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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退休后便开始编写早前谋划的有关林业的一本书，为了填补一些资料，我到

资料室查阅以往几十年的存档报纸。多年前我也曾查阅过五六十年代的《昭乌达

报》，此次查阅除了得到一些想要得到的资料外，更突出的感觉是这份仅存几份的

报纸越来越珍贵，而且由于保存条件和人们查阅的原因，“面目”也越来越“老”了。

想象得出再过若干年，她将更加珍贵也必然更“老”了，有效地保护保存就显得十分

迫切。于是便产生了将这份存档的报纸扫描成电子版的想法，一方面便于更多的人查

阅，另一方面为这份愈加珍贵的报纸增加一种安全保存的措施。有了这个想法后，

同社领导进行了沟通，得到社领导的赞同。于是暂时搁置查阅资料的计划，转而扫

描旧报纸。

扫描、裁边、编号、整理……一张张报纸在眼前闪过，我仿佛听到了赤峰（原昭

乌达盟）一步一步向前走的脚步声，看到赤峰一天一天经过人们辛勤耕耘后的发展

变化，同时也体味到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和步入歧途后无序

混乱的气氛。尤其看到前辈们顺应时代要求走乡村进农户、到企业下车间，采写的

有深度有文采，带着浓浓生产生活气息的文章，更使我无比感动。然而，这些仍然

鲜活的文章却被尘封在资料室里。联想到2016年已是《赤峰日报》60年华诞了，60

年来办公地点几易其址，人员更迭了几代，唯独留下这份弥足珍贵的报纸还在不断

地延续，于是便产生了编辑这本《记者笔下的赤峰60年》的动机。一则让前辈的用心

血记载的历史事件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以示对前辈的敬意；二是让读者了解一下

赤峰这60年的发展变化。诚所谓“述往事，思未来”也。这种想法得到了报社总编辑

郭维新的热情支持，并提出具体的编纂意见。 

扫描整理完成后，就开始逐天地阅读报纸，并做好重点稿件的阅报记录。在上

万条阅报记录中选出约600篇文章，又在600篇文章中反复挑选，最终选定177篇文

章。在初稿完成后，副社长韩显峰又认真审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很有价值的修改增

删意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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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选稿原则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为线索，逐年选择那些反映时代特点，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有代表作用的重点事件、重点建设、重点人物等。文章排序除个别文章

外均以见报时间顺序为主，目的是让读者看出明显的发展轨迹。60年2万多期报纸、

文字量浩如烟海，不是一本书几十万字能概括的。而对如此之多的文字材料，每个人

都能根据自己的理解选编出不同的版本来。编辑此书也算是抛砖引玉，有志于研究

赤峰这段历史的人，定会从这几十年的报纸中选编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文本来。本

书虽然冠名“记者笔下”，但有几篇文章是本报通讯员所写，也有本报记者和通讯员

合写的，在此向通讯员们表示谢意，是你们的文章为本书某些方面填补了空白。

借鉴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按世纪分阶段的体例，本书按每10年一个阶

段，共分6个阶段，每个阶段取个标题名称，目的是让60年的发展过程再清晰一些。

前20年不会有异议，后40年的4个标题，肯定会各有各的看法，望志于此道的同行批

评指正，以匡不逮。

　　　　　　　　　　　　　　　　　　　　　　　　　　丁建国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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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创刊的日子里
  

石秀云

1950年末，一场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把我从学校推向了工作岗位，起初分配在

热河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55年末热河省建制撤销，我回到故乡，来到昭乌达报社

工作。那天是中秋节，我踏着满街的水果香气，来到报社上班。这是一所民宅，四合

院，穿过前院，坐东朝西有两间小偏厦儿，这就是报社的办公室。我环顾一下室内，

除了几张旧办公桌椅、几瓶墨水外，别的几乎一无所有。

《昭乌达报》试刊工作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当时筹办试刊、创刊的编辑算上

我共7位同志，还有20名工人师傅，设备只有两台平版印刷机，他们在二道街赤峰县

印刷厂组成一个制版印报车间。我们这些人除了一部分来自原热河省的《群众日报》

外，其余都未搞过报纸工作。我虽然在热河电台当过一段时间编辑，但广播与报纸

毕竟有所不同，对于办报也可以说是个门外汉，要让我们这些同志来办《昭乌达报》

这张盟委机关报，大家都深深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记得当时我们7个人的分工是这样的：徐树勋和斯勒扎布分管农牧业生产，李凤

阁和我分管工交财贸、文教卫生，贺喜阁和杜维善分管要闻和文艺副刊，新奇勒夫

负责抓全面和兼管《党的生活》、《读者来信》专栏。由于人少，工作量是很大的，编

辑部所有的工作都要由这几个人去做，包括编稿、采访、校对、处理通讯员来信来

访、画版样、抄收中央电台记录新闻等等。试刊时的六期报纸，由于稿源少，大家只

能动剪子从《人民日报》剪裁，后来买了台收音机，才开始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记录新闻。当时没有专人校对，是谁编稿谁校对，小样校对两遍，最后在大样上再校

对一遍，然后个人签名，以示负责。组版和画版样，大部分同志都不会，徐树勋同志

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生产通讯》，版样就由他来画。当他画样子时，大家都围拢在他

的桌前，七嘴八舌地出点子，提建议，直到感到满意为止。尽管这样，有时也出笑话，

一个版面上的文章，竟从下面转到上面去，报纸出来以后，连我们自己也是看到了上

文却找不到下文，弄得大家一阵大笑。那时没有勤务员，往车间下稿子送样子，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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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盟长、宣传部送审稿大样，都是同志们自己跑，直到10月下旬，孙成业同志来了以

后，改由他传送稿子、样子和信件。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当时报社对读者来信来访的认真负责精神。由于报社刚

刚成立，来稿很少，而且质量极差，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把每一件来信来稿视为“珍

品”，认真对待。凡是能编用的尽量编用，不能用的一一回信，说明不用原因，或请其

补充内容或要求重写，然后再把稿件寄回编辑部。对于带有问题性的来信来访，都

一一造册登记，按问题性质转给有关部门限期答复，最后再将处理结果告知本人。

万事开头难，办报也是如此。没有经验怎么办？当时主要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

认真学习，从提高基础知识入手。那会儿编辑部只订有十几份报纸，没有任何书刊，

后来人手发了一本小册子，叫《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是胡乔木同志编写的，文中

要求写新闻报道一定要记住五个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发生发展与经过

及结果，这成了大家的座右铭，对每个人的练习写稿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

是学习外报，充实提高自己。当时编辑部订的大报主要有《人民日报》、《内蒙古日

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等，每天下午报纸一来，大家便争先恐后从一版

到四版看个仔细，研究琢磨外报消息通讯的写法，专栏的组成，版样的画法……评

报工作抓得也很紧，每期报纸出来以后，都抽固定时间，从形式到内容加以评论，甚

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通过这些努力，报纸有了很大改观，大块文章少了，专栏增

加了不少，如《盟内各地》、《三言两语》、《小故事》、《小资料》、《文艺短讯》、《国

际一周》、《时事问答》、《群众呼声》等等，版面也比过去活跃了很多。到了1956年

底，牧人、张长弓、曹玉起等同志相继调到报社，充实了新的力量，相继又有《沙丘上

的柳林》等栏目出现在报纸上。外报发表小品文，抨击社会不良现象，效果很好，经

过大家反复议论，请示了盟委，我们报纸也相继办起了《照照镜子》、《读者来信》

等专栏，如《百公尺内的通知》、《老赵拔牙》《某医生挨耳光》、《孟副局长把自行

车交回来》、《奶奶你走吧，爸爸挣的工分少》等等。另外针对农业合作社中存在的

主观主义，秋收分配当中的贪污盗窃现象，或发消息，或发来稿或组织讨论，也都

作了报道。所有这些正面反面的宣传，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震动，不少读者来报

社、打电话，纷纷支持这种做法。《奶奶你走吧，爸爸挣的工分少》在报上发表以后，

犯错误的人在单位受到批评，在报纸上公开检查，最后把老人重又接回家中继续赡

养。进入1957年，报纸逐步由周刊改为周二刊、周三刊，蒙文报的创刊准备工作也

在抓紧进行，这时又调来了玛希、金巴、曹都等同志，牧人同志去呼市求援，又从内

蒙古日报社调来了6位同志，即于冠伦、杨岱夫妇（已故）、翟博航、李德荣夫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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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丁世鸿、张志刚等同志。至此，蒙编室成立，编辑部人员由试刊时的7人增加到

了19人。随着新闻队伍的不断扩大，社内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业务学习逐步深

入，从而促进了报纸质量的提高。

回忆办报初期，工作是极其紧张的，但也是十分愉快的。同志之间团结友爱、互

相帮助，给每个人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记得在我抄收记录新闻的那段时间，

每天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一两点，中间没有休息时间，大家便不时地前去看望、替班、

打水、烧炉子，把屋子弄得暖暖和和，工作起来十分得手。后来记录新闻改到夜间

十一点到凌晨三点多，新奇勒夫同志就主动把任务“抢”了去，每天工作到黎明，白

天照常上班。

说大家精神是愉快的，还来源于机关开展的蓬蓬勃勃的文体活动。报社刚成

立那会儿，和盟委工业部、财贸部、统战部同在一处，院内仅有一个篮球架子，后来

这几个单位迁出了，报社又增加了不少新同志，房子也宽绰了，便在南倒座房子设立

了个乒乓球室，又购置了篮球架子，网球、羽毛球网子、拍子，院子当中经过平整，成

了一个很好的运动场，既可以打篮球，又可以打网球、羽毛球，一到休息时间，小小

的庭院就成了欢乐的中心。开始大家只是在院内活动，后来发展到社外，报社的篮

球队、网球队、乒乓球队经常应邀出去玩儿，参加市里的各种比赛，盟委、军分区的

一些同志也经常到报社来玩，所以那时提起报社的球队，在赤峰地区还是颇有名气

的。就是由于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保持了人们健康的体魄，从而保证了《昭乌达

报》试刊创刊的胜利完成。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今天的《赤峰日报》不论从

环境、设备、人员素质以及办报水平上，都与过去有了不可比拟的发展。在新的世纪

里，我们预祝《赤峰日报》越办越好，成为我市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精神食粮。

2006.6.3

　　《昭乌达报》九名创刊人员。前排左起新奇勒夫、牧人、贺喜阁、杜维善，
后排左起孙成业、石秀云、李凤阁、徐树勋、斯勒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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