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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2021_2022__E6_92_B0_E5

_86_99_E9_A2_86_E5_c39_60211.htm （实例） 某军区司令员

经常夸奖其秘书“讲话稿”写得好，后来他就推荐其秘书到

某部门任职去了。为了保证司令员工作的更好开展，政治部

特意为他选了两名秘书，而且都是大学毕业的。 两位秘书上

任后，工作非常认真，更重视写作水平的提高。不过，努力

并未能使他们得到司令员的赞赏。每当司令员讲完，虽然也

赢得大家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但是司令员并非笑眯眯的，而

是手拿起“讲稿”轻轻地摇摇头，默默地走下讲台。对此，

坐在前排的两位秘书看得一清二楚，自然心里很不是滋味，

也有压力。尽管他们征求意见时司令员总是说“很好”或“

不错”，但很少有愉悦的表情。因此，他俩的内心压力越来

越大。 一天，两位秘书在找不到司令员不高兴的原因后，决

定前去拜访已调离的老秘书。 老秘书见两位新秘书到来很是

高兴，寒暄一阵后便问：“二位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此，有何

贵干？”因为他们都比较熟悉，平日相处得也很好，所以有

位秘书便不客气地问了起来：“我说老兄，你也不比我们俩

多什么呀，怎么你写的讲话稿经常赢得首长夸奖，而我们俩

费很大劲儿写的却不能使首长满意呢？”接着，他俩便将有

关情况陈述了一番。 老秘书听后，也确实挑不出毛病，他爽

快地说：“你们来问我，是二位对我的信任，谢谢！不过我

并不比你们多什么。”说着，他便陷入无奈的沉思之中。在

无奈下，他突然说：“你们带没带讲稿来，让我看看怎么样

？” 两位秘书听后，其中一位从包里取出几份讲稿，恭敬地



递给了老秘书，说道：“请你指教！”另一位随后补充道：

“您可别客气呀！” 老秘书接过后仔细地看了一份，又大体

翻阅了几份，似乎有点儿胸有成竹了，微笑道：“你们刚才

不是问我比你们多什么吗？要说多，我只是比你们多一点点

儿，就是比二位对首长多了解了一点儿。”二位秘书听到此

急切地问：“是什么？” 老秘书继续微笑道：“咱首长讲话

时，过一会儿就好加个四六句，有时还就此作点儿发挥。可

二位写的讲稿里却没有这个，恐怕这就是关键之处吧。”听

到此，二位犹如茅塞顿开，一再表示对老秘书的敬佩，并说

：“我们回去后试试，不行再来向您请教。” 两位秘书回到

单位后，把老秘书写的一些讲稿找出来，一看果然如此。于

是在后来的讲稿中他们就特别注意加点儿四六句了。果然不

出所料，司令员逐渐地满意了，也开始夸奖他们写的讲稿了

。自然，两位秘书也逐渐地感到轻松了。 （评析） 一个好的

讲话稿，除具有政策、情况和文字等三个基本要素外，还应

具有听众愿意听和领导愿意用的特点。 从上述案例中可看出

，为使所写的讲话稿能让讲话领导满意，以下几个问题是必

须注意的： １、讲话稿必须具有适应的政策、具体的情况和

优美的语言，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２、适合讲话领导的品口

味。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上述例中说的四六句，实在是算

不了什么，然而在这里宽却适合了领导的讲话口味，所以也

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３、秘书要注意观察领导讲话的表情，

从中发现领导对讲话稿的满意程度。这种观察必须要细心。

因为领导的这种表情是出自内心的，比当面的表扬真实得多

。 ４、老秘书写的讲话稿之所以受领导欣赏，是因适合了领

导的口味，这是老秘书观察细致的结果。新秘书对问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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