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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是这样“炼”成的——《当代党员》“重庆新闻奖”获奖作品编辑札记 

着眼“大”处 
 

作为重庆新闻奖系列报道获奖作品的《点击重庆小城镇》是《当代党员》的一组特别策划稿子，在“全面建

小康，农村怎么办”这个总框架下，我们组织实施了这组深度报道，要说感悟，重要的一点就是“着眼‘大’

处”。 
其时，重庆的小城镇建设可谓如火如荼，在这个过程中，“千镇一面”的现象以及相关的突出问题也开始冒

了出来，我们想，症结在哪里？在“邯郸学步”，于是，在这组报道的开篇，我们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城镇化的

出路首先在思路》，我们认同城镇化的意义——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顽强地从山地丛林走向平原、

从乡村走向城镇、城市的演变史。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

这就是城市的效应。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无一例外地经历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的

过程。目前，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普遍超过70％，有些甚至达到80％以上。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们不赞成修一批仅仅是“装农民”的房子，认识的比较在于，是促进二三产业与城镇协调发展，以业兴

镇？还是建房子，装农民，形成住在“城”里的日出作日落息的特殊群体？我们必须作出正确选择。我们提出，

工业强镇、商业活镇、农业兴镇的观点，并通过新闻事实用对比的方法告诉读者——李渡镇的工业化进程的良性

推进，致韩镇在丧失了区位和交通优势后的茫然；丁家镇面向大市场，搞活大流通，促进城镇化的“大手笔”，

广普镇在思路缺失中的无助；太和镇的农业产业化推动城镇化，尖山镇没有“龙头”带动的“别人吃肉，我们只

有喝汤汤”…… 
抓“大”，编辑记者通过这些成功的探索和迷茫的徘徊，告诉读者：开放、超前、切合实际的思路是城镇化

得以成功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亦步亦趋，缺乏开拓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能

力，城镇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思路决定出路。条件好或条件差的城镇皆然。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城镇，客观上会有区位、交通、基础设

施等各个方面的差异。问题是如何摈弃陈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因地制宜、突出特点、扩大开放。这其中，人的

因素是最重要的，领导者的思路和与之相一致的措施是第一位的。 
一组生动的典型，展示了具有操作性的观点：工业强镇怎么做？商业活镇怎么抓？农业兴镇怎么搞？在组合

报道中，运用对比手法，既有正面的报道《李渡，为何方兴未艾？》、《丁家，这样融入大市场》、《太和，

“龙头”这样舞动》，也有“落后”的典型《致韩，为何风光不再？》《广普，为何“流”不通？》、《尖山，

为何赶场人多镇难兴？》。通过典型告诉读者，兴业才能强镇。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必须依靠独具特色的产业来支

撑。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于各地的区位、资源、环境、历史沿革和经济发展

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性，在推进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必须突出自己的优势，选准支柱产业，抓住已经和正在形

成的特色经济项目，一业为主，多业驱动，使城镇化得以健康推进。 
 

关注“变革” 
 

        新闻，是时代变革的记录者，更使变革的思想者。在获奖的作品中，反映变革的作品，在深得读者青睐

的同时，也深得评委的认同，通讯《村之变》就是这样的作品。 
通讯的由头是“随着郎家村党委正式挂牌，江津市成立了18个农村村党委和14个村党总支。”文章从“从合

村并社之变到党组织设置之变”、“‘能人型’书记与‘专业型’支部”、“村党委第一要务：打造一方经济特

色”三个层次进行了递进式深入报道。 
改革的出发点合村并社，是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然而，新的情况出现了：村大了，人多了，基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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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出现了‘三难’——统一开展活动难；党员分散、教育管理难；党员作用发挥难。”“三难”的背后，

是基层党组织的种种不适应。于是，引申出村党组织设置之变——以村党委（总支）为主体、以专业党支部为骨

干、以党小组为基础设置党的组织。 
变革的过程，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和人员设置，新的党组织构架要良性运行，“能人型”村党委书记

的作为和“专业型”党支部的运作，是两个“节骨眼”。村党委书记不是支部书记的简单“升格”，他必须政治

上强、群众工作方法好，最重要的是发展要有头脑。老百姓说得更实在：“自己致富要有‘板眼’，老百姓跟他

才有‘搞头’。” 
在选拔“能人型”村党委书记上，江津采取上级党组织提名、党员（群众）推荐、全面考察、民意测验、张

榜公示等办法，为群众选择称心的当家人。顺江村甚至面向党员和群众搞“海选”。这样一来，群众放心、上头

舒心、“村官”干起事情有信心。乡镇党委也把“能人型”书记的“作为”考核当成重中之重，考核结果与工

资、奖励挂钩，对工作实绩突出的还将提拔重用。这样引导大家积极上进，让“村官”们有干头、有想头、有奔

头。 
村之变，变在了“根”上，村党委第一要务，就是打造一方经济特色。新的组织形式激发了新的活力。村党

委积极拓展思路，挖掘优势，找寻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子。从合村并社之变到党组织设置之变，从按照按过去

的小村设置党支部到两三个村合并之后设置大村党委（总支），这一行政村及其党组织设置的变化，带来了一连

串不断递进的变化。村之变，变出了凝聚力，变出了战斗力，变出了生产力。 
关注变革的另一个例子是获奖作品《农家女创造的“绿色神话”》：大巴山深处的开县岳溪镇当坝村，出现

了不用土壤也能种出菜来的新鲜事儿，这是一位农家女创造的“绿色神话”。文章展现的是变革时代的学习型农

民，呼唤像李华美这样的学习型农民多多涌现——这才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民。  
 

胸怀“情操” 
 

党委机关刊物应当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一位县委书记与两千多封群众来信》就是几经

修改，成为“纽带”和“桥梁”的作品。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仔细拆阅群众的每一封来信，对重点问题坚持登门解决。这一做法改善和融洽了

巫山的党群干群关系，有力地推进了移民迁建工作。这就是《一位县委书记与两千多封群众来信》告诉读者的故

事。 
这也是党刊的人民情结的反映。 

一位好心人给巫山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由此带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献爱心活动。在县委的感召下，巫山各界人

士纷纷慷慨解囊，很快就凑起了30多万元，（遇到困难的移民）刘毅顺利地住进了医院。 
新闻的背后，是两年来巫山县委主要领导始终把处理群众来信当成工作中的重要事情，坚持亲自拆阅、每件

必复。通过这座“连心桥”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统计表明，从2000年8月王爱祖上任以来，亲自处理的群

众来信已经有2278封，平均每天2.5封。这是重塑党和政府的形象，融洽党群关系，凝聚人心，激发斗志，在确保

移民顺利搬迁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工作举措。县长开通了热线电话；各级部门和单位设立了

群众信访接待室；党员干部也纷纷走村串户，给老百姓送种子、肥料、技术、信息等……一张张饱含真情的“群

众联系卡”，一则则感人至深的民情日记，逐渐弥合了干群间的感情裂痕，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心连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县委书记庄严承诺：全县老百姓不论谁，只要有困难，只要对政府工作不满意，都可以直接

给他写信，保证有信必复。就这样，群众与县委之间的“直通车”开通了。在县委主要领导的带领下，巫山县全

体党员干部都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视群众的意愿为第一选择，认真解决群众来信反映的一切问题。渐渐

地，来信反映问题的少了，建议的多了，状告干部的少了，感谢政府的多了。人心齐，泰山移。团结一心的巫山

人民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合力创造了令人振奋的业绩：他们奋力追赶，按时完成了二期移民迁建任务，顺利通

过了国家终验。2002年全县地方预算内收入增长52.5％；旅游接待再创新高，接待中外游客102.3万人，社会综合

效益超过3.5亿元；一座充满现代都市气息的新巫山已在三峡库区崛起…… 
同样，获得通讯一等奖的作品《 她苦苦寻找的不仅仅是党籍》也可以说是胸怀情操的结果。一位丢失党的组

织关系的转业女军人，整整50年都在苦苦地找寻，她的执著令人感动。从部队当地方，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以

后，王立英以自己50年对党的追寻，在党员中激起了巨大反响。了解王立英的人对她这一生十分感佩。因为她苦

苦找寻的不仅是丢失的党籍，还有共产党人永不放弃的信念、理想和追求。 
 

入理“鞭笞” 



  
        获得评论类一等奖的两篇作品，可谓鞭辟入里，对百姓关注或痛恨的问题“说到了点子上”，《经常听

听老百姓的“指示”》以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在农村调研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切入：“老百姓需要解

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指示’”。 
这段入理的话生动，深刻，有“嚼头”。 
眼下，个别党员干部受“官本位”、“官贵民贱”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的确存在重上轻下的倾向。对待

上级领导鞍前马后，领导交办的事，事无巨细，铭记在心，马上落实（这是应该的），而对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

的突出问题则漠然处之，能推的则推，推不掉的则拖。 
为什么在对上对下的态度上会有如此大的反差？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对待

人民群众的好的意见和合理要求。用老百姓的话说：有些干部难见面，坐着小车到处转，从没到老百姓家里吃过

一顿饭，不知老百姓的活怎么干。凡此种种，就和老百姓有了距离，隔身又隔心，别说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当作

“指示”来对待，恐怕连老百姓的“真心话”都听不到，密切联系群众就成了写在纸上、提在会上、说在嘴上的

空话。 
文章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方子：在生活上与群众同甘共苦，同寒共暖；在生产上与群众同劳共息；在精神

上与群众同忧共乐。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中不断汲取忠实贯彻“三个代表”的力量。读者认同地说，这个

“方子”思想上管“治病”，行动上管“纠偏”，做好了，那就是在真正践行“三个代表”了。 
另一篇是《不可小视的“二爷”腐败》，作者痛斥道，腐败大案背后几乎都有一批“二爷”助纣为虐。所谓

二爷，不是老爷的心腹，便是太太的娘亲。老爷不便收受的贿赂，二爷代其笑纳；老爷不便插手的政务，二爷出

面摆平；老爷存钱要实名制，二爷自会到海外设立账号。如李平之于成克杰、周雪华之于胡长清。 
二爷腐败的原因在于有“甜头”：李真才几年光景，就由河北省委办公厅一名小小秘书，一路攀升掌管全省

财税大权，在不长的“为人民币服务”时间里，受贿上千万元。他要在短期内实施升官发财“工程”，没有老爷

的栽培提携，要崛起于众僚属之间，暴富于朋辈之上，恐怕是不可思议的。二爷们敢为老爷腐败铤而走险，是因

为有盼头，以“十年马前苦”，换来“一鸣天下惊”，当然值得。 
文章入理地急呼：老爷腐败导致二爷腐败，二爷腐败加速老爷腐败，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二爷腐败危害之烈

不亚于老爷权力寻租。鞭笞尽在情理之中，读后令人感到：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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