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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文稿写“实”？ 

 

文稿唯“实”不破，须立足实际、指导实践、发挥实效。

如何把文稿写“实”？ 

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坚持思在行前、意在笔先，加强理

论学习，全面系统、及时跟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接受

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提高理论素养和思维层次，让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内心深处真正扎根，把文稿写作至关

重要的“诗外”功夫练得炉火纯青。 

深入开展学习调研。写一篇千字的文稿，可能要参阅数

万字、数十万字甚至更多资料。写稿前，广泛搜集上情下情、

内情外情、史情时情等，认真学习研究、消化吸收，让孤立

的素材串起来、静止的素材活起来。既善于关起门来做研究，

更带着问题主动到基层一线搞调研，多开展小切口的大调研、

沉下去的深调研、前瞻性的新调研，及时了解掌握新情况、

新问题，引入文稿写作的“源头活水”。 

准确领会领导意图。实践中我们感到，领导关注和强调

得多的地方，往往是工作重点和难点所在，往往是文稿写实

的重要着力点。一段时间内领导强调最多的、调研或平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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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特别交代的、讲话中脱稿发挥的，都需及时捕捉、用心

记录、深入领会。 

 

观点主旨鲜明。赞成反对什么、提倡禁止什么、肯定否

定什么，需要旗帜鲜明地亮出来，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要立足具体场景、受众群体等，在遣词造句上反复琢磨，用

最恰当的词组、句式、语气准确反映客观事实、表达意见主

张。文稿话语体系需及时更新，特别是一些重要提法必须严

格对标对表，不能自作聪明、自行其是。大小标题是文稿思

想观点的集中体现，需仔细推敲琢磨，努力做到形神兼备、

出新出彩。当然，标题的严谨准确是第一位的，不能一味追

求对仗工整而牵强附会、弄巧成拙。 

任务举措务实。如果简单对照上级要求“依葫芦画瓢”，

提出的任务举措“放之四海而皆准”，那样的文稿是轻飘飘、

软绵绵的，不利于基层抓落实。应善于把服务“国之大者”

与发挥本地本部门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的宏观目标转

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目标，把上级的原则要求转化为契合实际

的具体举措。 

    比如，有些会议每年都开，但需结合新的形势任务重新

审视，赋予新内涵、提出新要求，不能玩“换汤不换药”的

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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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阐述扎实。在评价某地某部门工作时，仅用一两句

定性的话就显得很单薄，若是列举一两个恰当的数据或事例，

则更有说服力。应以理服人，用思想的力量打动人，用道理

学理哲理影响人，善于抽象概括、总结提炼、阐释说理，把

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机制，把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增

强文稿的理论性、思辨性。应善于抽丝剥茧、刨根问底，论

述越深入，文稿就越实。 

比如，一篇文稿在阐释“改革最大的动力是责任担当”

时，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改革、改革的最大变数是干部、

干部的最大变数是责任”三个方面展开，层层深入挖掘，从

而把问题讲深讲实讲透。 

框架结构缜密。可以是横式结构也可以是纵式结构，可

以分两块、三块、四块甚至更多，关键是内容功能齐备、衔

接过渡顺畅、整体脉络贯通，做到重点突出、层次分明、铺

排有序、逻辑缜密。 

同时，框架结构也是不断完善的，因事、因时、因场合、

因对象灵活应变，不守定式、不落俗套。 

描述具象化。用具象化的语言描述抽象的理念、深刻的

道理，干部群众才听得懂、乐意听、记得住。习近平总书记

曾用“端牢饭碗”“守护好一江碧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等生动形象的语言阐述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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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让这些深刻的道理根植亿万群众心中。讲故事也是一

种写实的方法，应善于用“小故事”讲“大道理”。 

语言平实化。善于用平实质朴的语言阐述深刻的道理，

是文稿写作的上乘境界。1928年，毛泽东同志逐字逐句修改

《施政大纲》，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

“讨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债务”改成“贫苦农民借了土

豪的钱不要还”。正是这种平实的大白话，很好地宣传了党

的革命思想主张。当然，平实不等于平淡，而是注重语言的

锤炼，力求平实中见精彩，自然中出韵味。 

文字简洁化。简洁是一种能力，认识模糊，逻辑混乱，

缺乏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就无法写出短小精悍的文稿来。实

践中，简洁干净的文字往往难以一气呵成，需要做大量耐心

细致的修改。教育家徐特立就教材编写的大众化曾讲到“去

空、去杂、去孤”，即把空洞的、杂乱的、孤立的内容去掉，

删繁就简、去伪存真，写文稿同样如此。 

文稿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情绪，而是体现党委政府的态度

立场、作风形象，应做到庄重严谨、大气沉稳，同时真切、

饱满、自然地表露情感。 

我们读习近平总书记的很多文章时，都情不自禁地被其

中真挚的为民情怀深深感染。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回梁家

河看望父老乡亲时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

这里。”直抵人心的话语，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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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拳拳之心，还是“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铮铮之誓，都蕴含着

习近平总书记以身许党许国、为党为国的崇高境界与大爱情

怀。 

文字工作者应厚植真心爱党爱国爱民之心，注重修身敦

品，做一个清澈纯粹的人，并把这种品性和情感熔铸笔端，

这样才能写出饱含真情的文章来。 

要找准与受众情感上的结合点，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

替群众说话，特别是在起草群众座谈、媒体采访等文稿时，

尤需真诚坦率，不遮掩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推卸责任，让

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融、心理上的共鸣，从而产生最佳的效

果。 

 

来源：《秘书工作》2023 年第 6 期《怎样让文稿“实”

起来》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