掉的水分，这  

  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全面，在一定的情况下，环境气氛的描写也能不露声色地把事

实意图灌输给读者。  

  4．篇幅：以“短”字为目标  

  有的记者写惯了长篇报道，一动笔就是几千字，现在要写几百字的短文，就不适应了。

199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看望政法干警，记者依照惯例写了千字左右的稿

件送审，可是第二天记者去取稿时，曹书记竟亲自写了一篇仅400字左右的稿子，并解释说，

不是原稿写得不好，只是太长了，记者不好意思写短，自己写一篇，作一点改革。曹书记动手

写短新闻的故事，一时在广西新闻界传为美谈。  

  5．体裁：讲究新活，力避单一  

  1996年11月14日，广西《桂中日报》头版《桂中大地无冬闲》是跳出会议报道模式的一次

成功尝试。柳州地区为实现“再造一个山上柳州”的战略部署，近年来每年初冬召开一次各县

市区和地直主要领导参加的冬季农业综合开发会议，使与会人员通过参观几个示范开发点，领

会地委、行署大搞冬季开发的决心和意图。该报记者随同参观了生气勃勃的开发现场，很受鼓

舞，便以通讯的形式选取三个典型示范点为主要对象，其间穿插地委领导的讲话、各县市区领

导的看法，将会议主旨浓缩其中，以优美风趣的笔法构筑成一篇会议侧记。这篇报道获得大家

一致好评，被评为1997年中国地市党报好新闻二等奖。  

  6．眼光：透表析里，捕捉新意  

  一般来说，读者不太喜欢看会议报道，除了会议报道较多以外，“千会一面”的报道形式

也是一个原因。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面，还有另一方面，即开会是记者采访的捷径。对此，

记者不仅要注意会议的内容，也要注意与会议有关的会议以外的新闻；报道手法要敢于创新，

除了消息，还可以采用特写、侧记、采访札记等体裁写作；要精心制作标题，力求从标题到内

容不直接写什么时候开会、会议有什么要求，而直接把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有关背景材料作为新

闻来写。不让会议程序“唱主角”。要提高会议新闻的可读性，记者必须学会在会议中发现新

闻，以内容新显示会议新闻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钻到会里，或者站在会上，或跳出会

海写新闻，这样挖掘出会议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群众普遍关心的会议内容，对人们有启发的信

息。这样，会议新闻的可读性就大大加强了。1999年3月24日，湘潭市召开“三会两庆”现场

办公会，主要解决的是在湘潭市召开的三个省级运动会的周边环境建设，记者受《湘潭日报》

领导的指派前往采访。会议讨论的问题比较琐碎、专业，新闻性不强，但是市委书记、市长都

参加了，按惯例写个程序性的消息也照样能发，就在记者感到有些失望之时，市建委负责人突

然拿出一个议题，即要在体育中心周围建成一个开放式的绿化广场，而且将是全省最大的绿化

广场，记者眼前一亮：以往，湘潭的城市建设受非议较多，这个绿化广场建成后不就是都市的

一个靓点吗！经过紧张研究，市委书记、市长终于拍板决定修建绿化广场，记者回到报社，摒

弃办公会的其他议题，以《市“三会两庆”现场办公会亮出大手笔，“东湖”将建成我省最大

的绿化广场》为题，写了一个400多字的消息。文章在报眼位置见报，得到了报社同事和读者

的一致称赞。从此后，东湖绿化广场建设一直是省市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7．版面：化整为零，设立专栏  

 



  在这方面，广东的《羊城晚报》做得较好，该报常常将重大会议的领导讲话、会议议题，

用短新闻的形式一个一个发单篇，并精心制作标题，既及时明确，版面又灵活，不给人冗长的

感觉。福建《三明日报》在要闻版上设立一个《来自会议的报道》专栏，集纳从一般性会议中

挖掘出来的消息，在写法上一改过去会议报道“会议时间、会议规模、出席对象、领导讲话”

的惯有模式，而是遵循新闻规律，突出会议的新闻点进行精编，不少读者向编缉部来电，赞扬

这样报道会议新闻的做法好。  

  8．外围：取得支持，横向联合  

  许多省市的实践表明，会议新闻改革的好处是明显的：效果好了——虽然数量减少了，但

会议报道的质量提高了，宣传效果反而强了；版面活了———通过减少会议报道，腾出版面空

间，使头版上的鲜活新闻、重大典型有了充分的生存空间；记者动了——充分调动了记者下基

层、到现场抓典型的积极性。  

  改革，对一个单位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一个行业来说，也应该协调进行，特别像会

议新闻的改革，如果个别单位单独进行，则很难形成气候，而且也会在报道者与被报道者、各

报道单位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如稿件长短、版面的多少等都可能引发矛盾。因此，

报纸、广播、电视应该协调一致，互相通气，上下左右形成合力，并下力气坚持一段时间，就

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 湘潭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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