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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报刊出版事业发展

迅速，各级各类报刊在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报刊刊

发了一些导向有问题、格调低俗、报道

失实、虚假违法广告等社会影响不好

的内容，有的报刊文字差错率太高。

由于报刊是靠“白纸黑字”来传递信

息的，差错一旦造成，想改都来不及。所

以，要堵住差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报

纸印刷前努力把一切差错都消除掉。宣

传报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重大

问题上宣传口径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

持一致，规范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净

化报刊文字环境，报刊应带头推动汉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

由于互联网飞速发展，人们手写

汉字的机会越来越少，经常提笔忘字、

写错字或别字，再加上网络语言的出

现，许多人更是不知汉字如何正确书

写，因此，推动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标

准化工作，刻不容缓，任重道远。

应避免出现两类错误

审读是处在发排后、印制前的质

量把关环节，是保障文字正确的最后

一个把关口，其工作的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出版物的内在质量。因

此，在审读工作中，要避免出现以下两

种错误。

一是避免出现带有政治色彩的

一些错误。例如：“报社记者给全国

31个省的劳模打电话录下他们代表

本省几十万、几百万职工为奥运加油

的声音。”

“全国31个省”的说法是极不恰当

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包括22个

省、5个民族自治区、4个中央直辖市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省）。称“全国31个省”是

错误的，尤其是把5个民族自治区也包

括在省里面是很不应该的。把民族自

治区称作“省”，这是不讲政治的表现。

二是避免出现知识性差错。例

如：“1月底，墨尔本大学的麦克高教授

被首相卢克文和教育部长朱丽娅·基

尔拉德任命为国家课程委员会主席。”

澳大利亚没有首相，有总理；总理

是陆克文，而不是卢克文。陆克文是

个“中国通”，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

人的名字，叫陆克文，把他的名字改成

“卢克文”，这是不妥的。哪个国家的

领导人叫总统、叫首相、叫总理，需要

有点知识，否则就会闹笑话。

又比如：地方上称“人大主任”，少

了“常委会”3个字也是不对的。全国的

称“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地方

上称“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只有乡

镇一级的人大没有常委会，其领导称

“主席”），这也是知识，不应搞错。

容易写错用错的字和词语

在报刊上，文字经常出现的错误

有以下几类：错字或别字、词语、病句、

书写格式不标准，不规范主要出现在

数字、计量单位、标点、加注等地方。

容易写错、用错的字。“的、地、得”

不加区分，随意用、乱用。例1：中国针

织工业协会理事会杨世滨在参观了新

源发商城后给予了很高地评价。在此

句中，将“的”错用成“地”。例2：这几

年该项指标提高的很快。在此句中，

将“得”错用成“的”。

容易写错、用错的词语。1.将“通

信”错用成“通讯”，例如：通讯光缆、电

子通讯技术、通讯设施。只在表示新闻

报道的文章时，用“通讯”，不用“通信”。

2.将“诞辰”错用成“诞生”，例如：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诞

辰”是名词，指生日。“诞生”是动词，指

出生。可说“诞生110周年”、“110

周年诞辰”，不说“诞辰110周年”。

3.将“亟须”错用成“亟需”，例如：

亟需加强资源整合。在构词上，“亟”

与“须”构成词，而不与“需”构成词。

4.将“急需”错用成“急须”，例如：这

是我们的急须物资。在构词上，“急”

与“需”构成词，而不与“须”构成词。

5.将“其间”错用成“期间”，例如：

我国航天科技工业从1956年10月创

建至今已有30多年的光辉历程，期

间，航天科技工业从无到有已发展到

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在此句中，“其

间”当中的“其”字与前面表示时间的

词语相呼应，一般不需要其他词语的

修饰。“期间”则不能单独使用，前面须

加限制词，如“春节放假期间”“十一长

假期间”“暑假期间”等。

6.将“登录”错用成“登陆”，例如：

登陆www.sina.com。“登陆”是指渡

过水域（江、河、湖、海）登上陆地或商

品打入某一市场。“登录”是现代电子

计算机用词，指用户输入用户名称和

密码，取得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认可，以

获取某种信息或资料（文、图、表等）。

7.将“账”错用成“帐”，例如：帐号/

帐务处理/资金实时到帐。只在表示

材料材质时，例如：帐篷/蚊帐，用

“帐”，不用“账”。

8.将“截至”错用成“截止”，例如：

截止2013年底，法国在华投资项目

4630个。

9.“考问”错用成“拷问”，例如：小

小垃圾箱拷问市民大素质。“拷问”，即

拷打审问，多指用刑逼供。

10.“他任安平县县委常委”应是

“他任安平县委常委”，“安平县委”是

“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委员会”的简称，

全称中只有一个“县”字，简称时不应

多一个“县”字。

11.再掀新高潮，有“再”，后面就

不应该用“新”字。

12.“画面中”应为“画面上”，因为

“画面”指的是一个平面，没有厚度，“画

面中”不通，尽管口语中这样表达人们

能理解，但书面语言文字上说不通。

13.税收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解

释“税收是国家依法通过征税所得到的

收入”，“税收”后面再加“收入”不通。

容易用错的5类病句

带有普遍性的病句有５类。

1.动宾不搭配类病句。例如：加强

信息监督力度，促进信息的透明和公

开，保证电力市场的公平公正。句中

“加强……力度”应为“加大……力度”。

2.主语缺失类病句。例1：通过实

际使用，使农民对新型墙体材料建房

优越性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句中

“通过……，使……”是典型的主语

缺失类病句，应将句中“使”字删去。

例2：由于当地主流媒体的共同参与，

使林秀贞、王晓勋的报道都迅速“热”

了起来。句中“由于……，使……”亦

是典型主语缺失类病句，或将“由于”

删除，或将“使”删除，都可以。

3.成分冗余类病句。例1：据不完

全统计，中直单位、经济发达省市选

派到广西挂职的干部，大约近 400

人。句中“大约”和“近”意思重复，应

该去掉一个。例2：一些开源的开发

者们并没有跟上业内发展的步伐。

例3：但是大学毕业生们大多缺乏在

开源架构、用户定位和产品管理等方

面的核心技能。

上述例2中“一些”与“开发者们”

中的“们”都表示复数（多数），同义重

复，应该将“们”删除。例3中“大学毕

业生们”中的“们”与后面的“大多”同

样都表示多数，亦为同义重复，应将

“们”删去。

４．“是……的”结构类病句。例1：

这些物资本来是为春节期间准备。此

句句末应加“的”。此类为有“是”无

“的”的病句。例2：温州服装产业首先

由商贸流通这一块带动起来的。此句

中“首先”与“由”之间应加一个“是”

字。此类为有“的”无“是”病句。

５.介词结构类病句。例如：当冰

雪灾情随着天气转暖，万众一心的奋战

渐渐隐退，我们的摄影人又开始收集资

料、整理影像、举办影展，让这些记忆中

的瞬间再一次将大家感动。此句应为

“当冰雪灾情随着天气转暖，万众一心

的奋战渐渐隐退时，我们的摄影人又开

始……”此类为有“当”无“时”病句。“当”

作为介词，表示“正在”（那时候、那地

方），常组成“当……时（时候）”句式。仅

前面有“当”，后面无“时（时候）”不行。

容易用错的4类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使用错误最多的有下面

４类。

阿拉伯数字作顺序号，应该用齐线

圆点“.”，而错用成了顿号。例如：１、选

矿、湿法冶金实验研究项目工程师８

名。此句中的“1、”应为“1.”。

简单句之间不能用分号而用了分

号。例如：全面完成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与储量利用调查；加快推进矿产远

景调查；加强探部找矿勘查示范。句

中的分号均应为逗号。

省略号不应独居一行之首而应置

于行首。例如：……江苏省代省长罗

志军在今年江苏省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此句之首的省略号应放

在上一行行末，或将上一行末的一个

字拉过来堵上。

引号用得太滥。例如：三个亮点

就是人民网的奥运报道将凸现“评论

性”、“国际化”、“残奥会”三大亮点。

此句中的引号均没有必要，应删去。

一般词语没有必要强调，不必用引

号。会议、展览名称、产品名称均不应

用引号。

容易用错的4类数字

数字使用错误最普遍的有下面4类。

带物理量的数字应该用阿拉伯数

字而用成了汉字。例如：学员们经过

二百小时左右的飞行驾驶训练和驾驶

舱资源管理培训后，可获得航行运输

飞行执照。此句中的“二百小时”应为

“200小时”。

世纪年代数字应该用阿拉伯数字而

错用成汉字。例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电

缆线加热技术就开始应用于足球场。此

句中的“四十年代”应为“40年代”。

阿拉伯数字不应夹用汉字而夹用了

汉字。例如：全省3万5千多家事业单位

中，有66.7％的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

此句中的“3万5千”应为“3.5万”。

一些数字后的“万”不应该省略而

省略。例如：中国棉花产量不过为

600～700万吨。句中“600～700万

吨”应为“600万吨～700万吨”。

其他应注意的细节

在写作或写稿时，我们发现有些

词语、成语是可以互换的。这些经常

出现、可以互换、通用的词语或成语有：

想象——想像、下功夫——下工夫、

执着——执著、做贡献——作贡献、洗

练——洗炼、蕴含——蕴涵、当做——

当作、固步自封——故步自封、名副其

实——名符其实、摩拳擦掌——磨拳

擦掌、义无反顾——义无返顾等。

报刊使用外文字要求加注汉译，

这是国家语言文字法、国家“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的，也是

报刊编校差错认定细则规定的。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丰富、优美的

语言文字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简练、最

稳定的语言文字。要减少语言文字差

错，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积累

经验。想不费力气就提高报刊的文字编

校质量是不大可能的。报纸刊物作为重

要的文字传播载体，更应起带头作用，为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和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各项

规定、标准，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

范化、标准化而努力。

报刊应带头推动汉语言文字规范化
——谈谈做好报刊审读工作的几点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