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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党刊等主流传媒的思路模式转变 

办好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转变思路是关键。 
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实践，我认为，要办好党报党刊，实现思路模式转变的重点在内容、经营、编辑、队

伍和领军人物5个方面。 
内容：从“硬指导”转向“软吸引” 

一些人对党报党刊有“抵触”情绪的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长期以来，党报党刊的文章太“硬”，说的都是

文件、讲话式的东西，不知不觉中，把党报党刊自己的语言“搞忘了”，而走上了机关、政府“二文件”、“二

报告”的路径，“耕了别人的田，荒了各人的地”。而这种大块的文件、讲话，并不讨“好”，一般的受众不爱

看，就连领导也觉得“没有意思”——文件、讲话已经发了，报刊再简单重复，不是“瞎子点灯”吗？ 
党报党刊以为这就是自己应该作为的“指导”，疏不知，这种“填鸭式”、“要我读”的指导，从价值导向意义

上说几近于零（有专家把这叫做“零价值导向”）——人家看都不看，你怎么指导？ 
内容从“硬指导”向“软吸引”转变，这是党报党刊内容思路模式转变的核心。 
要实现这个转变，首要的一条是要真正“懂百姓”，把他们的所思所想与中央、各级党委的决策结合起来思

考，找到新闻的契合点，并注意用老百姓能理解的方式去报道，让群众觉得党报党刊不是比我们“高一等”的东

西，是始终关注着我们的；要做到重心前移，吸引的基础在于要有群众的思想和生活，这些东西不是坐在屋子里

想得出来的，重心前移就是高质量做好编前调研和策划，使真正有价值的题材和选题的含金量得以明显提高；是

要注意表达方式的转变，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与其宣传“干条条的政策，不如用心做一些与社会思想、群众生活

相关的政策解读，与其登一些经验材料式的先进人物，不如走进他们的内心，挖掘一些大家喜欢的故事，与其登

一些没有价值的“经验”，不如把那些做法实实在在地告诉受众。 
通过这样的努力，变“要我读”为受众的“我要读”，效应就大大提升了。 

经营：从“下计划”转向“找市场” 
党报党刊几十年来在计划经济的“护佑”下，“不愁吃不愁穿”，既是优越也是其缺乏创造活力的一个根子

上的原因。 
但是渐渐地，党报党刊面临的是市场的选择——这就需要“真刀真枪真功夫”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克

服“下计划”的优越带来的依赖意识，走出“找市场”的坚毅步伐。 
找市场最基础的一条是增强服务意识。把过去的“指手向下”调整为“目光聚合读者的需求”，在保证党报

党刊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实现报刊的政策、信息、知识以及生活等各个方面对受众的服务。 
另外，就是要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开发党报党刊的丰富资源，这是找市场的重要战略选择。依托报刊这块重

要的阵地，充分调动各方资源优势，使媒体在发挥信息引导、舆论监督等功能的同时，滋生更多更新的具有经济

和社会效应的资源路径，促进党报党刊做大做强。在多方拓展资源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有的立足

报刊，大刀阔斧拓展“再销售”，在发行已经制作好的报刊产品的同时，通过报刊的地位和影响，获取更大量的

广告客户群；有的报刊社结合党建、区域经济、机关及乡镇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拓展研讨会、论坛、课题调研以

及出版相关成果集等；还有的报刊社充分挖掘和利用刊号等资源优势，在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新办

市场潜力大、赢利空间宽阔的新的报刊……等等。 
党报党刊的找市场，通过内容服务读者和社会，也使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长大”，费力是固然的，但一旦

“走出去”了，效果就相得益彰。 
编辑：从“个人化”转向“特性化” 

在编辑思路模式上，最突出的是“个人化”问题——就是编辑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处理稿件，这

就难免出现“千稿一面”的风格，有家媒体的记者说，我们主任，一谈到高兴的对白，经常出现“他翘起大拇指

说……”，一回“翘”，二回也“翘”，读者除了苦笑，就是烦。从某种意义说，编辑的这种文人“个人化”倾

向，是对“风格”的误读和误践，是一种典型的文人的自以为是和闭门造车。 

作者：杨树弘  



从这种文人的“个人化”转向“特性化”，核心的一点是抓住“共性”问题的特征，凸显“共性”中的特

点。 
从文人“个人化”转向“特性化”特点，作为编辑应当掌握三种途径：一是悉心聆听和把握社会脉搏，使自

己的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步履合拍，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一环；二是不断在向社会大众特别是在向老百姓的

学习中调整和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使自己的判断与社会思想与意识合拍；三是不断锤炼自己的语言文字特

点，不说人云亦云的话，使自己的思路和表达真正“独到”一些，自然，产品的价值也就会更符合受众“口

味”，更“特别”一些。 
队伍：从“文人化”转向“复合型” 

你可以是一个好的记者或编辑，但是，如果没有经营的观念、意识和能力，你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党报党刊工

作者——这是业届日趋公认的一个道理。 
“文人化”是党报党刊多年来的积弊，由于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方法、体制等方面的局限，很多“文人主

舵”的报刊，手捧“铁饭碗”，刚愎自用，难得思考和发现自己的不足，有了眼前的丁点利益就沾沾自喜，完全

缺乏竞争的意识和压力。而且，由于长期从事党报党刊，干部交流滞缓，缺乏开拓创新意识的队伍在业内恶性循

环，“近亲繁殖”，似乎能够写“好”的文章编“好”的稿子就一定是一个好的党报党刊工作者，这在计划经济

条件下固然不错，但是，党报党刊面向市场，要打开市场，仅有几个自以为是的文人是很难找到出路的。 
所以，党报党刊队伍人员选择应该是“多元”的，既要有高水平真正懂得新闻规律，能采会编的拔尖人才，

更要有懂得政治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的善于经营、头脑灵活、拓展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5年前，一家在全

国较有影响的媒体，面向社会选拔了一大批学经济、营销等完全和新闻专业无关的人才，实践证明，这些人成为

了媒体良好的新鲜血液，在5年的时间里，已经成长为报社的中坚。 
打造党报党刊的复合型人才队伍，除了及时吸收新鲜血液，促进新陈代谢，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建立学习型媒

体（报刊社）的机制，使大家在不断的学习、吸收营养中尽快调整和完善自我，适应报刊发展的需要。 
领军：从“懂新闻”转向“懂管理” 

一个报刊社和一个家庭一样，有了好的家长，就可能使这个家兴旺发达起来，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

窝”。 
有专家明确指出，懂新闻不懂管理，那是绝对做不好媒体的。 
我们说，搞媒体懂新闻固然重要，它可以避免“瞎子指路”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等很多问题出现，但是

作为媒体领军人物，懂新闻不是最重要的，而有良好的管理素养才是领军者的首要素质基础。 
在新闻界，有一种理论支撑了这个说法，叫做一流媒体推体系（在一个优良的能动的管理体系下，即使是一

个普通人，也能做出质量上乘的报刊），二流媒体推名人（名编辑名记者），三流媒体推名牌（名专栏、好新

闻）。说法虽有偏颇的地方，但是由此不难看出，管理对于包括党报党刊在内的所有媒体的重要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写会编的业务尖子可以做一个好的编辑或记者，但是真正统帅式的领军人物，一定要选择那

些熟悉政治规律、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律，尤其是管理创新、开拓意识和能力都较强的人，这是报刊社的希望所

在。 

(杨树弘:重庆市委《当代党员》编辑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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