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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日报》在今年七八月，推出“群众的事无小事”系列报道，共刊发消息、评论、通

讯等稿件30余篇，在当地和省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当地干部群众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新华社和《浙江日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省内外媒体先后作了报道。 

按“三贴近”要求组织策划报道 

成功的报道总是与时代背景、新闻背景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来，好的新闻事实是可遇

不可求的，然而，没有敏锐的新闻感觉，没有敢于创新的勇气，没有快速的反应机制，机会就

会稍纵即逝。7月15日，编辑部收到署名高达的通讯员邮寄的一篇约500字的来稿《近日纪

事》，说的是作者自6月27日至7月3日的一个多星期里，先后到医保指定药店配药、安装水表

交费和续订下半年报刊三件事上的周折，为此他头顶酷日来回奔波，切身体会到办事难的现

象，于满腹困惑之余写了短文，批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作风。17日，经过核实和编辑的高

文《小事并不小》在“民生”专版言论栏刊出。当天，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就此文作出批示：

“这几件事提得对。群众的事无小事，请有关部门对照检查一下做得怎么样？” 

贴近实际瞄准针对性。市民反映的“小事”虽小，但小中见大，此类现象不只发生在本地，带

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市委书记重视群众意见，小中抓大，针对性很强，其内涵就是胡锦

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群众的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这也体现了市领导身体力行

“三个代表”，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决心。总之，这是群众关注、领导重视的重大

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第二天即形成了“群众的事无小事”系列报道的初步方案。 

贴近生活找准切入口。配药、交费、订报，诸如此类都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要碰到的小事，

正如高达所说：“这样的事，其他人在其他部门，或多或少都碰到过，老百姓办点事多跑几

趟，好像已成为一种‘应该’，大家都熟视无睹了，包括办事的人和给办事的人。”他是为了

“尽自己一份责任，反映一下情况”的。而这些司空见惯的小事，于细微处见精神，恰恰是一

个能“抓人”的切入点。我们考虑到19日、20日两天是双休日，采写工作在第一时间里就开始

了，当天就初步完成了“小事”所涉及到的几个相关部门的采访，又几经周折，终于在18日当

晚找到了退休教师高达，并先后两次作了采访。这样，经过两天的采写，反复推敲，只有755

字的消息《老教师冒酷暑来回奔波小事不小市领导系民情要求整改实事要实》和不到600字的

评论《群众的事无小事》一组报道于7月21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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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满意，又让领导满意，可以说是党报工作者都在追求的一种最佳报道效果。通常情况

下，群众满意的报道，领导大都比较满意，但有时领导满意的报道，群众就不一定都满意。为

此，党报工作者一直在不断探索改进报道方式，努力提高报道质量。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三

贴近”要求的提出，为我们指明了新闻改革的方向，重要的就是要贴近群众抓准结合点。 

报道以小见大，看似司空见惯的事例，却反映了重大主题，在广大读者中迅速引起热烈反响。

仅一周时间，数十名读者以电话、电子邮件、写信等方式反映他们的看法，大都认为，市领导

这样的“小题大做”很有必要。一位姓张的老人在电话中说道：“要是我们的公务员和服务人

员都能这样重视群众的小事，那么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都会觉得‘三个代表’很实在，就在

我们身边。”读者王雪海在来信中说，这体现了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正把群

众利益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些读者认为这样的讨论很有必要，“能触

及一些人可能已经麻木的灵魂”。老教师高达也投书报社，畅谈感想。他对党报能及时反映，

并引起市委书记重视，深感“暖人心、鼓人心、得人心”。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在来电来信中

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我们及时编发了内参，又很快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

的重视。 

报道在市级机关部门中引起的反响同样强烈。表示“惭愧”、“脸红”的同志不在少数，发出

“确实是忽视了不该忽视的”这样感慨的人也不少。一些同志认为，平时不能说心里没有百

姓，可总觉得能为他们办妥事情就够了，却忽视了为此而让他们多跑几趟，正是自己工作作风

不实的表现。与此同时，围绕“转变作风、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一些部门还顺势推出了一

批亲民、便民、利民的新举措，“小事”涉及到的部门迅速整改，其他部门举一反三，主动改

进服务。 

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这组讨论从一开始就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跳出那三桩具体的

事，挖掘一些部门工作和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在刊发的30多篇报道中，评论3篇，即《群众的

事无小事》、《群众利益要时刻记心头》、《举一反三真抓实干》，点明了系列报道的意图和

导向，并集中报道了有关部门的整改情况，市级机关改变作风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反响，以及

部分读者和作者高达的来信来电，并配发了一批典型报道。 

历时一个多月的讨论，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有关人士认为“本市近年来少

见”。湖州市委因势利导，于9月初决定在市级机关开展一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教育活

动，围绕市委提出的“建设大城市，实现新跨越”这个目标，要求党员干部切实转变作风，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 

合作联动，扩大效果 

随着传媒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传媒间自我封闭，相互封锁的做法比较普遍。其实在信息时代

传媒之间比拼的是实力、是时效、是创意，而不是“封锁”。在组织策划系列报道的时候，我

们也考虑到作为一家市级党报，受制于自身的发行范围，其影响力终究有限。为了让这一新闻

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发挥更大的效应，在组织策划系列报道的同时，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打

破了一些“惯例”，经过主动联系，省内外主要媒体给予了大力支持。《浙江日报》与本报在

同一天的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消息《“小事”牵动市委书记心》，并配发了编辑点评。 

在此之后，新华社7月29日播发了消息《湖州：三桩小事情引发一场大讨论》。7月31日，《人

民日报·华东新闻》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有关本报“群众的事无小事”讨论的报道《老人办

事奔波太苦书记批示引发讨论》，并配发评论。8月6日，《文汇报》以半个版面的篇幅刊发了

深度报道《群众利益无小事》，《报刊文摘》在一版头条位置作了转载。8月7日，《光明日

报》在A4版头条位置同样以《群众利益无小事》为题刊登了长篇报道。在此前后，人民网、新

华网、新浪网等国内主要网站相继作了报道，并引发读者热评。 

其实，意料之外的效果又是在情理之中，“群众的事无小事”系列报道可谓应运应时而生，从

 



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组织报道时的判断和处理是正确的。 

（浙江湖州日报社 叶福明 罗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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