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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0_B7_E5_86_99_E5_c39_58568.htm 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

是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是参加政协的民主

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应尽之责；是委员、党派成员

发挥作用的一种有效形式。政协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和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了解和反

映社情民意的过程。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是指各级政协从为

党政提供决策参考出发，通过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

团体和政协委员，了解社会情况和各界人士的意见、意愿、

建议、要求，并以内刊的形式向党政领导进行反映而开展的

有关工作。人民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发展很快，效果明显

，已经成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最有特色的工作之一，在社会

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社情民意信息要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首先，这条信息本身要有较高的质量。作为一名委员和政协

工作者，谨就如何写好社情民意信息谈谈肤浅的认识。 一、

写好社情民意信息必须把握大势，有效切入 把任何一件事做

成功，都要通过一定的努力，增强悟性，研究如何把握大势

，有效切入。写好社情民意信息，也需要如此。从近年来的

情况看，好的社情民意信息都能把握以下几点，换句话说，

写好社情民意信息，首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把握

全局。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建言献策。信息内容涉及学习贯

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涉及贯彻落实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宪法、法律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涉及地方



的重要事务以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情况

；关注和体察涉及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社情民意来自基层

，源于群众。委员和党派成员都工作在一个单位，生活在某

一个社区，对身边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委员、党派成员履行

职责、建言献策时更多地是反映本单位遇到的问题、身边群

众反映的情况，这是社情民意工作的要求，本身是正确的，

但我们在了解和收集、直到反映有关社情民意时，一定要把

局部问题放在全局下来考察，分析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

局部服从全局，防止单纯从为本单位、本社区说话，为解决

身边的问题呼吁出发，把局部可行、而全局不可行的建议反

映上来。 二是注重前瞻。信息反映的情况能透过纷繁复杂的

社会现象，提出的意见不为保守和落后代言，不与改革和发

展对立，建议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站在发展潮流的前头，

充分注意事物的发展趋势，提出的问题有前瞻性。 三是尊重

客观。脱离实际的信息很难得到重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言之有理的信息，才有说服力。质量高的信息，都能本着

对党、对事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力求全面客观地反

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不随意地夸大和缩小，更不是道听途说

、人云亦云和主观臆断。 四是注意可行。情况言之有据、意

见持之有理、建议切实可行的信息都经过周密调查、严密论

证、缜密评估。以慎重和科学的态度写好每一份信息，不仅

要研究其可行性，也要研究影响它难以成行的诸多因素，这

样就有可能提出相应的对策，提交后才能得到重视、起到作

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们

常常都会遇到过去从未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委员和党派

成员以自己的学识和阅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



见和建议，其中不乏许多新观点、新思路、新主张。这些意

见和建议，不管采纳与否，都将得到尊重，经过收集、分析

和提炼，或许在某个时候，就会成为某项决策的重要参考，

就可能成为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献。但也要看到，有的建议虽

然重要，从长远看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但因条件限制一

时难以实现；还有一些意见或建议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

因，一时未能得到重视或采纳，但不用不等于无用，现在不

用不等于将来不用。对此，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人应当换位

思考，正确对待，不急不躁，努力充实意见、完善建议，待

条件成熟及时再度提出，积极推动落实。同时还要看到，不

管什么人，认识总是有一定的局限的，提出的意见是否正确

、建议是否可行，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就更要正确对待

意见、建议能否得到采纳的问题。 五是关注典型。典型最具

有说服力。社情民意信息中提出的建议能够被采纳，与它提

出的问题具有典型意义有一定的关系。提出的问题 如果十分

典型、突出，就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六是讲求时效。

反映社情民意要适时。事物处于萌芽状态时，解决起来比较

容易、简便；而时机错过、积重难返时，就加大了解决问题

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抓住了时机，就抓住解决问题的

可能性，提出问题适时，引起了关注，就能很快得到解决。 

二、写好社情民意信息要努力做有心人 写出一篇好的社情民

意信息，还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四个勤于、四个善于”，

就是： 勤于学习；勤于观察；勤于思考；勤于作文。 善于将

例会、提案、调研视察等得来的情况转化信息；善于小中见

大地去思考问题；善于将有限区域、有限空间发生的现象、

问题，放到全市、全省、全国去琢磨其意义所在；善于从不



同角度捕捉有利于发挥参政党作用、发挥党派成员作用、发

挥政协委员派作用、发挥政协履行职能作用的东西。 三、写

好社情民意信息要掌握技巧 信息作为一种公文，在写作上有

特定的要求。首先，标题要醒目。不要用标语式、口号式，

标题语气要用劝谏式，用希望、呼吁、建议；少用必须、应

当。其次，行文要规范。一要意真。内容要真实，反映真相

，反映客观规律，符合实际，切忌听风就是雨。提炼、整理

也应注意“原意”。二要词切。要贴切，反映的情况或问题

是倾向，还是现象，都要字斟句酌。“注意这种倾向”与“

纠正这种倾向”、“扭转这一现象”，都是不同的，前者表

示事情初起，未形成气候，后者代表情况严重，成了气候。

三要理当。理由正当，有理有据，不能想当然。四要品贵。

要讲政治，从大局出发，遣词造句要有品位，要与政协、党

派这样层次较高的协商机构或组织相称。第 三，结构要清晰

。一般先把事说清，把全文核心内容作提示，不要面面俱到

；接下来再说结果；最后提出建议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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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