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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写作能力是机关工作者

的一项基本功。对于政协机关干部

而言，练就扎实的“笔力”，既是

做好本职工作的需要，也是个人

成长成才的必备要素。

11月22日，省政协研究室组织

干部围绕《笔杆子是怎样炼成的：

公文写作实战》一书分享读书心

得，从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以

及如何提高文稿质量、当好参谋

助手等畅谈读书感悟，交流写作

经验。大家表示，要坚持以学促干、

以行践学，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提升

工作境界、锤炼过硬“笔力”，以实干

实绩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研究室综合处干部赵颖：学习

完《笔杆子是怎样炼成的：公文写作实战》

一书，有以下几方面收获：

最深刻的感悟——知道了如何提高

自己悟性，明白了“悟性来源于坚持不懈

的付出和始终如一的高标准高要求”，明白

了“写材料跟天赋没关系，主要是能不能

老老实实下足笨功夫、慢功夫”。对我而

言，提高悟性就是要从文稿起草的事前、事

中、事后三个方面进行修炼，足够努力、

足够专注，舍得花时间、花精力，在深度研

究事、人、体、景上练好苦功。

最 迫 切 的 任 务—— 需 要 赶 紧 建 构

起自己的干货素材库，尽快建立自己的

专业业务文件夹、原始文章文件夹、词句

思想分类集锦、常用文稿模板，这关系

着能不能从“写得像”“写得是”上升到

“写得好”的问题。对我而言，就是要做

到 海 量 的 阅 读 、广 泛 的 积 累 、精 细 的

收藏、深刻的记忆，保持文稿起草的源头

活水。

最实惠的收获——作者对列提纲的

前期准备、思考谋划、实战技巧都进行了

详细阐释，帮助我在文稿起草中更好掌握

科学的思维方法，切实提升政治能力、思维

能力、实践能力。

最透彻的觉醒——作者说的“笔杆子”

要养成耐熬、耐抻、耐绷的性格特质，我

深深感受到对待工作要加强自我修养，

谦卑处之、敬畏处之、耐心对之，干净、简单、

单纯、朴实、追求卓越、积极向上，对得起

内心良知。

省政协研究室综合处干部田波：按照

省政协研究室统一安排，我认真开展学习、

深刻反思总结，对“为什么写、怎样写、写

什么”有了更深刻认识，明确了进一步

提高文字综合能力的努力方向。

要始终保持“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热爱。

热爱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持久的动力。

要切实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把工作当作

孜孜不倦追求的事业，把岗位当作实现

人生价值的宝贵平台，把文稿当做推动

工 作 落 实 的 重 要 载 体 ，始 终 以 浓 厚 的

兴致和饱满的热情投入文稿写作之中，

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完成好每一项任务，

真正做到“尽自身最大能力、尽自己最大

努力”。

要始终保持“磨刀不误砍柴工”的自觉。

科学的方法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要

把 功 夫 下 在 平 时 ，吃 透 工 作 的 上 情 、

下 情、内情、外情，掌握各类文稿的体例

规则、内在逻辑，及时对重要文稿进行总

结复盘，在“学习—实践—总结—升华”

的反复打磨中，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高

效的工作方法，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

识的跃升。

要始终保持“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追求。

文稿是为思想服务的，贵在言之有物。

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准确领会、全面

贯彻省政协党组的思想观点和部署要求，

力戒空话套话没有用的话，抓住问题的

实 质 和 要 害 ，力 求 提 出 每 一 项 措 施 都

务实管用，以实际行动为政协事业发展

添砖加瓦。

省政协研究室综合处干部白皓：读《笔

杆子是怎样练成的：公文写作实战》这本书，结

合自身工作实践，重新反思不足、整理思

路、梳理经验，分享公文写作必须做好的三个

方面。

一是确保科学思想引领。作为政治机

关一员，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笃信笃行、从渐悟

走向顿悟，自觉主动加压、增强学习内生动

力，自觉联系实际、弘扬实事求是作风，把

党的创新理论中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和

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公文写作全过程。

二是强化实践锻炼。提升公文写作能

力必须下苦功历练，深度研究工作、人、体、

景，高标准完成每项文稿任务。要坚持问题

导向，瞄准靶子、找准路子、开好方子，让出手

文稿真正起到辅政鼎新作用；坚持系统观

念，将全局性思考变成习惯、意识、状态，找

准定位、思路、方向；坚持精益求精，强化对

理论的运用、对逻辑的把握、对文字的琢磨。

三是保持公文写作初心。作为研究室

一员，公文写作能力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条

件，是成就事业的重要保障。一名合格的笔

杆子，离不开撰写材料的勇气、研究材料的

决心、修改材料的耐心。必须时刻叩问文稿

起草初心，保持谦卑、敬畏之心；必须端正

“写”的态度，保持不服输的狠劲；必须舍得

“花”精力、愿意“熬”心血，保持绝对专注。

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干部邹会旭：文稿

起草是省政协研究室的重要职责，也是

我们服务政协履职的基本功。结合近期

读书学习、讨论交流，我感到提升文稿起草

能力水平，关键要练好“四气”。

要保持“坐住板凳”的静气。舍得花大

精力、甘愿坐“冷板凳”，潜心钻研党的创新

理论，不断充实自己，提升境界。把坚定的

信仰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对岗位的

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心怀敬畏、心无旁骛做好

文字工作。

要增强“堪当重任”的底气。始终胸怀

“国之大者”，围绕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问题、政协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

问题加强学习研究，吃透上情下情内情外情，

在摔打磨炼中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思维能力、

实践能力。勤积累、勤动笔、勤复盘，把握文稿

起草规律方法，做到了写、能写、善写。

要磨砺“突破自我”的锐气。保持不满足、

不止步的奋斗姿态，让自己的思想观念、眼界

视野、认识水平紧跟时代发展，及时在思想

上吐故纳新，力求在成果上推陈出新，不断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勇于挑重担、扛重责，

以舍我其谁的担当迎接挑战，以艰苦磨砺

催生蝶变。

要涵养“追求极致”的匠气。发扬优良

传统，以事业为重 、以拼搏为荣，下足

“绣花”功夫，写出一流水平。把每一次任务

都当成一次必胜的战斗，把每一稿都当作

最后一稿，用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高标

准完成各项工作，在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创新

发展中留下无悔的青春足迹。

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干部樊妮：近日，

通过一字一句研读《笔杆子是怎样练成的：

公文写作实战》一书，受益匪浅，可以概括

为四个词语：

一是“实用”。书中“磨刀子、定盘子、

搭架子、敲键子、收果子”五个步骤，完整复盘

了文稿起草从储备、定调、框架、内容到总结

的全过程，讲得很透彻。作为研究室干部，

要养成海量阅读、深度思考、日积月累的好

习惯，认真总结公文写作规律，筑牢文字

表达和材料撰写的功底。

二是“技法”。在日常公文写作中如何

提升技术、用对方法，写得实、写得快、写得

好，从而达到辅政鼎新的境界，是本书阐述

的重点内容。起草材料时我们要准确把握

领导意图，吃透上情下情内情外情，弄通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做到事、人、体、

景的统一协调，争取使材料匠心独具、出彩

出新。

三是“极致”。本书中讲道：“对于一些

责无旁贷的活，既然要干，就干到极致，干

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高水准。”我们要以

笔为梦、追求卓越，对待任何一个材料都满

怀敬畏，努力写出自己最大的能力、最诚恳

的态度。

四是“兼顾”。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

研究》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

句至理名言，影响深远。研究室干部日常

久坐乃是常态，因此更需增强体质，既修

心、也修身，文武并重，不断加强理论学习

和体育锻炼，才能“熬”出一手好文章，“练”

就一副好身板。

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干部张娇子：近日，

阅读了《笔杆子是怎样炼成的：公文写作

实战》一书，清醒地认识到修炼文字水平、

提升工作能力的重要意义，也在边看边学

边悟中捋清了思路，归纳总结有三点体会。

一是细心学，多积累。“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省政协研究室稿件涉及面广，

离不开对各方面知识的准确把握、熟练

运用。反思工作过程中的畏写、鄙写、厌

写，多是不学习、怕吃苦，肚子里没东西，

所以不敢写、不想写。工作日常中，备个

笔记本、建个词句库、建个文件夹，只有

聚沙成塔、内化于心，才能达到文思如泉

涌、下笔如有神。

二是耐心看，多思考。“感人心者，莫先

乎情。”研究室工作政治性强，起草实施意

见、方案、通告考验政策关，讲话、理论文

章、报告考验思想关。要通过广泛占有资

料、持续深度思考，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掌

握深层次的理论、思想和共性方法论，与领

导同题共答，把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

发展的情怀注入字里行间，才能在写作中

既抓住形、又抓住神。

三是用心悟，多复盘。“千淘万漉虽

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复盘是研究室

干 部 的 必 备 技 能 ，也 是 浴 火 涅 槃 的 过

程。大项任务结束后，梳理从受命到完

稿的全过程，尤其是文稿起草、框架、思

路等过程，反思不足、总结经验，回答好

“改哪里、如何改、为什么”等基本问题，

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达到量

变到质变的飞跃。

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将推广“四下基层”作为重要抓手，

以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为着力点，将“四下基层”

的任务要求落实到各项重点工作

之中，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把“四下基层”作为重要抓手，

调查研究就得直奔问题去，注重

“小切口”，实打实拿出具体对策，

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

类事”延伸。随着主题教育深入

开 展 ，要 组 织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把

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

检视整改同强化宗旨意识、呼应

群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实打实地研究提出思路办法

和政策举措。特别是对过去长时

间没有解决的、反映集中的问题，

要系统梳理、找准症结，重点查摆

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幼、住

房、养老等关键民生领域的问题，

为后续攻坚提供精准靶向。只有

解决好这类问题，检视整改成效

才能赢得群众认可。

第二批主题教育参加单位同

群众的联系更直接，面对的矛盾

问题更复杂，群众期待解决的问

题更具体，因此功夫要下在解决

实际问题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

意，是评判主题教育成效的根本

标准。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

入 群 众 访 民 情 、畅 通 渠 道 听 民

意。群众处在各项生产、生活的

第一线，对具体问题和矛盾体会

更真切。要想知道群众真正的所

思所想，有哪些所盼所忧和意见

建议，就必须确保群众的声音能

够听得见、听得清。特别要将领

导干部下访和接待群众信访、倾

听群众诉求作为发现问题的重要

途径，用好民生热线，从中梳理

焦点难点问题，形成全面、准确、

有分量的问题清单，采取动态管

理、滚动销号的方式进行整改。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

在草野。”第二批主题教育更加

贴近群众，检视整改更需要依靠

群众。基层工作好不好，哪些方

面 还 有 欠 缺 ，是 否 达 到 预 期 效

果，党员干部不能靠主观臆断、

凭 空 想 象 ，而 是 要 积 极 转 变 作

风、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在自己

的工作领域中转换角色，主动深

入到田间地头、厂矿机房、社区

街道，以及各类新经济组织等最

基层，虚心倾听群众心声，“沾泥

带土”发现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有的放矢地

加以解决。这样才能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深入

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把惠民生、暖民心、

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工作成效“成色”足不足，人民群众心里

有杆秤。开展主题教育，群众是出卷人、阅卷人，

党员干部是答卷人。主题教育要注重实效、

解决问题，就是要答好这张考卷。群众难满

意的工作，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也是工作

中容易存在问题的薄弱环节。领导干部要主

动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

的地方去，紧盯群众反映强烈、长期没有解决

的问题，聚焦平时工作中最担心、最怕出事的

问题。还要善于抓住典型案例，在“解剖麻雀”

中以小见大、刀刃向内分析问题、举一反三解

决问题，通过“解剖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

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同时“咬住”难题不放，

坚持一抓到底、不解决不罢休。

要让人民群众满意，党员干部就要坚持

人民至上，持续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意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严实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

样翻新，实实在在办好惠民利民实事，用实干

推动发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要更加注重

开门搞教育，扩大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

邀请群众评价，对群众不满意的及时“返工”

“补课”，力求取得更多扎实成效，向群众交出

一份合格答卷。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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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省政协研究室组织干部围绕《笔杆子是怎样炼成的：公文写作实战》一书交流读书收获。 实习记者 秦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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