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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6_8A_80_E5_c39_604624.htm 信息开发是指对信息

材料进行技术化处理，使信息更好的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和

推动工作落实服务。信息开发是信息优化的重要保障，是提

高信息质量的重要手段。信息开发的常用技巧包括三个方面

： 一、角度要选准 信息开发具有很强的人为主观性，不同的

信息人员对同样的信息材料会选择不同的角度。在实际操作

中，信息人员只有选择那些有新意、有价值、有效用的信息

进行编报，所报信息才能进入领导的决策视野，起到以文辅

政的作用；如果角度不新、立意平淡，即使再重要的信息也

可能被弃用。开发信息时，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要围绕常

规工作开发信息，注重创新。常规性工作是日常信息编报的

基点，一如四季歌，年年都在唱，年年都要唱，要唱得好，

唱得响亮，关键要在“新”字上下功夫。有些常规性工作在

实际开展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新

问题、新情况，这就需要信息人员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在

充分进行调查研究的基层上，敏锐地把握四季歌中的最亮的

音符、最新的特点，然后用信息的形式反映出来。如每年的

春耕、夏培、秋收、冬护等工作，属于农村经济工作的主要

内容，年年复始，时时刻刻被各级领导所关注，信息人员就

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如2003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

部分地方出现了农民“争地”及民工回流现象，引发了新的

社会矛盾，这些新现象新矛盾，就需要信息人员及时反映给

领导。二是围绕中心工作开发信息，突出重点。党委、政府



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工作不尽相同，信息工作要紧扣中心

工作中那些带全局性、方向性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及时反

馈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让领导了解重大

决策、重要工作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以便在宏观上把握

全局，把握主要矛盾。如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

明决策后，各地迅速掀起了建设新农村的高潮，各地建设新

农村的进展如何？成效怎样？存在哪些问题？类似的改革发

展中的新气象、新问题，是信息关注和开发的重点。三是围

绕地方工作开发信息，彰显特色。信息要突出个性，争得主

动，就必须坚持“唱地方戏，打地方牌”，在“人无我有，

人有我特”上挖潜力，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反映本地区

、本部门和本行业较为突出的工作成绩、工作经验和工作思

路，使信息真正成为工作交流的平台，以便领导借鉴局部经

验从宏观上指导和推动整体工作。如，桃源县依托青年创业

技能培训基地，对全县农村青年进行免费技能培训，使全县

农村青年实用人才总量达到21000人，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达5500人，1680名青年农民获得了各类农村专业资格证书。

这条信息上报后，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肯定，被作为典型

经验在全国推广。 二、题材要挖深 要把一个看似平常的、零

散孤立的信息开发成精品信息，必须经过深入提炼和加工，

从动态性中把握规律性，在苗头性中发现倾向性，从偶然性

中揭示必然性，由局部性透视全局性。一是要站得高。信息

工作为领导服务，必须站在领导决策者的高度，站在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高度，去分析情况、研究问题，使信息与

中心工作和领导的思维合拍合调，同频共振。在开发一则信

息时，可以用“三个有助于”来提升信息的高度，即有助于



领导掌握大局，有助于领导发现问题，有助于领导修正决策

。如个别单位上报的“某某局成功举办了一次篮球运动会”

、“某某系统组织了一场形势报告会”等信息，既不反映问

题，又不影响大局，对领导决策没有大的参考作用，就没有

信息价值。二是要看得远。要有超前服务意识，努力捕捉事

物变化的先兆，及时反映动态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

利于领导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及早决策。具体可从三个方

面下力，即定性分析，确定事物发展的本质；预测分析，把

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定量分析，掌握事物发展的程度。如针

对当前部分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过多外流，信息人员就要

分析出可能引发的农业生产难发展、计划生育难管理、公益

事业难开展、“留守儿童”难教育、留守老人难照顾等问题

。三是要挖得深。将零碎的、肤浅的、片面的初级信息进行

综合归纳，揭示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既反映领导关心的问

题又分析原因，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建议。如某地先

后发生了几起基层金融部门工作人员挪用库款的案件。这些

问题如果单独反映，只能使人认为是地方金融行业中的个别

违纪现象，信息价值不大。但如果进行归纳综合，就能看到

基层金融部门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规范之处，若不及时采取

措施解决，必将酿成大患，据此就可以开发出一条题为《金

融部门工作人员涉嫌经济犯罪现象亟待引起重视》的信息。

百考试题收集 三、编报要灵活 大多数信息给人的印象往往是

内容枯燥、题材类同，要使信息变得生动，富有感染力，就

必须在编报上讲求变化，根据不同的信息题材选择不同的编

报方法。一是重点凸显法。一语破的、一针见血，把最重要

、最精彩或最有吸引力的事实或问题放在文章标题或开头，



让领导阅读伊始就对事件的梗概一目了然，迅速对信息价值

作出判断。如重大突发事件的编报，首先要通过标题反映最

严重的事态，体现最基本的内容；在第一段交代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基本过程；再往后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处置

情况和有关方面所作的工作。这类信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每多读一个层次，就对整个信息多一层了解；从文章结尾往

前删除，删至任一层次，甚至直至标题，剩下的仍可以作为

一条完整的信息使用。二是正负结合法。现实工作中，负面

信息报送的难度往往大于其他类型的信息。在报送负面信息

时，可转换角度，将所要反映的问题从加强管理的角度、解

决问题的角度、汲取教训的角度出发，编成建议和意见提出

来，辅助领导审时度势，启迪领导研究对策，把问题解决在

萌芽状态。对于突发性事件和问题，除讲清事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人数、初步判定的原因等因素外，还要特别注意报

道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单位所做的工作以及采取的应急

措施，使有关领导由被动角色转为主动角色，变被动反映问

题为主动反映工作，这样，既使领导容易接受，又不会给自

身遭来责难。三是动态跟踪法。完全按照事实的自然规律，

以其发生、发展到结果的顺序来安排材料，使领导能很清晰

的把握事物或事件发展的轨迹，从而辨析全貌、了解态势、

认知本质。在上报负面信息后，信息工作者要及时跟踪事件

的发展动态上报信息，消除负面信息的影响和可能引发的各

方猜疑。同时，要及时询问是否有上报领导的批示，如果有

，要及时回报给本级领导和原报送单位，并对问题的处理情

况向上级领导反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