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报送 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

作品的通知

川自然资办便函〔2021〕372 号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中共四川省委政法委员会拟于近期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

品评选活动。请各单位按照省委政法委《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法》（附

件 1）和《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参评作品报送须知》（附件 2）

的要求，认真填写《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推荐目录》（附件 3）和《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推荐表》（附件 4），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前将推荐

材料报省厅初评。

附件：1.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法

2.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参评作品报送须知

3.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推荐目录

4.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推荐表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0 日



附件 1

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法

根据中央政法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全国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

动的通知》(中政办〔2021〕1 号)要求，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宗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央领导

同志关于做好政法宣传舆论工作的指示要求，从每年各类政法题材新闻作品中评

选出一批优秀新闻作品，以加强政法机关与新闻媒体联系，提高政法新闻报道水

平和政法新闻队伍的业务素养，鼓励、引导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大力宣传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决策部署，大力宣传新时代政法工作取

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和新经验，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对政法工作宣传、推动和监

督的重要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良

好舆论氛围。

二、评选范围

参评范围为省内经国家正式批准的报社（报业集团）、通讯社、广播电台、

电视台以及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主办的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的新闻

网站、新媒体中心（传媒中心），以及各地政法网站。

参评作品为以上单位原创，并在 2020 年度内刊播的新闻作品；参评媒体融

合奖项作品要求由以上单位应用数字技术制作，在移动互联网平台首次发布传

播。

三、评选机构

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动在省委政法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评选办

公室设在省委政法委宣传指导处，负责组织、协调、开展评审全省政法优秀新闻

作品评选工作的具体事务；聘请专家复评全省政法优秀新闻初评作品，确定全省



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获奖作品及等次；向中央政法委推荐报送全国政法优秀新闻作

品。

四、评选程序

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工作按照初评、复评、定评、公示 4个程序进行：

（一）初评。各市（州）党委政法委、省直有关部门和省级有关新闻单位负

责政法优秀新闻作品的初评，并按照规定的分配数额，将初评后的作品报送省政

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

（二）复评。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复评组，分

文字、广播电视、网络、摄影、媒体融合等 5个小组开展复评工作，研究确定获

奖作品及等次。

（三）公示。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将复评确定的获奖作品在四川

长安网、四川政法声音微信公众号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7天。如公示作品存在

虚假、错报、内容不实等情况，则予以撤换。

（四）公布。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将获奖作品择优上报中央政法

委参评，待中央政法委评选结果公布后，公布我省获奖结果，并向获奖者颁发证

书和稿酬。

五、评选项目和基本要求

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设 5类，共 13 个评选项目，参评作品的作者（主

创人员）按各项目规定申报，姓名和排序以刊播时署名为准（刊播时署笔名、网

名的，申报时可在笔名、网名后括号内填报本名；刊播时未署名的，按“集体”

申报）。申报作者（主创人员）为“集体”的，需附作者（主创人员）。

（一）文字作品参评项目

1．消息类：迅速简明报道新闻事实的文字新闻作品，字数不超过 1000 字。

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3人按“集体”申报。

2．评论类：对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进行评析和说理的文字新

闻作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评论等，不包括杂文，字数不超过 2000

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3人按“集体”申报。



3．通讯与深度报道类：用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

写、新闻综述等表现手法对新闻人物、事件等进行深入和详细报道的新闻作品（含

分上、下两期刊发的新闻作品，以及系列、连续、组合报道）。其中，通讯不超

过 3000 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3人按“集体”申报；深度报道不超过 5000

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5人按“集体”申报；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作品，

单件作品不得少于 3篇，以所申报的每件代表作体裁适用相应项目规定，作者（主

创人员）超过 7人按“集体”申报。

刊播时间跨年度的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按作品结束时的刊播年度申报，只

需报送开头、中间、结尾部分各 1件代表作；组合报道选择 3件代表作。

（二）广播、电视作品参评项目

1．消息类：定义同文字类，时长不超过 4分钟。广播作品作者（主创人员）

超过 4人按“集体”申报；电视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5人按“集体”申报。

2．新闻专题类：从不同角度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现象的新

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含电

视新闻纪录片），以及系列、连续、组合报道。其中，广播专题类作品不超过

30 分钟，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6 人按“集体”申报；电视专题类作品不超过

45 分钟，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7人按“集体”申报。

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作品，单件作品不得少于 3篇，以所申报的每件代

表作体裁适用相应项目规定，广播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7人按“集体”申

报，电视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8人按“集体”申报。刊播时间跨年度的系

列报道和连续报道，按作品结束时的刊播年度申报，只需报送开头、中间、结尾

部分各 1件代表作；组合报道选择 3件代表作。

3．新闻现场直播类：与重大新闻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采集现

场信号并播出，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作品。要求以

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采用的音像资料时长不超过整个作品时长的

1/3。同等条件下，现场信号为本台自采的优先。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的间断性

直播可选取其中 1个完整直播段参评。跨年直播的节目，首次播出时间在上一年

度，节目主体部分在上一年度完成的计入上一年度。本评选项目不包括纪念会、

报告会、文艺演出、工程庆典、剪彩仪式、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话等为

主体的作品。广播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9人、电视作品作者（主创人员）

超过 10 人，按“集体”申报。

（三）网络作品参评项目



1．评论类：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在新闻网站或

移动端首发的原创评论帖文，字数不超过 1000 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3 人

按“集体”申报（除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主办的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

的新闻网站及各地政法网站外，政法新媒体、政法干警自媒体可以参加此项评

选）。

2．专题类：综合运用图片、文字、音视频、Flash 等多媒体手段和多种新闻

体裁，从不同角度全面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或同一新闻主题的作品，作者（主创人

员）超过 7人按“集体”申报。

（四）摄影作品参评项目

报纸、通讯社和新闻网站刊发的新闻摄影作品，单幅作品只能申报 1名作者

（主创人员）；组照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2人按“集体”申报。

（五）媒体融合参评项目

除经国家正式批准的报社（报业集团）、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新

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主办的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的新闻网站外，政法新

媒体、政法干警自媒体均可参评。

1．短视频新闻：在移动端发布的视频新闻，时长不超过 3 分钟，作者（主

创人员）超过 5人按“集体”申报。

2．移动直播：与新闻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采集现场信号并发布，集现

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作品。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的间断

性直播选取其中 1个完整直播段参评。跨年直播的作品，首次播出时间在上一年

度，作品主体部分在上一年度完成的，计入上一年度。时长不超过 180 分钟，作

者（主创人员）超过 8人按“集体”申报。

3．创意互动：以用户交互为主要特征，发布方与用户方形成完整新闻传播

链条的新媒体作品，时长不超过 30 分钟，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8人按“集体”

申报。

4．融合创新：在媒体融合报道方面具有示范性，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重大

创新新闻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 8人按“集体”申报。

六、参评作品标准



（一）总标准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政法工作的决策部署，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符合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充分反映政法重大部署、

重要举措、重点工作，特别是 2020 年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试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平安中国建设和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等工作的新

进展和新成效。

2．主题鲜明，内容真实，新闻性强，时效性强，富于创新，语言文字生动，

制作精良，感染力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3．对同一事件的同体裁新闻作品，在同等条件下，特别是消息类、突发事

件报道等时效性要求强的作品优先考虑首发时间在前的作品。

4．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短、实、新作品。

5．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鼓励媒体融合报道和应用新媒体传播的

作品。

6．文字类作品字数按正文字数计算，含标点符号，不含标题、署名、注释

等内容。申报时以 Word“字数统计”栏“字数”项为准。少数民族和外国语言

文字作品以原作品字数为准。

（二）各项目评选标准

1．消息要求语言文字简明扼要，表述准确，逻辑清晰，有完整的新闻要素。

2．评论要求观点鲜明，论点正确、有新意，论据准确，论述精辟，论证有

力。新闻网站和新媒体评论要求体现传播环境和媒体特征。

3．通讯与深度报道、新闻专题要求主题鲜明，结构合理，选材典型，语言

生动，感染力强。

4．广播、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要求主题重大，策划周密，能够全面迅速准确

地采集与传播新闻现场的重要信息，导播调度合理，主持应变机敏，音质画面清

晰（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可适当放宽）。



5．网络专题要求主题得当，特色鲜明；容量大、采集广、更新及时；交互

性强、表现形式丰富多样；页面结构清晰、逻辑分明、布局合理，页面设计新颖

美观，富有特色，达到形式、内容与主题思想的有机统一。

6．新闻摄影要求新闻性强，现场抓拍，表现力强，标题准确，文字简洁，

说明完整。

7．媒体融合奖项要求作品新闻性强，技术应用效果好，传播效果好。鼓励

内容生产呈现方式创新和传播方式创新的作品。

（1）短视频新闻要求时效性强，现场感强，信息量大，传播效果好。

（2）移动直播要求策划周密，能够全面迅速准确地采集与传播新闻现场的

重要信息；音质画面清晰（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可适当放宽）；体现用户的参

与性、同场感；充分体现新媒体直播特征。

（3）创意互动要求主题鲜明，特点突出；应用互动新技术、交互性强；体

现新闻性、互动性、技术性的高度统一。

（4）融合创新要求作品在内容表达、报道形式、技术应用、传播渠道等方

面有所突破或创新，传播效果好，社会影响大，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有积极引领

和示范效应。

七、奖项设置

（一）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设置奖项数额为参加复评作品总数的 20%，

不超过 105 件（篇）。

（二）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按照 1:2:4 的比例设置。省政法优秀新闻作

品评选办公室将精选部分优秀作品推荐参加全国政法优秀新闻作品奖评选。

八、表彰奖励

推荐参加中央政法委参评并获奖的作品，由全国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

室根据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对获奖作品进行奖

励：一是中央政法委办公厅印发通报，公布获奖作品名单，颁发证书（加盖中央

政法委办公厅印章）。二是对每件获奖作品以一等奖 2000 元、二等奖 1500 元、

三等奖 1000 元的标准给予奖励。获得省级表彰奖励的，由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



评选办公室对获奖作品印发通报，公布获奖作品名单，颁发证书，并以稿酬形式

给予奖励。

九、其他

本办法由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 2

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参评作品报送须知

一、作品要求

参评作品发表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具有直接报送作品参加复评资格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最多

报送 1件系列（连续、组合）报道。各市（州）党委政法委推荐的参评作品必须

均为省级或当地媒体刊（播）的作品。

二、报送要求

（一）纸质材料

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目录》（附件 4）1 份。同一项目的参评作品按

照初评结果顺序填写。推荐参评作品数额不得超过《数额分配方案》（附件 3）

规定的分配数额，如超出分配数额，评选办公室将按《推荐目录》的顺序撤下排

在后面的超额作品。

（二）电子材料



1．《推荐目录》电子版。

2．《推荐表》（附件 5）电子版，所有参评作品须提交二维码（将参评作品

原发网址生成维码）。

3．文字类作品发表所在版面电子版（PDF 文件）。

4．广播电台、电视台类作品原版播出作品复制为数据文件，文件名以参评

项目+标题命名，如“广播专题 XXX”；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代表作的音视

频文件须在文件名末端注明代表作序号，如“广播系列 XXX 代表作 1”。广播作

品复制为音质效果好的 WAV 或 MP3 格式文件；电视作品复制为高清晰的 AVI 或

MP4 格式文件。

5．摄影类作品发表所在版面电子版（PDF 文件），数字照片（像素为 1422

×800 至 3558×2490 之间，不小于 1M 的 RGB 模式 JPEG 文件）。

6．媒体融合类作品，须在《推荐表》中“发布账号（APP）”栏填报规范名

称；“社会效果”栏填写作品发布后的点击量、跟评量、互动量、转发数、点赞

数、留言数等客观指标和应用新技术等情况，可另附策划文案。

参评“移动直播”奖项，须附 1份 1000 字以内的直播简介。包括直播意义、

直播流程和规模、直播点设定和社会影响等内容。

7．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参评作品，须附完整准确的中文译稿（电

子版）。



附件 3

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推荐目录

单位：

编号 作品标题
参评

项目
体 裁

作者

姓名
刊播单位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申报材料属实。我单位同意推荐上

述作品参加 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评选。

年 月 日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地 址 邮 编

附件 4

2020 年度全省政法优秀新闻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体 裁

语 种

作 者

（主创人员）

作品字数

（时长）

文字作品填报字数以 WORD“字数统计”栏
“字数”项为准。音视频作品填报时长。系
列报道项目文字作品分别填报 3 件代表作
字数；音视频作品填报整组报道的平均时
长。

刊播单位 刊播日期
填报×月×日×时×分，系列（连续）报道填
写起止日期。

作品二维码
将参评作品原发网址
生成二维码

发布账号

（APP）
仅限媒体融合类作品填报。

︵

采作

编品

过简

程介

︶

社

会

效

果

请在此栏内填报作品刊播后的社会影响，转载、引用情况。通讯社作品填报落地和采用
情况。

媒体融合类作品填报点击量、跟评量、互动量、转发数、点赞数、留言数等客观指标和
应用新技术等情况，可另附策划文案。

作者代表姓名 手机



账号 身份证号

开户行 请填至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