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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A6_E2_80_9C_E5_c39_60159.htm 某地发生较大的地震后

，我国南方的汛期即到。一日，南方某省领导机关的值班秘

书，接到国家防汛抗灾指挥部电话，要检查了解该地区防汛

抗灾准备工作情况，要求尽快作一次汇报，并指明要检查大

中型水库坝基安全可靠程度如何。值班秘书接电话时，听错

为防震指挥部来的电话，当时对地震惊恐的“余波”还影响

着人们的心理，认为“防震”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可能的，

而没有对打来的电话认真核对，便将听错的电话，向领导汇

报。当时领导班子几个主要成员正在同兄弟省区来的领导同

志商讨经济协作的事情，被迫中断了商讨，立即召集省直各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防震工作，并准备按电话的要

求向上级汇报。在研讨中，预感到如此紧急的电话，是否是

上级防震部门预测到本地区最近可能会发生地震，于是由办

公厅主任亲自去电话询问上级防震部门，得到的答复是，没

有预测到你们地区最近会发生地震，也没有要你们汇报有关

情况。经再次查问，原来是防汛指挥部来的电话。一场虚惊

总算放下了，但教训是应该记取的。虽然未直接看到造成经

济上有多么大的损失，但牵动了领导一班人的行动，打乱了

领导机关工作部署，影响了领导机关工作的决策，不能不说

是个较大的失误。 [简评] 问题就出在这位接电话的秘书身上

。这位同志是讲粤语和客家话长大的，对普通话的语音辨别

力差，别人讲普通话的“汛”，他听成是“震”。“汛”、

“震”相混闹出了上述笑话和事故，可见语音是语言交流不



可忽视的要素。语音听错了，语言的意思就变样了，听者就

可能作出有违说者初宗的举动，传递错信息，贻误领导的决

策，工作造成损失，上级的指示就会被歪曲弄成相反的意思

。所以要讲好普通话，这是秘书人员一项基本功。早在1956

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推行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毛主

席发出“一切干部要学好普通话”的号召。1982年公布的我

国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现在普通话

在我国已较为普及了，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共同的语言。语言

能否起到便于人们交际的作用，关键在于说、听双方对语言

的认同。秘书人员为工作接触四面八方的人，在交往中，必

须用约定俗成的、规范化的语言普通话，才能共同了解说话

的内容。强调讲好普通话，并不是要取消方言，而是消除方

言间的隔阂，提高语言的交际作用。 秘书工作要建立必要的

制度，接电话应是制度中的重要一项。有了制度，工作就增

加了一项监督的职能；有执行制度作保证，就可以防止或减

少工作中的差错。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听到电话的铃声

后，应尽快接听，并随时备有纸笔，重要的事情要随时记录

下来，有条件的还可以同时进行录音。记录的项目，除如实

记下对方讲述的内容外，还要记明来电话的时间、单位、姓

名以及必要的联系电话号码等。记下对方讲话的内容后，要

当即重复口述一遍进行核对，对方确认无误后方进行办理。

记录的内容不要加进记录人任何主观猜测的东西，否则电话

的内容就会走样，并随而出现偏差。上述“汛震”之错，就

是一例。 秘书人员要注意思想政治修养。要搞好工作，首先

要有一个健康正确的思想，切切不要夹杂着一些不健康的思

想情绪去处理事情。上述听电话的差错，就是受地震惊恐情



绪的干扰，而错把“防汛”，想当然地认为是“防震”。这

种教训不可忘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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