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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编辑部内部的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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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办好一张报纸，办得让群众欢迎爱看，真正成为群众的良朋益友，就要调动全体编采人

员的力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要处理好编辑部内部的各种关

系。在报社内部有很多关系，但主要的表现在编辑部内部，表现在记者、编辑、校对之间，摄

影与文字之间。不管部门之间，还是行业之间，最终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就是要处理好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一、 要处理好记者与编辑的关系 

    记者与编辑是新闻业务上的两个轮子。记者在外边采访写稿，交给编辑修改润色后成了成

品稿件，发表在报纸上。没有记者不行，没有编辑更不行。好的报纸稿件需要编采人员的高度

合作，才能产生出来。一篇好的稿件，应当是编辑和记者合作的结晶，是共同的产品，尤如伯

乐和千里马的关系一样。但是，记者于外，编辑于内，由于对稿件重要性的理解上的不同和工

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往往会出现一些矛盾，没有矛盾是不可能，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一

些关系上的问题。 

记者与编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种情况是记者写了重要的稿件，编辑没

有处理好，没有发到版面的重要位置上，把好稿淹没了。这除了编辑的水平外，也和记者没有

向编辑交待清楚有关；第二种情况是记者采写的稿件不对编辑部的路子，没有写出需要编发的

稿件来，稿子没有发表。这主要是记者不了解编辑部的意图，或者说编辑没有向记者交待清楚

编辑部的报道思想；第三种情况是对于一篇稿子的见解不同，造成没有发表或者发表的位置不

妥。这三种情况都可能造成记者与编辑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记者与编辑之间在工作中形成的上述三种矛盾呢？我看有下例几种方法：大家都要遵

守新闻职业道德，要互相尊重， 要“互补”，不能“互斥”。编辑与记者要经常通气，把编

辑部的意图告诉记者，记者也要向编辑做宣传，讲所采写的稿子的重要性。二要互相学习。三

要尊重别人的劳动。编辑和记者知识面和工作能力各有所长，各有优点，要互相学习别人的优

点 

二、 要处理好编辑与校对的关系 

    编辑所编的稿子要发到报纸上，在出报的过程中要有校对做工作。在传统的报纸生产中校

对是不可少的。传统的报纸生产要讲三审三校，近年来由于电脑在编采上的应用，使报纸的生

产减少了一些校对的程序，但生产过程中仍然要有校对，只是校对的方式不同了，责任更重

了，有的叫做“审读校对”，有的叫“校对编辑”，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环节。校对是编

辑的补充，校对是编辑的后续工作。校对在对编辑的错误要进行纠正，有时看法不一样就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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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矛盾。因而这就要处理好编辑与校对的关系。 

编辑和校对的矛盾主要是发生在对稿件的观点、字句的用法等上面。只要编辑尊重校对，校对

尊重编辑，了解编辑的意图，就不难解决了。 

三、 要处理好组版与文字的关系 

    记者写完了，编辑编完了，只是一些好的稿子。要生产好的报纸，还要经过组版编辑的辛

勤劳动才能产生出来。记者和文字编辑往往想多发一些文字稿，除了工作之外和个人的业绩联

系在一起，而文字稿发多了，往往标题要小，图片要小，用于美化版的面积就少了，版面就面

孔就丑了，这就不是一张好的报纸，一张好的报纸，版面应当是图文并茂的秀丽的端庄的。这

就产生了文字编辑、记者与组版编辑之间的矛盾。 

要处理好这一对矛盾，首先组版编辑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地位，权利。组版编辑所做的工作是

报纸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口，出了错就没有办法补救，责任重大。组版编辑不是划版匠，而是

版面编辑，他首先是想到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如何贯彻报社编辑部的报道意图，要在组版

的全过各中体现出来，其次才是如何把版面做得更美。当然组版过程中要尊重文字编辑的意

见，要了解意图，阅读稿件，调整标题，安排版面，这是组版编辑的正常业务。当然组版编辑

要和文字编辑沟通，了解意图，尊重文字编辑，相处好，同时办事要公正。 

另外，由于有组版编辑，文字编辑就会产生一种依赖思想，在文字编辑上不认真，把不太成熟

的稿件交给组版进行组版，加大了组版编辑的文字处理量过大，造成版面质量下降，这也是一

个矛盾。我们在解决这个矛盾时，采取了分别给版面文字和组版进行打分的办法进行质量考

核。这样文字编辑用心了组版编辑也用心了，大提高了报纸的质量。 

四、要处理好摄影与文字的关系 

当代由于电视的普及，报纸上的图片报道显得很加重要，一张没有图片的报纸很难被受众接

受，就是一张不完全的报纸。近年来，新闻界提出报纸要“图文并茂与图文并重”的办报思

想，使我们的报纸重新活起来。在一张报纸上既要发文字稿，又要发新闻图片，那一方多那一

方少，就成了文字记者编辑和摄影记者抢夺的阵地，这就出现了文字和图片的矛盾。怎样处理

好摄影与文字的关系，成了办好报纸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要充分认识图片报道的重要性，文字报道是报道，图片报道是更加形象的报道手段，是

和当前电视等新闻手段争夺读者的一个重要手段，没有图片就不太象报纸。其次是图片要在报

纸上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应当是１：３，每四篇稿件当中至少有一幅图片。少了这个比

例，就不成为图文并茂；既要发挥文字的长处也要发挥图片的长处。第三是处理好用那一种报

道手段的问题，应当用文字的就用文字，可能用图片就要用图片。要充分发挥文字和图片的互

补性，使新闻报道形象化。  

要用职业道德规范来要求编、采、摄影人员，互相协作，互相支持，把新闻报道看作是共同的

任务，互相帮助共同完成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报纸办得图文并茂。 

（作者为德阳社副总编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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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处理编辑部内部的几个关系 会员评论[共 1 篇] ╠

编辑记者是皇帝，是“政治家”，报社的财富是他们创造的，喝喝呼呼，目中无人，高高在上，这是中

国特色新闻界现象。谈编辑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关系，是空话。 [a160于2003-9-1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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