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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告诉未来

从1952年9月1日创刊到2012年9月1日，四川日报走过60年。从壬辰龙年再到壬辰龙年，一个甲子过

去了。

中国人重视甲子诞辰，因为在传统纪年中，一个甲子为一个循环，旧的循环结束，新的循环开始。

正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新的循环决不是旧的循环的翻版，而是更高起点的开始、更高水平的发展——

岁月如此，生命如此，一张报纸同样如此。

60年前，伴随人民政权的建立，四川日报诞生在巴蜀大地上。无论日月光华、周道如砥，还是风刀

霜剑、曲折坎坷，四川日报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忠实履行新闻事实记录者、舆论导向引领

者、先进文化传播者、社会进步推动者的责任，孜孜不倦地正确引导舆论，从一张报纸发展为一家大型

传媒集团，从平面传播走向立体传播，成为四川传媒界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一代代川报人头顶天职，肩

担道义，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向读者奉献无数新闻精品，绘就一幅壮丽的历史长卷。四川日报60年的

历史，是忠诚使命、坚守责任的历史，是求新求变、与时俱进的历史，是巧谋善断、跨越发展的历史。

带着无限的希冀和想象，作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的四川日报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走向下一个甲

子。打造百年传媒，构建立体传播格局，建设现代传媒集团，道路肯定艰险重重。但走过了60年的川

报，已是身躯强壮，肌腱有力。更重要的是，在60年的醇厚积淀里，有力量，有智慧，更有烛照心灵的

理念。在四川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我们编写这套报书，就是为了在这个新起点上，检视过去的足印，

梳理现在的思路，传承川报的风骨，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稳健的步伐，走向未来的美好愿景。

在《足音——四川日报60年》中，可以看到60年不凡的历程和发展的基本经验，以及60年风霜塑造

了川报怎样的品格。“新闻创新篇”、“产业发展篇”、“改革攻坚篇”、“人才战略篇”，记录了川

报由最初的萌芽长成的大树奇葩，汇集了川报集团“强集团、富员工”的精彩实践。远大的目光、坚韧

的追求、执着的探索，在这里，我们能够沿着历史的轨迹和创新的路径，找到薪火相传的精神财富。

《四川日报60年·新闻作品大观》、《四川日报60年·经典版面集萃》、《四川日报60年·摄影报

道精选》撷取了60年来部分经典作品。一页页翻阅这些作品，犹如穿越一段段历史。在回味沧桑更迭的

同时，我们仿佛清晰地看到不同年代川报人的身影：在热火朝天的工厂田野，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僻壤，

在重大事件的第一线，川报人记录事实，探究真相；在排兵布局的会场、在通宵灯火的夜班、在字斟句

酌的案头，川报人洞远察微，锻造精品。三本集子，是一代代川报人辛勤耕耘的结晶。需要说明的是，

结集的作品，只是沧海一粟，川报60年新闻精品何止于此。囿于篇幅，虽有遗珠之憾，但也不妨一木知

林。

历史蕴含过去，也承载未来。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在编写这套报书的过程

中，曾走进资料库，在久远的气息中寻觅。过去的足迹在历史的尘埃中会变得模糊不清，有的甚至难

以辨认，细心拂拭，才能看清足印的深度和力度。我们寻找的，正是这种深度和力度，因为它启迪我

们，未来将怎样前行。今天的成果，将成为历史；百年传媒的梦想，需要几代人去实现。不论社会如何

发展，传播手段如何革新，传媒形态如何变化，只要深深踏在脚下这片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前

行，最终将与目标相拥。一代代川报人，就是靠着使命感、责任感，靠着坚韧不拔，靠着持续创新，才

创造了今天的辉煌——这是历史对我们的谆谆叮嘱。

我们相信，下一个甲子，四川日报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将走得更好，因为这是全体川报集团人的信

念，更是伟大时代的重托！

衷心感谢所有给予川报和川报集团关爱和支持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广大受众。

衷心感谢为这套报书付出辛劳的各位同仁。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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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至1952年7月，四川广大筑路工人以高昂的热情和干劲，克服缺乏机械设备的困

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夜以继日忘我劳动，建设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这是新中

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第一条铁路。1950年6月开工之时，西南解放不到半

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确定修建原则是“就地取材”，发动广大军民兴建。工程以每

日铺筑5公里进度推进，提前3个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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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取材”修建成渝铁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女民兵边生产边执勤，配合当地征粮和剿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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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成都集中销毁鸦片烟具和烟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缺乏无线电通讯设备。

巴中县恩阳镇妇女宣传广播站利用高坡地势，用自制的大喇叭向当地群

众宣传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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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川西

农村，文化教员指导农民群众使用快速识字法认字扫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1950年11月开始，四川省各地开展了以清匪反霸、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

到1952年5月土改结束，四川省基本上完成了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性转变，实现

了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次伟大变革。

这是川中射洪农民焚烧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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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农民在土改工作队指导下

分配土地。

川西农民庆祝土改胜利。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全长530公里，由成都到重庆。横穿四川盆地中心

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改变了四川交通的格局，对新

中国初期整个西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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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接管自贡盐场后的1952年，盐业生产迅

速得以恢复，自流井产盐区重现生机。



抗美援朝初期，四川一零一钢轨厂工人开展“爱国增加生产、节

约劳动成本”活动，用增加的收入购买“一零一”号飞机，捐献给抗

美援朝的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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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回川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受到四川人民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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