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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写作开头十五法

作者： 隋福军   发表时间：2007-10-11  被阅读：306次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不难。写文章也是一样，关键是开好头。

不少同志起草行文感到开头很难，好长时间写不出一行。怎么办？我通过对

建国以来全国通讯名篇的研究，认为其开头的写法可归纳为十五种。现介绍

如下：  

              抒情式  

  这是第一种，其写作特点是：  

  饱蘸笔墨，满怀激情；  

  捧出一盆火，温暖读者心。  

  魏巍同志撰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

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

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

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感觉到谁

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当然，我们的工农群众就是无比可爱的；可是

这里我想说的是他们的子弟，那些拿起枪来献身革命斗争的工农子弟，那些

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们，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也许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



凡，很简单地哩。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丰富细

致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

到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

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纯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

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读到这里，你能不被作者的激情所感动吗？你能不情不自禁地把通讯看

下去吗？  

               描写式  

  这是第二种。其写作特点是：  

  语言生动形象，景物跃然纸上；  

  吸引读者视线，给人深刻印象。  

  通讯《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

是这样写的：  

  千钧一发。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早晨，白雾茫茫，细雨蒙蒙。在湖南省湘江东

岸枫叶红艳艳的群山之间，满载旅客的282次列车由衡阳北上，风驰电掣地向

前飞奔。列车鸣着长长的汽笛进入了两山峡谷中的一个急转弯。一队炮兵战

士拉着驮炮的战马，正沿着铁道东侧迎面而来。万万没有想到，一头高大的

驮着炮架的黑骡被震耳的汽笛声惊怒，闯上轨道，站在铁轨中间，驭手使尽

全力猛拖缰绳，黑骡纹丝不动。列车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向这匹黑骡冲

去，相距只有四十多米，停车已经来不及了。老司机王治卫只觉得“翁”的一

下，全身血液涌上头顶，他拉开紧急制动的“死闸”，势如雷霆万钧的惯性力

仍然把千吨重的列车推向前去，车厢猛烈摇晃震动，车轮碾轧的铁轨吱吱尖

叫。一场灾难眼看无法避免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从部队的行列中猛

然冲出一个战士，他奋不顾身地跃上铁路，抢在机车前面，用尽全力把黑骡

推出铁道之外。无法避免的事故避免了，旅客和列车得救了！但是，这个伟

大的战士却被迎头撞到在火车轮下！… …湘江水滚滚北流，巍峨的衡山高耸



入云。江水唱着英雄的战士，高山赞佩英雄的战士！一个战士倒下了，几百

个人的生命得救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牺牲了，一个光辉的名字— —欧阳

海铭刻在人民心上！  

  这个见义勇为、舍己为群的英雄战士欧阳海，是某部三连的七班长。他

把自己暂短光辉的一生献给了人民，正如他生前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为

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战，为人民献出问心无愧的一生！”  

  读着这生动形象的描写，你心里能不激动吗？你的视线能轻易离开这篇

通讯吗？你不想了解我们的共产主义战士— —欧阳海是如何成长的吗？  

              书信式  

  这是第三种。其写作特点是：  

  采用书信方式，报道所见所闻；  

  尊称读者兄妹，倍感亲切感人。  

  杨刚同志撰写的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开头采取的就是这种手

法。该文的开头这样写：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  

  我必须把这篇通讯直接写给你们，才能把这一次首都人民庆祝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大会上的一切尽可能真实地传达给你们。说尽可能真实是容易的，

要做到可是很难。因为10月1日这一天是太伟大，太丰富了。甚至在今天，二

十四小时之后，它的余风还在。街上还是红红绿绿的舞蹈队，秧歌队，游行

队。二十四小时之后，依然满街都是红旗，都是锣鼓。从湖北来的老先生、

老太太摇头赞叹，说昨天那一场大会是“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从上海

来的老先生说：“啊，总算活到这一天，见到了！”从华北来的人激动得发不

出声音，只是连续地、低低地赞叹：“啊，好伟大啊！好伟大啊！”从华南来

的人也说：“这是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啊！”上海的兄弟姐妹们，那么晓得陈

毅市长。昨天，陈市长望着天安门前红旗的大海激动地说：“看了这，总算是

此生不虚了！”这是确实的。昨天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完全具体地表现了一个初

诞生的新国家的气象和本质：伟大，庄严，团结，民主，尤其是领袖与人民

融合一致。它使人人相互亲爱，使人人要求向上，要求自己学好。  



  听着这亲切的称呼，看着这生动的描述，你能不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诞生

而欢呼吗？你能不想知道在这伟大的时刻，毛主席和他们怎样在一起的吗？

如果你是上海人的话，能不感到自己的代表和毛主席在一起而幸福、而高兴

吗？能不因此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全文吗？  

             对话式  

  这是第四种。其写作特点是：  

  洗耳恭听对话，再现采访现场；  

  好似置身其中，倍感真实可信。  

  喻权域同志撰写的《快乐的女社员》，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

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小喻，你到哪里去？”  

  在去新民村的路上，听到有人这样招呼我。我掉头一看，原来是新民村

农业合作社的一群女社员。有扎着辫子的年青姑娘，有牵着小孩的大嫂子，

也有梳着发髻的老大娘，… ….一个个兴高采烈，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就到你们村去。”我说，“你们到哪去了来？这么大一群，好象… …。”  

  “要问我们吗？哼！”领头的曾玉清把两个小辫一甩，说道，“我们都是第

四队的女社员，全社第一个收完小春的就是我们。今下午没事，才去街上看

了卫生展览回来。”  

  “第一个收完小春，”我想，“有意思。”便和她们走到一起，边走边打听。 

  … …  

  你听，他们一问一答。聊的多么火热？如果我在现场的话，一定要听听

他们继续聊下去的内容。你呢？  

             倒叙式  

  这是第五种。其写作特点是：  

  由近及远，很有实感；  



  吸引读者，阅读全篇。  

  魏刚焰同志撰写的通讯《红桃是怎么开的？— —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

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汽车，人流，向咸阳市专署礼堂门口

涌来。由陕西人委召集的表彰赵梦桃及赵梦桃小组先进事迹大会就要开始

了。  

  天空的电波，地面的电线，讲台上，人丛里，回响着这个二十八岁细纱

女工的名字— —赵梦桃。  

  她，不在主席台上，不在观众席里，她，在哪里呢？  

  在军大医院三楼最边的那个窗户下，她躺在病床上。  

  花瓶里面插着红丹丹的花束，不知是哪个护士特意为这个节日找来的。

房间里，只听见收音机里嗡嗡的交流声：再有几分钟大会的实况广播就要开

始了。她半仰着，神情严肃专注，象是要从电波的声音里，听出那熟悉脚

步、笑音、语声来。  

  钟声响了三下，收音机里传来了庄严的军乐。她凝视着瓶中的红花，只

觉一股暖流冲上胸口，在耳边，又响起那辚辚的车轮声… …  

  读完这个开头，你一定和我一样发问：赵梦桃是什么人？她一个二十八

岁的细纱女工，有什么功劳值得如此大表彰而特表彰呢？随着“那辚辚的车轮

声”，你肯定想弄个水落石出的。  

              摄像式  

  这是第六种。其写作特点是：  

  景物摄入镜头，然后一一分放；  

  领略时代精神，犹如身临其境。  

  中国青年报记者撰写的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开头采用的就是

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1960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  

  现在整整是下午四点钟  

  在首都王府井大街，车水马龙，热闹繁忙，商店穿戴着节日的盛装，人

们满面春风地东来西往。就在这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路东，有一家门市很小

的国营特种药品商店。这时候，营业员们在笑盈盈地答对顾客，办公室里，

算珠响个不停，快下班的，正忙着结帐。忽然，有人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大把

红红绿绿的票子：  

  “同志们，今晚政协礼堂有精彩晚会，首都商业职工春节大联欢！”  

  “好哇！”大伙乐的嘴都合不上了。  

  … …。  

  陡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十分紧促的铃声，戴近视镜的营业员老

胡，一把抓起听筒：  

  “喂，哪里？”  

  “长途！我是中共山西平陡县委，我们这里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

毒，急需一千支二基丙醇，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听筒里的声音十分响亮而

焦灼。  

  … …  

  读到这里，我们似乎看到，在远离祖国首都的千里之外，有六十一名阶

级兄弟的生命危在旦夕，成百上千人心急如焚，一场抢救生命的战斗正在进

行。他们向首都求援，首都有关部门将如何办？这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生命

究竟救下没有？这一幕幕的战斗情景，谁能不争先恐后目睹呢？  

              哲理式  

  这是第七种。其写作特点是：  

  喻事、喻人，浅显、易懂；  

  一个深奥的道理，三言两语讲清了。  



  李峰、余辉音同志撰写的通讯《“一厘钱”精神》，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

手法。该文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厘钱，最勤俭的家庭也早已不放在眼里。可是却有手经百万元的厂

长、会计、供销人员和长年给国家创造财富的工人，为少花一厘钱，给国家

多积攒一厘钱，算盘打了又打，潜力挖了又挖。  

  这儿写的，都是工业生产中的这类一鳞半爪。但是，它闪烁着社会主义

建设真理的火花。  

  是的，如今一厘钱算什么，谁能把它放在眼里呢？可是，作者却在这小

小的一厘钱上做起文章来了，并给它戴上“闪烁着社会主义建设真理的火花”

的桂冠，你说怪也不怪？他们说得是否有道理？你不想知道吗？  

             故事式  

  这是第八种。其写作特点是：  

  新闻内容，故事手法；  

  童话寓言俱全，让人手不释卷。  

  华山同志撰写的通讯《童话的时代》开头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

头是这样写的：  

  传说有一条龙，它把头伸进黄河，就能把洪水吸干，它在天上打个喷

嚏，普天下便是和风细雨。  

  可是这条龙，水量很大，性子更是暴烈，常常一埋下头来，就连地皮也

吸干了。一旦脾气发作，又吼的满天雷雨，一瞬间洪水遍地，还是不住地倾

泻下来。  

  几千年来，人们又怕它，又离不开它，总是想尽办法去感动它。每逢秋

收以后，黄河沿岸到处给龙唱戏、祭酒，到处把一筐筐的肉和馒头，抛进黄

河里去。人们用一切想得到的办法，表示满心的恭敬和虔诚，哪怕老婆孩子

都随着茅舍的房顶漂走了，心里也不敢有半点怨言，惟恐眼泪触怒了它。  

  可是年复一年，龙的脾气总是暴怒如雷，黄河两岸总是旱灾接着水灾。  



  什么时候咱能有这么一条龙，它的水量如海，却有一副好脾气呢？  

  人们乞求了好几千年，盼望了好几千年，总找不到一条好脾气的龙。  

  今天才发现，这样的龙就是人民自己。  

  正是我们自己，要在六年以内，修起一座大水库来，把大半条黄河的水

全给装住，就像童话里的龙那样。  

  自然这条“龙”和人民这条“龙”开战了。人民这条“龙”要锁住自然这条

“龙”，可自然“龙”怎么甘心服服帖帖地让它锁呢？斗争肯定是激烈的，你死

我活的。你不想知道它们斗争的情况和结果吧？如果想的话，且听下文分

解！  

             诗歌式  

  这是第九种。其写作特点是：  

  利用诗歌形式，歌颂新鲜事物；  

  写景抒情并举，引起读者注意。  

  《共产党员》杂志记者撰写的通讯《要为真理而斗争— —优秀共产党员张

志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

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想当年渣滓洞的难友献给江姐的这首诗，移赠给

革命烈士张志新同志。  

  在林彪、“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是她，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

暴，挺身而出，揭露他们反党，反革命的真面目。身陷囹圄之后，又是她，



一个惨遭迫害的女共产党员，不向谬误投降，不向妖魔求饶，坚持党性，宁

死不屈。在屠刀面前，还是她，我们党的好女儿，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壮

烈牺牲在“四人帮”及其辽宁的死党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下！  

  张志新同志是为共产主义真理而献身的。她不愧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好党

员、好干部，不愧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丹娘和苏菲亚都是苏联的民族英雄，为了苏联人民的解放，惨死在敌人

的屠刀之下。江姐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丹娘和苏菲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当年渣滓洞的难友写诗歌颂她。作者把这首

诗移赠给张志新同志，作为通讯的开头。一看这首诗，读者就自然地意识

到：啊，“文化大革命”中的江姐、丹娘、苏菲亚诞生了！她这个优秀的共产

党员是怎样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呢？在刚刚开过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不久，在刚刚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之时，这个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

注目，谁能不看个究竟呢？  

             因发式  

  这是第十种。其写作特点是：  

  读者已有所闻，可惜未知其详；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郭小川、马玉才、胡瑞松撰写的通讯《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风格— —“南

京路上好八连”纪事》，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好几年前，先是在上海市人民中间和报纸上，接着在北京市和外地的许

多报纸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颖、响亮的、闪闪发光的名称— —南京路上好八

连。  

  这个名字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兴趣。许多人谈说着它，许多会议

上讨论着它，许多远方来信的信皮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它；同时，也有许多上

海以外的读者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要求看到更多关于八连的报道。  

  本文是在读者们的提示下开始动笔的。如同描述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

那样，我们必须控制住这支感奋的笔，认真地、如实地一一道来。  



  许多读者那久旱的禾苗，将得到细雨的滋润，他们怎么能不拍手迎欢

呢！  

  读到这里，难道你不想翻开第二页吗！回答是肯定的。  

              概述式  

  这是第十一种。其写作特点是：  

  抓住特点，画龙点睛；  

  使人向往，引人入胜。  

  马雪松同志撰写的通讯《“天鹅”的爱情— —记芭蕾舞演员朱美丽的高尚情

操》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见到朱美丽，是在演出芭蕾舞《天鹅湖》的舞台上。  

  绛色的帷幕徐徐拉开，台上出现了葱茏的密林，湖边耸立着一座阴森古

老的城堡废墟。一群白天鹅，从碧波荡漾的湖面上飘游而去。踏着柴可夫斯

基那富有诗意的曲调，三个大天鹅舒展着柔美的双臂，轻盈起舞，领头的就

是她— —朱美丽。  

  朱美丽，窈窕的身材，端庄的鼻梁，鹅蛋脸上闪烁着两颗明亮动人的大

眼睛，真象她的名字一样，长得多么美啊！当我了解了她对爱情的高尚情操

后，一种由衷的钦佩之情从心底升起，她，不但有着美丽的外貌，更有着美

丽的心灵！  

  故事要从四年前初春的一个星期天说起。  

  她的名字叫美丽，她的外貌也美丽，她演芭蕾舞《天鹅湖》的舞姿很美

丽，她的心灵是否美丽呢？通讯告诉我们，她的心灵比起她的名字、外貌、

舞姿来更美丽。究竟美丽到什么程度？读完这个开头，难道你不愿意继续读

下去吗？  

             自叙式  

  这是第十二种。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被采访者以第一人称自叙；二是



采访者以第一人称自叙。  

  被采访者自叙的主要特点是：  

  被采访者出面，勿需作者代劳；  

  景物跃然纸上，生动、亲切、自然。  

  秦兆阳同志撰写的通讯《王永淮》，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

开头是这样写的：  

  你打听王永淮吗？你算打听对了，我可跟他忒熟。你到七区去，咱们正

好同道儿，我就跟你说说他的事儿吧。  

  说起他来，一句话：他是好人。这如今他被人们选为邢台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可还是那么好。  

  你看这沿路的山。这不算山。那西边，你瞅，雾朦朦遮住半边天，那才

叫山呢！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乍一到咱这地方，看到这走不到头儿的荒山

野岭，真要发愁呢。就是咱们山里的人，有时侯也要发愁。你不知道，前几

年，好多人想往山外搬家，想到山西去安家。就连我也是这样，老觉得一辈

子钻在山沟里没出息。可是，王永淮这人却喜欢这山，他就在西边那大山里

边，年年月月，爬山过岭，为老百姓办事，弄得人人都喜欢这山，人人都越

过越有劲，你说怪不？  

  他是一九五○年进山的。  

  那时，是个春天，我正在村头… …。  

  多么亲切，多么自然，多么感人。谁看了这个开头，谁都急切地想知道

王永淮是用什么回天之力，把人心紧紧拴在这深山沟里的。  

  采访者自叙的主要特点是：  

  笔者第一人称，面向读者说话；  

  亦感亲切、自然，还能给人启发。福庚同志写的人物通讯《追老姚— —记

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姚濯新》，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该文的

开头是这样写的：  



  编辑室主任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采访天津乡村邮递员姚濯新同志。他

向我竖起两个指头：“两天缴卷。”  

  初春天气，一连下了几天几夜的雨，天还是虎起个脸，那么阴沉沉地，

风，象许多把快刀子，使劲地割人的皮肤。我坐了汽车又坐三轮，转了差不

多两个钟头，才在一个村子的拐角处找了他的工作地点：“李七庄邮局”。一

顺四间屋，靠右边正在盖楼房，门口尽是雨后的污泥，害得我一进门就滑得

摔了一跤。  

  “有什么事同志？”屋内闪出一个矮个子，挺和气地问我。  

  我正没好气，便说：“找你们局长！”  

  “我就是。”  

  “啊？”我吃了一惊，连忙掏出介绍信，说明我的来意。  

  他显得很高兴：“老姚真值你们结结实实写一下。”但他一会儿又皱起了

眉头，“他一早就下乡啦，怎么办？”  

  … …。  

  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泥泞的道路，被采访者一早就下乡了，记者怎么

办？从标题看，他追去了。那么，他追上了没有？路上有什么周折？你不想

知道吗？  

              提问式  

  这是第十三种。其写作特点是：  

  问题摆在前面，吸引读者去看；  

  为了寻找答案，你能不往下看？  

  新华社记者集体采写的通讯《当你睡熟的时候》，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

手法。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吗？当你们睡熟的时候，全国有多少人为了你们幸



福的生活和明天的工作，在通宵紧张地劳动着。看吧！下面就是18日夜里北

京很多夜间工作的人们。  

  … …。  

  是啊，在我们睡熟的时候，有谁还在为我们服务呢？作者提醒人们注意

这个问题，并且用在首都一个夜里的所见所闻回答了这个问题。请问，谁不

愿意了解为了我们幸福的生活和明天的工作而辛勤的人们呢？  

  通讯分了十个小标题，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十个小标题

是：“守候在孩子床边”，“为了明天的乘客”，“急救病人”，“黎明时的电

报”，“通宵运蔬菜”，“拍《祝福》”，“洒扫全城”，“为了千百万读者”，

“夜宵”，“零点二十八分接婴儿”。  

  读了这十个小标题，你会初步意识到，啊，原来我们幸福的生活和明天

的舒适工作，是他们用通宵的紧张劳动换来的！多么崇高的事业，多么好的

同志啊！你一定会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把这篇通讯读下去的。  

              悬念式  

  这是第十四种。其写作特点是：  

  抓住读者好奇心，巧设悬念迷住人；  

  为了求得疑团解，手不释卷读起来。  

  陈坚发同志撰写的通讯《王崇伦抓豆腐》，开头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法。

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王崇伦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别具一格的

哈尔滨市地图。图上用文字标明的，不是什么重要建筑物，而是分布在全市

的所有豆腐生产车间。  

  读完这个开头，你一定发问：一个堂堂的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墙上，为

啥不挂这，不挂那，偏偏挂一张全市豆腐生产车间分布图呢？真是见所未

见，闻所未闻。为了解开这个迷，你肯定会不由自主地读下去。原来：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崇伦是去年八月才到哈尔滨兼任市委副书记的。市



委分工他负责全市的财贸工作。他就把‘抓豆腐’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直叙式  

  这是第十五种。其写作特点是：  

  围绕标题，开门见山；  

  登堂入室，尽情观看！  

  邓拓同志撰写的通讯《访“葡萄常”》，和穆青、冯健、周原同志合写的

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开头采用的都是这种手法。  

  《访“葡萄常”》一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有一条胡同，名叫下唐刀，胡同里住着一家姓常

的手艺人，外号“葡萄常”。  

  常家本来是做料器玩具的家庭作坊，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什么葫芦，

果子都能做一些；而最拿手的是软枝的紫葡萄，做得象真的一样。“葡萄常”

的名声就由此而来。  

  守着家传的特种手艺的技巧，常家的姑侄姊妹们竟都不出嫁。他们几十

年来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辛勤的劳动，度着清寒的岁月；直到白发催走青

春，她们也不后悔。  

  现在，… …。  

  《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一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

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

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景象啊！横贯全

镜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

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幅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

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

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多万勤劳的

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

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不正是这些“围绕标题，开门见山”的开头，引人入胜，饱尝眼福吗？你

能说他们开得不好，写得不美吗？是的，我似乎听到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好，好！美，美，美！”因为事实正是如此。  

  当然，通讯的开头写法不仅上述15种。其写法也应不拘一格，手法需要

灵活多样，就是千方百计吸引读者把我们写的通讯继续看下去。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希望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更

多、更好、更美的写作手法，把通讯开头写得更好更美！吸引更多的读者争

相阅读！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市经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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