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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第一次职称评定! 起于
!"#$

年
%

月" 当时!报社有职工
$&

人!其中
编采人员

'(

名" 地区职称改革领导小
组根据通川日报老新闻工作者多 !大
学#大专生多等特点!分配报社高中级
指标

)*

名 !其中 !主任编辑$ 记者%

"

名!编辑$ 记者%

+&

名"

通川日报社第一次新闻专业技术
职称的评定任职工作历经

!

年零
,

个
月! 经地委宣传部

("--

年
'

月
(&

日
检查验收合格! 任职的主任编辑

'

名!

主任记者
,

名!编辑
((

名!记者
-

名!

助理编辑
.

名!助理记者
.

名!图书资
料系列助理馆员

/

名"

此后新闻技术职称评定工作被纳
入报社的经常性工作 " 从

("-$

年到
,00"

年底!共评定了
,'

次"现在!达州
日报社评聘高级编辑$ 记者%

/

人!主任
编辑$ 记者%

.-

人 !编辑$ 记者%

&/

人 !

助理编辑$ 记者%

*0

人&其他系列的高
级职称

&

人 !中级职称
,*

人 !助理职
称

//

人"

!%&'

报纸自创刊起!历届领导都很重视

职工的新闻业务学习和职工的技能培
训!采取多种方法狠抓队伍建设!培养
了一支业务水平适应办报要求#技术能
力过硬的职工队伍"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惯常采取的是
以集中学习或开会的方式培训干部"报
纸初创办时!参加办报的多是刚出校门
的青年学生!对新闻业务很不熟悉" 曾
在延安鲁艺学过新闻!又在晋绥军区当
过多年新华社特派记者的副社长罗曼
同志!手把手地言传身教!让年轻同志
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升采访# 编稿#摄
影水平"时值解放初期!学习资料匮乏!

全体编采人员手捧一本' 怎样办好通俗
报纸(和新四军在苏北办' 盐阜大众报(

时总结的 ' 庄稼话( ! 反复开会学习"

/"&.

年! 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赴苏
联访问归来!带回了一批办报经验文章
' 新闻工作活页文选( !编辑部几乎人手
一册!常常组织学习讨论"

据' 通川日报九年工作总结(介绍!

由于编辑部利用一切机会开展业务学
习!并且采取老手带新手#熟手帮生手
的办法!使报社编辑部新生力量得到迅
速成长!很多同志学成为一专多能的多
面手"

,0/0

年!报社开展了以) 思想大讨
论#作风大整顿#学习大培训#管理大创
新#改革大深化*为主要内容的集中教
育整顿活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线记
者! 三年内必须全部达到本科以上学
历&编辑队伍!三年内必须全部达到专
科以上学历" 原则上!三年内达不到这
些要求的!调离采编岗位" 今后新进入
采编系统的人员!原则上必须是本科以
上学历"报社各大板块根据各自实际情
况! 对学习活动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
划! 日报编辑部还列出了

/"

个专题培
训讲座"

'()*+,

早在
/"&/

年
.

月上旬 ! 为给报
纸创刊培养编采人员! 即选送了

&

名
高中生赴南充川北区行政公署新闻出
版处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 这
&

名同志经过一个半月的学习! 初步
掌握了新闻的基础理论知识! 成为报
社早期的办报骨干"

/"&"

年! 报社在人员少# 工作任
务繁重的情况下! 曾抽调两名编采人
员脱产赴新华社四川分社学习摄影

.

个月! 提高很快" 回报社后! 曾多次
在本地区开办摄影培训班! 培养出大
批新闻摄影通讯员! 使摄影稿件大幅
度增加"

在改革开放的八十至九十年代 !

报社先后派出
/0

名编采人员脱产
/

至
,

年! 轮流去新华社四川分社# 川
大新闻系和四川日报社办的新闻培训
基地学习新闻理论和业务"

-./012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报社印刷
厂主要采取以师带徒# 以老教新# 以
熟带生的方式培养排字# 印刷# 装钉#

铸字铸版工人 "

/"-"

年
&

月至
,00-

年! 工厂先后派出
/&

批
'0

余人次到
北京大学# 广州和本省各兄弟报社学
习激光照排和轻印刷系统技术& 同时!

组织印刷厂管理人员参加新闻出版行
业和有关职能管理部门举办的法律法
规培训# 质量技能培训等学习"

印刷厂还利用设备安装# 大修的
机会! 以及两次遭遇洪灾复产时邀请
美国# 北京有关公司和本省兄弟报社
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厂里帮助安装# 调
试和维修等机会! 组织职工跟机学习!

虚心请教技术难题 ! 现场操作实践 !

获益匪浅"

印刷厂建厂近
,0

年来! 利用每周
一次对设备保养的时间! 组织本厂专
业技术人员对职工技术# 技能知识和
安全操作规程等进行讲解和培训! 一
直没有间断" 现在! 全厂职工中已有
高级工程师

.

人!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

人"

!()*+,

报社成立以来! 一直重视新闻从
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上世纪
&0

至
'0

年代! 新闻职业
道德建设的重点主要是坚持新闻的真
实性原则! 反对虚假报道和抄袭行为&

养成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防止出现

文字差错特别是重大的政治差错" 对
个别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

造成不良影响的编采人员! 给予了严
肃批评和纪律处分"

/"$*

年报纸复刊后 ! 又在全体
从业人员中深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

/"-*

年
-

月 !

本报制定了处理失实报道的措施! 建
立记者# 编辑# 通讯员失实报道登记
制度! 对失实报道停发稿费! 造成严
重后果者由作者赔偿经济损失" 对严
重失实者! 半年之内停用其所采写的
稿件! 并在报上公开揭露失实报道!

向读者作公开检查"

/""0

年代以来! 针对新的情况!

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内容有所扩充!

力度有所加大 "

/""/

年
*

月中宣部
关于认真贯彻 '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
道德准则( 的通知发布后! 本报热烈
响应! 认真学习"

/"".

年
-

月
/-

日
在报纸上刊登公告! 公布了本报 ' 禁
止) 有偿新闻* 的规定( ! 主要内容
有+ 本报新闻工作人员必须坚守新闻
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准则! 在工作中不
得向被采访者或被报道者索要钱物!

不得接受他们以任何名义给的礼金和
有价证券& 编辑# 记者不得从事广告
业务牟取私利! 广告业务由专门从事
广告工作的人员按规定程序办理& 严
格禁止) 有偿新闻*! 凡新闻报道不
得收取费用! 凡收取费用而刊登的必
须标明为) 广告*" 同时公布了举报
电话"

,000

年
'

月 ! 本报制定了 ' 关
于新闻宣传纪律若干规定( ! 明确规
定了

-

个大项
*0

个小项! 发给每个
编采人员"

-./012

,0/0

年以来 ! 以何文均为班长
的党组建章立制! 标本兼治! 在大力
排查风险点#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的基
础上! 按照应用系统论的原理和加强
过程控制的风险防范理论! 推动量化
管理! 即在日报# 晚报# 传媒网分别

建立集中校阅制 ! 减少办报差错 & 将
当月不值班的副总编纳入到稿件的审
阅 # 把关中来 !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

就追究哪个的责任"

报社党组先后召开
&

次会议 ! 专
题研究如何提高办报质量 # 优化办报
流程# 防范新闻风险! 并把

,0/0

年确
定为 ) 杜绝新闻责任事件 * 攻坚年 !

建立了一套以) 领导带头# 责任到人#

赏罚分明# 相互制衡 # 过程控制 * 为
特征的新闻风险防控机制 ! 制定出台
了一整套规章制度 ! 包括 ' 新闻责任
风险管理规定( # ' 新闻记者采访流程
和要求( 及 ' 采访写作环节风险点及
防控措施( # ' 编辑工作流程和要求(

及 ' 编校付印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
施( # ' 达州传统网新闻信息发布流程
和要求( # ' 达州手机报新闻信息发布
流程图( ! 明确了从记者 # 编辑 # 校
对 # 总检 # 印刷厂厂长 # ) 第一审
读*# 值班副总编# 总编八道关口的职
责和要求" 根据各版块在新闻宣传风
险防控工作中不同的职能职责 ! 将上
述制度规定和要求上墙公示 ! 各岗位
人员抬头就能见到这些规定和要求 !

时刻绷紧风险防范这根弦"

今年
*

月
//

日起 ! ) 第一审读 *

由不值班副总编辑和一名主任轮流担
任" 担任) 第一审读 * 的主任每天要
到审读室审读第一张成品报纸 " 不值
班副总编辑可以不到审读室进行审读!

但出了问题! 要和主任共同担责 " 印
刷厂) 第一审读 * 由印刷厂的班子成
员轮流担任! 出了问题 ! 由厂长和值
班副厂长或党支部副书记共同负责"

达州日报社新闻风险防控机制实
施以来! 对在总检 # ) 第一审读 * 等
环节上发生的数起一般差错 # 重大差
错 ! 对值班副总编辑 # 主任 # 编辑 #

记者进行了严肃查处 ! 既杜绝了重大
差错见报!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 又显
著提高了报纸质量"

通过干部作风整顿和职业道德教
育! 职工外出应酬的少了 ! 刻苦钻研
政治理论和业务技能的多了 ! 形成了
不计报酬 # 不拉关系 # 不收人情稿 #

不争功图名# 不搞有偿新闻的良好风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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