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次入伍新闻稿件(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次入伍新闻稿件篇一

8月14日下午，xx学院赴xx市xx镇xx村社会实践队积极响应教
育部的要求，顺应国家的号召，将爱心搬向农村，将知识融
入到实践之中。

该小分队在xx村进行宣传活动，让当地人民更好地认识此次
活动的意义和作用。

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希望得到村民的认可，更希望让大学生
们体会到生活的价值，在今后的生活和发展中，能够有更加
准确的奋斗目标。

该小分队通过广播、发传单等多种形式，使许多人了解到这
次活动并对实践队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村民就此活动表
示理解。

在开展活动之前，该小分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该村借
了一处工作之地，各队队员也在家中带来了所必须的打气筒、
扳子、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以便活动的开展。

向家长请教到了许多自行车常常出现的问题的维修方法，同
时准备了一张“xx师范大学自行车维修”的宣传单，对他们进
行介绍和宣传。

村民的积极配合，使得此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二次入伍新闻稿件篇二

车祸、吵架、垃圾、甚至小三，很多时候，打开电视，在无
数个民生新闻栏目中，看到最多的似乎就是这些话题。

那个“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深情美好年代似乎已经走
远，一些曾经创下过收视神话的民生栏目如今已销声匿迹，
更多还在支撑着的民生新闻栏目却只能每天津津乐道着车祸、
吵架、垃圾等这些所谓的能吸引观众眼球的“热点”新闻。

探索民生新闻栏目的出路，弄清楚观众的需求是第一要素。

我国正处于向小康社会迈进的历史关键时期。

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下，电视观众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
足，他们的目光已不仅仅停留在衣食住行方面，而是更渴望
精神领域的需求，渴望个体人格被尊重。

说通俗点，就是渴望得到更多的话语权，渴望第一时间了解
新闻背后的真相，关注更多的社会问题。

他们甚至会和媒体一样，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人文关怀，去
关注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命运，关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发展
前行的大问题。

电视观众的这些心理诉求，对民生新闻栏目来说，既是挑战，
更是出路，也是民生新闻栏目改革的必然因素。

这就要求民生新闻栏目目光投向更广阔更高远，摆脱目前为
片面追求收视率而不惜以低俗庸俗的内容迎合部分观众低级
趣味的尴尬局面，更加有为地去关注国计民生，从而增强栏
目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利



益分配不公、市民权益遭受侵害、官员腐、行业风气不正等
社会问题及矛盾的产生，激发了社会不同群体对于公众问题
的关心，强化了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

不论是公众意识的加强，还是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大，都会带
来公民言论自由程度加大与公共事务渴望强烈的伴随效应。

这些成为中国目前步入大民生不可多得的条件，也为民生新
闻栏目从小民生走向大民生提供了可行的舆论氛围。

大民生新闻目前仍处于发展之中。

专家们对大民生新闻的诠释是：“不仅反映了普通人的生存
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公众的关注焦点以及代表全社会价值取
向的信息解读。”这就要求，民生新闻栏目需要肩负起更多
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通达民意、引导热点、加强舆论监督
等方面更进一步完善自己。

比如，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北京空气质量的问题。

这种新闻看似很大，但实际上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报道这样的新闻，绝对比车祸、吵架、垃圾等新闻更能引起
观众的重视。

由这个问题大家联想到全国各地的空气质量，联想到二手烟
对人们的伤害，联想到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是否可信，联想
到汽车的减排等诸多问题。

民生新闻栏目把目光放得高远一点，新闻的信息和价值也就
与众不同了。

从小民生向大民生的转变，要求抓住“民生”的内涵和存在
意义，选择新的报道立场、表达方式、报道目的甚至新的新



闻理念。

从新闻栏目角度来看，笔者以为要想抓住大民生的精髓，关
键是抓住两点：

一是学会深挖，学会思考。

新闻报道要向深度发展，要求记者不是简单地完成新闻的五
要素，不是只负责给观众呈现表象，而是要去追根问底，穷
尽能力去寻找原因，甚至要学会对比。

这就要求记者学会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

如何把握尺度、掌握好角度、拿捏好分寸都是学问。

所以，民生栏目由小民生向大民生迈进，不仅仅是观念上的
一次洗礼，对于整个团队，业务上也是一个考验。

尤其是针对那些有着舆论监督性质的深度报道、进行“建言
式”监督，在报道中既要做到既不火上浇油，又能促进问题
的解决，是非常重要的。

生活本身就是矛盾密布，何况现在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

民生新闻栏目也要成长，学会用自己独立的思考来看待纷繁
复杂的新闻事件。

这也是由小民生迈向大民生的必经之路。

二是学会从枯燥的时政信息内分析出有价值的新闻点。

传统的时政新闻给人的感觉是枯燥乏味的，好像是跟老百姓
没什么关系的。



虽然感觉上观众都不喜欢看时政新闻，但实际上时政新闻中
经常会传递出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是观众必不可少的需求。

从小民生迈向大民生，是民生新闻栏目自身领域的延展，是
新闻媒体成长的提升，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脚踏实地地按照新闻规
律前行。

二次入伍新闻稿件篇三

1、内容真实客观，杜绝捏造新闻、编造故事等。若由此所引
发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由投稿人承担。　新闻稿件要突出新
闻性，内容要真实、准确、客观，应尽量避免对该新闻事件
进行主观判断和评价。构成新闻要素的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过程必须真实；新闻中引用的资料、史实、引语、数字，
新闻中涉及的人物姓名及其职务、职称，以及有关单位部门
的名称等均应准确无误。

2、符合网络新闻时效性强的特点，鼓励即时或当天发稿。所
有来稿都须经编辑审核签发。

3、投递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新闻作品要求确系本人
原创，严禁剽窃、转投他人作品。若由此引发的任何法律和
经济责任，由投稿人承担。

4、鼓励文字稿件配发图片。新闻稿件配发图片一般在2-3张，
重要新闻稿最多不超过4张。图片内容要紧扣新闻主题，突出
主要人物和新闻事件的进程。图片要求清晰，色彩、亮度适
中。图片传送前最好将图片大小处理成720*576像素，以jpg
格式发送。

5、优先选用时政资讯、经济新闻、政法新闻、科教文卫新闻、
突发社会新闻、民生新闻等稿件。



6、对日常活动、会议的报道，要求新闻点突出、报道角度新
颖独特，尽量避免简单的会议记录、领导讲话等非新闻体裁
形式。

7、政务类新闻、经济新闻、教育新闻应基于本单位的业务内
容范围，贴近实际，服务民生。原则上一般公文、工作简报
之类泛泛而谈的稿件一律不予编发。

8、政法新闻、突发社会新闻、民生新闻要求新闻基本要素
（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缘由）清晰、准确，有力表现
新闻事件的全貌。

9、尽量突出现场感，表现细节。鼓励从百姓日常生活中，挖
掘新闻题材，记录百姓身边发生的变化，述说百姓关心的话
题。

二次入伍新闻稿件篇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大学的第一学期快要结束了。
而在这短短的学期中，最为难忘的莫过于军训。九天的军训
生活，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军人的艰辛，并更加珍惜我们现在
的生活。下面，我要分享一下我的军训心得体会。

第二段： 军训对我的影响

军训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从起床
到睡觉，每天都是紧张有序、有规律的训练。在整齐严格的
军训中，我深刻地认识到纪律的重要性，只有遵守规矩，才
能保障自己和队友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更
好地协调和配合，以及如何坚持自己。这些经验将在我的未
来成长的道路中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第三段： 遇到的困难



军训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比如训练强度大，
有时候可能顶不住，在高温下训练可能会中暑，但是我们并
没有放弃。在军训中，我们相互鼓励，互相支持，一起度过
了这个难忘的九天。

第四段： 珍惜当下，努力战斗

在军训结束之后，我更加珍惜自己的每一个时刻，更加认真
地学习和生活。军训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让我感受到了成
长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逆境中勇往直前、
坚持不懈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不断努力和拼搏，才能在人
生的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五段： 结束语

回顾这个九天，我真的感觉收获很多。虽然军训很辛苦，但
奋斗的过程更加激发了我们拼搏的决心，让我们更加坚定地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这种体验不仅让我成长了
许多，更让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拼搏才能成就未来。

二次入伍新闻稿件篇五

我们常说的新闻体裁，一般情况下是指消息、通讯、评论、
报告文学、新闻散文等，但我们在实际中，接触到的还是消
息这种文体，打开报纸，消息类就占了一大部分。

另外，在诸多新闻体裁中，消息是其他门类的基础，这就像
要会跑必须先学会爬一样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消息写作的一般常识，
另一个是对消息写作的广义要求。

在这里，消息是以迅速、准确、扼要地报道新闻事实为主要
特点。



它有五个部分组成，即标题、导语、主体、背景、结尾。

消息讲究的有六要素，即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
什么事情、什么原因、什么结果。

就是说一条消息要叙述的完备，就必须有一个事情的来龙去
脉，说得清楚。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标题的要求：新闻标题是一篇新闻稿件的
灵魂，也有人说新闻标题是一篇新闻稿件的眼睛，我们知道，
夸奖一个人长得漂亮的时候，往往是说这个人长着一双明亮
的大眼睛，然后才言顾其他，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不怎么
样的话，似乎夸奖起来就没有那么有底气了。

我们知道，新闻标题是新闻的关键。

而且，通讯员和记者把标题写不好，也足以说明你没有什么
水平。

产生好的标题要具备两个方面的功夫：

一个是千锤百炼。

要达到这一点，没有对事物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往
往有的人是先将内容写好，然后再琢磨标题。

这我不反对，你自己的驴，你骑驴脖子上绕街也没有人限制
你。

但我以为，你在锤炼标题的同时，也是深入理解新闻素材的
时候，当一条好的新闻标题写出来，你的腹稿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动笔，文如泉涌，一挥而就，那才叫潇洒自如。

二个是灵机一动。



往往有这样一种情景，当某一件事物刚刚接触到你的视线时，
你会全身心猛然透亮，产生了某种灵感。

如此现象，有如神助，一条漂亮深刻的标题便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