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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玫

毕晓洋

第二届“国企好新闻”揭晓，共推介出优秀作品155

件，较好地展示了国企改革发展。

做好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新闻宣传是企业经营战略

管理不可或缺的策略和手段。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

快，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企业新闻宣传工作，对于提高

企业软实力，推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

管理问题突出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达到

56.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1%；前三甲企业营业收入

都超过2万亿元，另有131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000

亿元；共100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数量稳居世

界第二，企业规模呈日渐庞大之势。然而，不少企业看

起来块头不小，实则弱不禁风，盈利能力惨不忍睹：500

家企业平均收入利润率为4.24%，资产利润率为1.36%，

已连续三年下降；141家企业利润出现负增长，118家

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同期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

率3.3%，41家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负数。“大而不强”的

“虚胖”症状愈发凸显。

为什么不少企业会大而不强？不少企业管理问题

突出，软实力不强。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很多大型

集团出现了运作僵化、总部架空、信息不畅等管理问

题。

企业的新闻宣传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

之一，有其得天独厚的宣传手段、媒体条件和受众基

础，企业文化的教育功能，对促进企业文化建设有着重

要的影响力，新闻宣传工作成功与否，直接关系企业文

化建设的成效，直接影响企业员工核心价值观念的形

成，并最终影响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

在管理实践中，人们通常会从总部定位、总部职能

等角度去找原因，但近年来，对集团总部自身发育能力

的探索，已经成为集团管控领域的一个新趋势。

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大部分集团企业是采取行

政捏合式所组建的，而不是由市场化手段所形成的，带

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受体制束缚性比较大，集团形

成基因带有缺陷。因为组建不是以产权关系为纽带、

以产业发展为目的，母子公司之间出现产权不清、治理

结构不到位、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没有建立起现代

化企业管理制度。在管理运营上，没有形成或建立健

全的管理运营模式，集团内部交易成本高，缺乏系统化

管理运作能力，可以说先天基础管理能力存在严重不

足。

由于待遇、文化等因素，总部人员专业化能力不

强，总部往往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专业化人才，资本

运营、战略规划、品牌建设等专业性人才匮乏。集团总

部里除了老总、副总、总监以外，总部里的人拿的基本

都是行政工资，薪资福利往往低于子公司的员工，发展

空间也有限，自然无法吸引和留住专业化的优秀人才。

由于专业人才的匮乏，企业总部职能部门缺乏长

远战略和宏观思考，沉湎于事务性管理，缺乏高增值服

务。无论是总部职能定位，还是组织架构设计，都远远

不能实现集团管控的需求，对下属公司的管控能力自

然也就严重削弱了。

提升软实力的对策

提升软实力有以下几个方法：

提升现代化管理能力。制订有利于企业持续健康

成长的规则，完善现代化法人治理结构，对管理制度进

行创新，真正去除“行政化”色彩，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探索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明确董事会和

管理层的职责、权限，建立起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信

息沟通制度等，真正按市场化的形式建立起现代企业管

理制度，提升现代化企业管理能力。

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引进外部优秀专业人才或

培育现有人员的管理能力，同时设立有效的考核制度

和沟通制度，建立人力资源薪酬激励机制体系，给予人

才实战专业能力的空间，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和能动

性。

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企业文化作用力发挥于无

形，在公司大战略的指导下，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

业的凝聚力、协调性，从潜移默化中转变观念、思想，增

强企业从上到下的企业价值观塑造，从精神层面将企

业员工的思想纳入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中，使之

成为制定并推动整个公司战略的促进性力量，从而真

正发挥战略协同的集团化力量和优势。

企业宣传工作是塑造企业外部形象的主要渠道。

通过积极宣传企业建设成果，让外界了解企业，增强企

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外部形象，在企业与政

府、社会、客户之间架设了一条沟通的桥梁。

“好新闻”提升央企软实力
王吉鹏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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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命的陨落，人总会本能的心

怀惋惜，敬畏，与血缘无关，与亲疏无

关。不仅仅是在诸如天津大爆炸等灾难

面前，百条生命的瞬间消逝。时隔一年，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在史明的追悼会上，

当史明妻子说，“来世我们再做夫妻”时，

几百人的大厅内顿时爆发出的闷雷般呜

咽声。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史明11岁的女儿

抱着遗照木木地呆立着，史明妻子红肿着

眼睛瘫坐在椅子上。而与她们仅仅相隔两

米，史明就躺在那里，却与她们“咫尺天

涯”。

对于壮年猝世的惋惜，对于生命无常

的敬畏，就在那一刻，在我的内心“发

酵”。或许这也是我一气呵成写出史明

《最后的 24 小时》、《陕北老区的 153 天》、

《顶梁柱史明》、《“私人医生”史明》的原始

冲动吧。

“史明，核工业总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

医师，因长时间抢救高危孕妇而过度疲劳，

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陕西靖边——执行医疗

救援任务的那片黄土地上，年仅 38 岁。”

“史明医生一直兢兢业业，不仅医术高超，

责任心强，而且医德高尚，深受患者信赖。

当时医院派他参加援助任务，尽管家中上

有老下有小，但他没有丝毫怨言，在援陕期

间的工作业绩也是有口皆碑。”

在新闻稿的采写中，我努力还原着史

明的过往。但事实上，写稿时我内心是忐

忑的，担心因为自己的笔下无力，无法淋漓

尽致地展现史明生命最后的时光——最后

的坚守，最后的奔跑，最后的专注……而我

分明感受到它们强大的张力。一如当下，

回望当时史明追悼会的现场，内心那种丝

丝痛感背后的深深地缅怀，依旧忐忑无法

精准地诠释出来。

我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可以想象在

现场我几乎是泪崩。对于一个记者而言，

如此用情，显然有失“理性客观报道”职业

操守，但人非圣贤，记者首先是一个人。

寻找采访对象是困难的。近千人到现

场吊唁，所有的人都排列肃立，黑压压的一

片，很难辨认采访对象。谁与他同去援

陕？谁是他同科室的同事？谁又是他曾经

的病人？不得不说，悲痛的蔓延中，我一度

有些茫然。好在峰回路转，相继地采访了

解，拼接着史明的过往，但也“定格”了史明

的人生。一位史明的病人哭着说，“我还等

着他从陕西回来给我看病呢。”

还原史明最后的24小时，是一个艰难

而“残酷”的过程。支医队员卫红齐因史明

突然离世失眠而深陷的眼窝，多次因哽咽

而深深地沉默，让我不忍多问。他说，“史

明是个好医生，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最

后的这段时光都发生了什么。没关系，我

可以的。”他的坚持讲述，或许是对史明的

一种告慰。

在即将结束对核工业总医院妇产科主

任医师朱维培的采访时，他拿出手机，打开

早已咨询到的烈士评定标准，逐条念给我

听。然后他抬起头，凝视着我说，“史明是

不是可以申报为烈士？”

（报送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一钻进车厢，带领我们奔向罗钾厂区

的峰哥就凑到我面前：“兄弟你是摄影记者

吧？走，带你去见识我们的九寨沟。”

带点孜然味的普通话快似出膛弹，掷

地有声。未等我把疑惑的表情做足，他已

经自顾翻出手机，给我展示他为之得意的

摄影大作。

干燥、热烈的阳光，一望无际的盐湖呈

现出饱和到失真的色彩。纵是大胆的画

家，也不敢如此肆意地使用颜料。

身为摄影记者的我，瞬间生出无比的

期待。

然而，抵达的路程却是漫长而颠簸。

茫茫戈壁，筑路人硬是在盐碱滩上压出一

条旅途。雨季刚过，水蚀过的路面坑洼不

平，我们的中巴车像是疲惫的行者，深一

脚、浅一脚，朝着罗布泊腹地一点一点地挪

动。

一走，就是6个小时。

一开始，我还带着新鲜劲儿，举着相机

记录沿途未曾见过的大漠光影。但没过多

久，便在一成不变的土色里失去了耐性。

手机又没有信号，除了坐着，什么也干不

了。

后来，罗钾的员工告诉我，从哈密到厂

区，这样的路程，他们每个月要走两个来

回。大巴车开得又慢，单程就是八个小

时。遇到沙尘暴，走上一天也很常见。

车停人到，正好赶上落日时分。稍作

休整，我就拉着峰哥带我去看盐湖。

壮观！就像你们在照片里看到的一

样。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日出前而作，日

落后方息，记录了“罗布泊九寨沟”的五彩

风光。

采访临近结束，我给一直载着我的司

机大叔递上一支烟：“你们每天面对这样的

风光，心里是什么感觉？”

少言寡语的大叔打了一把方向盘，停

在湖边，笑的爽朗。“你就来几天，觉得新

鲜。天天见，还能有什么感觉。这里是罗

布泊，生命禁区你懂吧。在这里工作，很苦

的。”

可不是么，一个连续两周的班次过

后，号称休息四五天，可来回通勤就是两

天。家在哈密的职工还算幸运，那些来

自乌鲁木齐甚至更远地方的职工，怕是

好久也见不得一次家人。高温、烈日、缺

水、沙尘暴……物质的困难尚可用企业

的基建来弥补，但远离家庭，远离闹市的

孤寂，绝非我们这些朝九晚五的常人可

以体会。

所以，唯愿你和我一样，看到照片就会

想起，壮美和多彩背后，正有几千名隐忍、

坚韧的兄弟姐妹，在千里之外的“死亡之

海”贡献着青春，为万千农民夜以继日，为

大国农业默默奉献。

（报送单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面对生命的陨落

探访生命的禁区

（上接G01版）

吴昀国认为，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及“一带一

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国企改革举世瞩目，媒体作为

信息传播的载体、党和人民的喉舌，是畅通信息、增

信释疑的关键通道。建立企媒新型合作关系，成为

企业管理者和媒体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全

面深化国企改革，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形

势要求。

胡钰表示，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

的改革发展成效显著，特别是 2003 年国资委成立以

来，国有企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保障力和内

在活力不断提高。但是，国有企业的软实力、美誉度

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因此导致“两个不匹配”，即软实

力和硬实力的不匹配、美誉度和贡献度的不匹配。

目前，国有企业的新闻宣传及社会形象构建还面临

着挑战，国企舆论环境的复杂性较强，负面化、情绪

化、标签化的情况明显。

“要扭转国企舆论环境中的被动局面，最重要的

是战略上主动。国企要改变过去‘多做少说、只做不

说’的习惯，实现‘边做边说，多做多说’的新局面。”

胡钰称，“对于国企来说，要实现‘三个并重’：埋头干

活与抬头说话并重，业内口碑与社会形象并重，创造

物质财富与创造精神财富并重。因此，无论是企业

自有媒体，还是外部社会媒体，都要加大传播国企新

闻的强度，形成合力，主动发声，主动与社会沟通，主

动把自己打造成‘阳光国企’、‘透明国企’。”

据悉，2014 年的首届“国企好新闻”推介活动共

收到来自 285 家单位的 1740 件参赛作品，国企参与的

积极性之高与提交的作品之丰富均超出了主办单位

的预料。活动后，得到了企业、媒体、专家等社会各

界的好评。

媒体认为，“国企好新闻”的推介活动首次集中

展示了国企题材的新闻作品，对于今后的国企报道

是极大的鼓舞。此外，邀请担任评委的专家们也通

过评审过程，进一步了解了国企，对活动本身以及国

企贡献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据胡钰介绍，今年的评选活动在去年的基础上有

所改进。首先，邀请了翟惠生、冯并等新闻界资深领导

担任顾问，评审专家更加专业、更加权威；其次，评选的

类别更加丰富，在常规新闻报道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新

闻摄影、双微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类别；第三，传

播的渠道更加多样，设计了H5页面进行宣传推广，组

织好作品交流会和国企好新闻训练营提高水平。

“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一个重要要求就是社

会形象优。做好国企新闻宣传和形象公关工作，已

经成为新形势下提升国企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任务，

成为各级国企干部领导力的重要组成。沟通创造价

值，理解促进共赢。对国企来说，只要保持积极、坦

诚、开放的姿态，坚持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

音，坚持战略上主动、体系上健全、手段上专业，就会

推进企业新闻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胡钰说。

据了解，在会议的推介环节，分别举行了消息

类、通讯类、评论类、系列报道、广播电视类、摄影类、

双微类的“国企好新闻”的颁奖仪式。《人民日报》经

济部原主任皮树义、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成员徐九武、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周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君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执行院长倪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刘德寰等多位评委对获奖作品进行了点评。

会议第二部分，国资委新闻中心、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企业报》集团共同启动 2015“国企好新闻”

训练营开营仪式，各央企代表、地方国企代表以及媒

体代表就“新常态下，如何构建企媒新型互动关系”

这一主题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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