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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谈 信 息 写 作 的
标 准 及 重 点



信 息 写 作 建 议
T i p s  F o r  I n f o r m a t i o n  W r i t i n g



信息写作
需关注问题

   一是信息选题“散”

   没有精准聚焦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需

求，没有紧密围绕“国之大者”思考谋划，没有

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

密切关注人民群众最盼、最急、最忧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



信息写作
需关注问题

    二是反映问题“泛”。

    有的蜻蜓点水，泛泛而谈；有的闭目塞听，

主观臆断；有的听风是雨，夸大其词；有的翻来

覆去，老调重弹；有的回避问题，掩盖矛盾。



 信息写作
需关注问题

    三是分析研判“浅”。

    或是浮于表面，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或是

舍本逐末，不能简明扼要抓重点；或是以偏概全，

不能统筹兼顾作判断。



 信息写作
需关注问题

    四是对策建议“空”

    要么空谈道理没实招，只会信口开河、言之

无物；要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缺乏针对性、

可操作性；要么“要钱要物要政策”，主观不努

力，客观找原因。



 信息写作
需关注问题

    五是报送时效“慢”

    重大时间节点前，不主动谋划、超前研判，

等到“时过境迁”，相关信息才“姗姗来迟”；

重大舆情事件爆发时，网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

信息却“千呼万唤也不来”。



一是中央或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学习贯彻情况的反馈，如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战

略举措、重要会议文件学习贯彻情况；二是中央领导人或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

指示贯彻落实情况；三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或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

重点

焦点

特点

热点

一是问题类焦点；二是现象类焦点；三是矛盾类焦点；四是老问题

新情况类焦点。

一是站位要高；二是切入要实；三是特色要亮；四是情况要新

一是根据相关性原理，跟进和挖掘热点；二是根据相似性原理，跟

进和挖掘热点；三是根据相悖性原理，跟进和挖掘热点。

时间点

一是固定的时间点；二是可预期的时间节点；三是随机的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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