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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7/2021_2022__E6_96_87_E

5_AD_97_E6_A0_A1_E5_c39_517081.htm （实例） 中办《秘书

工作》杂志2005年第1期以“惊动副总理的‘一字之失’”为

题，刊登了“风云”同志10年前工作中出现的一次差错。当

时，该同志以省名义起草了一个文件，向中央办公厅反映税

制改革后，该省提高茶叶税，种茶农民收入减少，茶叶面临

萎缩的问题，文件的后面附了该省省委书记关于提高茶叶税

赋情况的批示。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误将附件中省委书记

原话中的“说法”写成了“税法”，加之校对工作不够严谨

，该错误未能被及时发现和改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

同志看到报告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在“税法”二字下面

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并在此页的右边批注：“‘税法’是中

央制定的，省不能有税法。”寻根究源，出现这个差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校对工作中出现了失误，结果不仅影响

了省委的形象，也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被动。 笔者也曾在文

字校对工作中犯过一次错误。当时，准备印发一份比较重要

的文件，对各单位下达招商引资任务，文件后面附了一个电

子表格，表格纵向分为五栏，最后一栏是相关责任人的名字

，其中有一位领导姓秦，但由于打字时操作失误，将“秦×

×”打成了“泰××”，我校对了几遍，没能校对出来，文

件印好之后，一位细心的同志发现了其中的错误，并及时提

醒了我。虽然我立即将错误更正之后重新印发了文件，没有

造成什么负面影响，但是这“一字之失”却给我提出了严重

的警告，对我的促动很大。 事后，我不断地反省，是什么原



因造成了这样的失误？一位同事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

“你没能发现这个错误，是因为你对该名字比较熟悉，在校

对之前头脑中就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认为这个人就应该是

‘秦××’，在校对的时候也是按照‘秦××’这个固定模

式去校对的，加之字迹又比较小，不太容易发现，所以就错

了。”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有道理。 （评析） 校对工作看

似一项简单、平凡的工作，对能力的要求不高，实则在秘书

工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一项相对比较枯燥，却

又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工作，因为它是整个秘书服务流程中的

最后一道“关口”，这道“关口”把不严，小则闹出笑话，

影响领导的形象和权威，大则影响一项政策的方向和执行效

果，妨碍全局工作的开展。 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大都也有同

感，有时陌生的东西反而出现差错较少，而较为熟悉的东西

却容易犯错。那么，怎样克服这种思维定势，更好地开展文

字校对工作呢？笔者认为，管理学中的“哥顿法”值得提倡

。“哥顿法”是管理学中管理决策创新思维方法中的一个，

它是由美国学者哥顿发明的，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变

熟悉为陌生”，即抛开对事物性质原有的认识，在“零起点

”上对事物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文字校

对工作中，也要提倡“变熟悉为陌生”，在校对时，把所有

熟悉的东西当成陌生的东西，对每段话、每个字、每个标点

符号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带着疑问的心态，抱着学习的态度

去校对，然后把“学”到的东西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相比较

，看有无出入，这样就能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势，减少出错的

可能，确保文字校对工作的实效性，提高为领导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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