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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新闻宣传队伍业务素质能力调研
——以通讯员队伍为例

　　摘　要　通讯员队伍素质能力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安新闻宣传质量。通过对公安部

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站通讯员队伍进行模底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对提升公安新闻宣传通讯员

队伍能力素质路径进行初探，试图破解困扰基层公安新闻宣传写作的难点。 　  

　　关键词　公安新闻宣传  通讯员队伍  能力素质提升  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

近年来，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不断加强

通讯员队伍业务培训，每年常态化举办业务

研修班，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记者

站站长、记者、优秀通讯员和新闻宣传骨干

参加。研修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

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公安新闻传媒“旗

舰”目标，围绕公安影视及文学创作、新闻

采访、稿件采写、新媒体策划等内容，邀请

高校知名专家、优秀编辑记者等授课。研修

班还组织学员在当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坚

定理想信念、感悟历史变迁、凝聚奋进力量。

今年 3 月，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在江苏

扬州举办业务研修班，来自部分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通讯员、新闻宣传骨干参加。笔者

针对如何提高稿件命中率进行了授课。

笔者在授课期间，设置了 9 个问题对

通讯员做了一个摸底调查，最终有 130 名

通讯员回答并提交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如图 1），此次研修班通讯员中 35 岁以上

的占 51.5%，26 岁到 35 岁的占 46.9%，年

龄结构比较平衡。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时

间 2 到 5 年的居多，占 37.69%，6 年以上的

占了 49.23%。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前，有

66.92% 的人没有从事新闻宣传，所学的专

业有 88.46% 是非新闻传播学类，这两个数

据说明这些通讯员大多不是新闻科班出身，

好多算是跨行或半道出家。

从单位性质看，大多来自地市公安局

占 58.46%，其次是所科队和县公安局占

32.31%，这说明通讯员大多来自基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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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情况看，大多有过发稿经历，但仍有

23.08% 的人从未没发表过稿件。和记者站

经常联系的占 26.15%，以需要时才联系的

为主占 38.46%，但也有 11.54% 从来没跟记

者站联系过，关系还有待加强。这些通讯员

的写稿频率比较低，一个月写一篇的居多，

几乎不写的占 23.85%。调查问题的最后一

项是关于对培训班的建议和期待，这是一个

开放性话题，大家的回答比较分散，总的来

说，就是想多些实战、多交流、讲课的内容

针对性强些和涵盖面广些、期待与编辑部有

更多更顺畅的沟通渠道等。

这次摸底，虽然只是一次记者站和通讯

员业务研修班调查，但窥一斑而知全豹，这

些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也可以看出

普遍性。这从侧面说明公安新闻宣传通讯员

队伍的业务素质能力与新时代公安工作发展

及宣传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其业务素

质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通讯员队伍是公安新闻宣传
的重要力量

通讯员队伍素质能力水平，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公安新闻宣传质量。以人民公安报

为例，除了中央领导的时政稿由新华社提供、

政法公安要闻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本部记

者负责采写外，人民公安报每天要大量刊发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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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记者站的稿件，记者站的稿件绝大多数是

靠各地通讯员提供。这也是人民公安报每年

都要花大量时间精力来举办全国各地通讯员

业务研修班的主要原因之一。

2023 年 6 月 30 日，根据事业单位改

革，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成立。公安部新闻

传媒中心旗下现在有两报七刊两个网站多个

公号，业务涵盖新闻报刊、出版、影视、印

刷、广告代理等。人民公安报作为公安部的

机关报，创刊于 1984 年。经过 40 年的发展，

人民公安报已然是公安新闻宣传主阵地，中

国公安最主流、最权威的报纸，正在朝着

建设成为公安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旗舰的目标

奋进。近年来，人民公安报加大了时政报道

力度。据统计，2023 年人民公安报一版头

条共刊发稿件 378 篇，中央及中央领导的稿

件有 202 篇，部机关稿件 28 篇，剩下的是

各地记者站稿件 107 篇（如图 2），各省份

的稿件全是个位数，而且这其中有不少稿件

是由中心记者撰写。从 2023 年开始，人民

公安报前四版加强了策划，推出了很多栏目

和改革了版面内容。一版推出了“以高水平

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面对面”栏目，面向全

国公安厅局长和公安部业务局局长约稿。这

个栏目的推出，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社会

效果。截至目前，栏目已编发 28 个省区市

公安厅局长和公安部部分业务局局长访谈报

道，阅读量逾 1000 万次，14 篇在人民公安

报微信公众号阅读量达 10 万 +。三版除了

日常的小专题外，新开设了焦点版面，这是

一个深度报道版面。下一步，计划尝试在一

版头条刊发报道，同时在三版推出整版报道。

四版也经常根据专栏策划专题内容，向记者

站约稿。除了前四个版，人民公安报后四个

版以及交通安全周刊也是以记者站和通讯员

的稿件为主。由此可见，通讯员队伍是公安

新闻宣传的重要力量，其作用的发挥具有较

大的空间。

二、通讯员队伍素质决定了公安
新闻稿件质量

在对人民公安报记者站和通讯员稿件综

合分析后发现，通讯员队伍素质是决定公安

新闻稿件质量的重要因素，其素质越高用稿

率越高。

（一）发稿数据分析

以今年 1、2 月各记者站和记者的发稿

统计为例。1 月份排名前三的记者站是福建、

山东、湖北，发稿最多的有 58 篇，最少的

只有 6 篇。排名前三的记者站记者分别来自

浙江、云南、湖北，发稿量最多的有 50 篇，

发稿量最少的记者是 1 篇。记者站和记者发

稿量悬殊。2 月份的发稿情况和 1 月份差不

多，只是部分记者站和记者此消彼长，写稿

较多的记者站和记者基本固定。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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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稿件类型分析

人民公安报版面的稿件类型，主要分为

七大类：一是领导和时政类；二是会议类，

比如新闻发布会、视频部署会、精神学习贯

彻会、学习培训会等；三是专项行动活动类，

公安机关各警种部门每年都会举办各种专项

行动；四是案件报道，侦破案件、办案经过

等；五是工作经验类，大到全局、小到警种、

派出所工作经验总结等；六是人物通讯，以

典型民警的宣传报道为主；七是专题类，专

门针对一个问题进行采写，这和经验类有重

合的地方。除了中央领导和时政类外，其他

的几类记者站记者和通讯员均可采写。

（三）稿件选用分析

在日常的值班审稿中，经常发现当天或

后面几个版出现同一记者或记者站的稿件。

这些记者或记者站的稿件经常被选中，主要

包括以下原因：

稿件数量大。有的记者站天天有稿、多

的甚至有十几篇。这种情况是由人民公安报

的稿源特殊性导致的，因为人民公安报工作

日八个版要大量刊发各记者站的稿件。

稿件质量好。编辑部大多优先选择记者

站质量好的稿件。除了用稿外，约稿特别是

需要很快成稿的策划，编辑部也经常找采写

能力、执行能力强的记者站。主要是因为这

些记者站的稿件质量好，新闻宣传有功底，

稿件比较干净、合规，符合各种基本的新闻

要求。

精准投稿。写稿投稿要做好功课，要研

究版面，做到结合版面和结合内容。根据版

面进行采写，另外，内容要与专版的定位符

合，稿件内容很大程度决定了稿件将会发在

哪个版面上。

除以上原因外，对于编辑部来说，稿件

选用有一套采编规范和流程。比如投稿时间，

有的记者站投稿选在编辑部大量选稿时间。

还有的记者站错开国家重要活动时间，不与

活动时间撞车。另外有的记者站投稿时在标

题上多下功夫，靠标题吸引眼球。

如果把报纸稿件当作一个产品的话，记

者站和通讯员的稿件就是源头，是产品的源

产地。记者站是产品的初加工环节，经过记

者站的修改编辑，按照产品的标准进入流程。

编辑部是产品的深加工车间，所有稿件按照

报纸的规范要求进行深度加工，进入最后的

流水线，然后放在各自的版面上，按流程签

字盖章付印，最后和读者见面。现在产品都

强调溯源，源头决定了最终产品的质量。

三、公安新闻宣传队伍的业务素
质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公安新闻宣传队伍的素质能力主要包括

政治素质能力和业务素质能力。在政治素质

能力方面，受公安机关性质决定，这支队伍

的政治素养普遍较高，而且已有学者对此进

行专门的论述。结合通讯员队伍培训，现仅

就公安新闻宣传队伍提高业务能力素质方面

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挖掘公安新闻富矿，解决写

什么的问题

公安工作因其复杂性和神秘性，因此

成为盛产新闻的富矿，极大地丰富了公安新

闻宣传的内容。但对于很多通讯员，却不知

道要写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要在

分析报纸版面内容和稿件类型的基础上，深

入挖掘公安新闻价值高的内容，有针对性的

进行采写。如何从平常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

呢？曾长期负责党的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的

陆定一先生曾给新闻下了一个定义：新闻是

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就是要传递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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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有时效性、新鲜性、独特性等。新

闻要能吸引读者去阅读，让人觉得眼睛一亮。

挖掘到这样的新闻，需要用最近最新的引子

来讲述。这一切都要靠发现，靠平时善于观

察和思考。观察和思考要能跳出常规和俗套，

就要有知识的储备和做一个有心人，要经常

关心时局，这样才能打开视野和格局，站位

高了，自然就看得远了，就能够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二）增强公安新闻的吸引力，解决怎

么写的问题

万事开头难，公安新闻宣传稿件的开头

必须能够吸引人，才能体现出新闻性。在日

常写作时，经常会通过具体的场景描写，来

给稿件开头。比如，“走进湖北武汉经济技

术开发区邓南街道窑头村，一下车，刺骨的

寒风迎面而来。彭珍东缩紧了脖子，哈着热

气，走在被大雪覆盖的田埂上，脚下发出咯

吱咯吱的声响。”“麦苗长得还不错，基本没

有受冻害影响。”他扒开厚厚的积雪，拔出

一棵青色的麦苗，捻开叶片和根须，安抚身

旁的武汉永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永

贵（摘自：守护小麦安全越冬） 。这种充满

强烈画面感的场景式开头，避免了生硬的公

文格式，就很容易吸引读者。此外，还掌握

“细节还原”这一技巧很重要。开篇场景描写，

要善于捕捉人物的神情、动作，将场景氛围

感“拉满”。场景本身是冰冷的，而活动于

其间的人物，则是具体的、鲜活的，也是与

稿件主旨相关联的。在采访时，要打开所有

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感觉等，让读

者通过作者的文字描写，带入到场景环境中，

身临其境。精彩的行为动作描写，将主人公、

叙事的要点主旨点出来。人物写活、细节生

动，这是写好场景性描述开头的真理。

除了场景式开头外，其他常见稿件开头

方式，有排比式、提问式、举例说明式。稿

件开头一但把读者吸引住，有想读下去的欲

望，新闻写作就成功了一半。

（三）在新闻宣传中用情感打动人，解

决怎么写好的问题

好的新闻作品必须是“鲜活的”。新闻

宣传价值功能的发挥，就是要通过人物、事

件及情感的输出，让小事件发挥大作用，从

而形成广泛的影响力。要想让读者见人见事，

那就要复原、展现作者想要说的内容。好的

稿件最核心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文章千

古事，真情最感人。怎么才能用真情打动人

心呢？那就要讲细节、讲故事、有感情、有

内容，用真情换真心，用带着温度的文字去

书写。习总书记指出，公安队伍是一支英雄

辈出的队伍。从事公安新闻宣传工作，人物

的采写占了很大的比率。说到印象深刻的公

安典型人物，脑海里会出现邱娥国、任长霞、

崔道植、潘东升、汪勇、高宝来、吕建江、

杨雪峰等形象。在每一个时代，特别是伟大

的时代，都会出现很多英雄。公安典型邱娥

国，当时这个典型就是人民公安报通过从不

同角度，带着对新闻人物的深厚感情去深入

挖掘出来的。此外，在写作尤其人物稿或综

述时，题记能起到点睛作用，好的题记让读

者一下子就走近了主人公的内心、与作者产

生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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