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报社社志
犏攫省 罗子英 翼束书

张荣之 刘庚午

19 8噼12脯印蟹



目 录
第一节 报社队伍建设⋯⋯⋯⋯⋯⋯⋯⋯⋯⋯‘o⋯⋯⋯l

，一'编辑队伍⋯⋯⋯⋯“．一”⋯⋯⋯⋯⋯⋯⋯⋯⋯⋯”l

二’睨者队伍⋯⋯⋯⋯⋯“r⋯⋯⋯．．．⋯⋯．．．⋯·j·一⋯4

三，通讯员队伍及通联工作⋯⋯⋯⋯⋯m⋯⋯⋯⋯⋯5

四、其他⋯⋯⋯⋯⋯⋯⋯⋯⋯⋯⋯⋯⋯⋯⋯⋯⋯⋯．．．14

第二节 采编方式⋯⋯⋯⋯⋯⋯⋯⋯⋯⋯⋯⋯⋯⋯⋯⋯16

一，稿件来源⋯⋯⋯⋯⋯⋯⋯⋯⋯⋯⋯⋯⋯⋯⋯⋯⋯16

二，编辑⋯⋯⋯⋯⋯⋯⋯⋯⋯⋯⋯⋯⋯⋯⋯⋯⋯⋯⋯16

三、版面安排⋯⋯⋯⋯⋯⋯⋯⋯⋯⋯⋯⋯⋯⋯⋯⋯⋯17

四、版面改革⋯⋯⋯⋯⋯⋯⋯⋯⋯⋯⋯⋯⋯⋯⋯⋯⋯18

第三节 报道内容⋯⋯⋯⋯⋯⋯⋯⋯⋯⋯⋯⋯⋯⋯⋯⋯21

一、重要新闻⋯⋯⋯⋯⋯⋯⋯⋯⋯⋯⋯⋯⋯⋯⋯⋯⋯21

第一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21

第二阶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r．．29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十二年⋯⋯⋯35

二政策宣传⋯⋯⋯⋯⋯⋯⋯⋯⋯⋯⋯⋯⋯⋯⋯⋯⋯46
三、普及知识⋯⋯⋯⋯⋯⋯⋯⋯⋯⋯⋯⋯⋯⋯⋯⋯⋯52

四、副刊⋯⋯⋯⋯⋯⋯⋯⋯⋯⋯⋯⋯⋯⋯⋯⋯⋯⋯⋯54

第四节 印刷·发行⋯⋯⋯⋯⋯⋯⋯⋯⋯⋯⋯⋯⋯⋯⋯57

一、印刷厂沿革⋯⋯⋯⋯⋯⋯⋯⋯⋯⋯⋯⋯⋯⋯⋯⋯57

二、报纸印刷⋯⋯⋯⋯⋯⋯⋯·．．．⋯⋯⋯⋯⋯⋯⋯⋯“64

三，经营管理⋯⋯⋯⋯⋯⋯⋯⋯⋯⋯⋯⋯⋯⋯⋯⋯⋯67

l



四、技术支援⋯⋯⋯⋯⋯⋯⋯⋯⋯⋯⋯⋯⋯⋯⋯⋯⋯7l

五、报纸发行．-．⋯⋯⋯⋯⋯⋯⋯⋯⋯⋯⋯⋯⋯⋯⋯⋯73

第五节 组织经营·二．⋯⋯⋯⋯⋯⋯：j¨⋯⋯⋯⋯⋯⋯⋯·74

～，组织沿革⋯点⋯⋯⋯⋯⋯．．：二⋯⋯⋯⋯⋯⋯⋯⋯74
二、党的建设⋯⋯⋯⋯⋯⋯⋯⋯⋯⋯⋯⋯⋯⋯⋯⋯⋯83

’

兰，新闻改革与事业发展⋯．-．“⋯：t．．．⋯⋯⋯⋯⋯⋯t-88

佃j经费·经营管理⋯⋯⋯V“⋯⋯．．．⋯⋯⋯⋯⋯⋯101

冉}：嘟尔多斯报社历届负责人任职，。任期表．．．⋯⋯·矗104
附j‘《鄂尔多斯报>杜大事记⋯⋯一“．．．⋯⋯．．．m⋯⋯10 6：



第一节’报社队伍建设

-编辑队伍
?

。

．

Y
．

‘

l 9 5 6年7月1日，j1《伊盟报》创刊号蹬舨。当时只

有4名编辑，尚未调来总编，盟委指定张兆鹏同志负责工

作，组织稿件。每次收到稿件以后，每人分几篇编改，再出

张兆鹏同志将组好的稿件送盟委宣传部审阅，定稿后拿回编

辑部画版，再送往印刷厂排版。排好版后，由编辑校对、签

字付印，交印刷厂印刷，直到报纸出版编辑才算完成任务。

7月1日至9月3 O日，报纸为不定期刊，基本每月出版4

期，版面为8开2版。l 0月1日改为5日干q，年底又调来

两名同志，共有6名编辑。

l 9 5 7年4月1日，《沪盟报》改名为《鄂尔多聊

报》，版面增加为4开4版，仍为5日刊。这时汉文编辑部

又陆续调来3名编辑，前后共有9名编辑。编辑部分为经济

组和政文组。经济组分管农，牧、林、工，交，财贸等稿

件，政文组分管党、政，工。团、政法、文教、卫生、文艺

等稿件。其中一名编辑还兼搞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

新闻藕。
’ 。‘

7

l 9 5 7年4月3日，《鄂尔多斯报》蒙文版创于Ⅱ。当

时只有1名编辑，，主要是翻泽汉文报稿件I蒙文版为不定期

刊。7月份，+分配来两名蒙古语文专科毕业丝·又从旗里讽

+1来两名蒙族同·志；这时共有5名蒙文编辑。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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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g 5 9年，报社的编辑人员增加较多，一是从盟委宣

传部调来两名目志，二是旗县报社停刊调来3名同志，三是

从巴彦淖尔盟调整来2名同志。这时汉文编辑部奄J 5入，、

蒙文编辑部有8人‘．、，+ 。一∥ 。÷’～c：毒

l 9 6 0年，全社在编人员虽已增到2 4人，但直接编

稿的人员只有l 4人，汉文编辑部包括组长在内共为g人，

蒙文编辑部为5人。(其余l 0人是：1名专职副总编，3

名同志下放劳动锻炼，1名同志到内蒙党校学习两年，1名

同志上夜班接收新华社电讯稿，1名厨志专搞校对工作，1

名同志搞画版兼美术。还有2名同志是蒙，汉文专职收

发。)由于编辑人员少，任务重，要求每个编辑每天至少完

成1 5 O 0字的编稿任务，这样才能满足报纸需要。加之，’

．，付印报纸的任务也由编辑担任，每天还有一名编辑轮流到印

印厂配合校对人员付印报纸到深夜。当时有个唯一的优越条

件就是多数同志在食堂吃饭，吃完饭还可以加班工作。有个

别同志虽回家吃饭，但睡觉却很少回家，深夜困了躺在办公

桌上休息几个小时，天不亮拉开电灯又爬起来修改稿件。就

这样紧张工作，谁也没有怨言，一直坚持到l 9 6 1年2月

报纸停刊。

在这段时间里，编辑部的同志们工作是很紧张而又辛苦

的，但在过去极“左。路线的思想指导下，报社的编辑受害

最重，约有二分之一的同志背着沉重的政治历史和家庭出身‘

不好的思想包袱。有几位同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从

专业知识和文化程度看，除1名同志搞过编辑工作和蒙编部

有4名中专毕业生外，其他同志都是半路改行的，文化程度

多数是初中或高中。每个同志全凭有股十足的干劲，‘工作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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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抒钱，-不汁缎醐，不分份内份外，以齐心协力。苦干实卜

的精神，去完成蒙，汉文两张报纸的出版任务。 ．

1 9 6 8年3月，伊盟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1日，

《鄂尔多斯报》又重新出版。原来的编辑，，有4人关了“牛

棚”，有6人在单位劳动改造，有8人参加学习班，合计受

害l 8人。这时编辑部新调来不少人，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

高，有很多是大中专毕业生。但是他们没有办过报纸，业务

素质较差。从l 9 6 8年到l 9 7 2年间，编辑队伍流动性

很大，换了一批又一批。从1 9 7 3年开始，才基本稳定下

来。 ：
‘

在报社成立近2 O年这一段时间里，编辑队伍的状况是：

(1)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都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边学边

干，在实践中增长才干，(2)文化水平较低，大部分都是仞

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但他们却都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租·

写作能力，(3‘)绝大部分是思想上追求进步，工作上兢兢

业业，学习上刻苦钻研，作风上艰苦朴素奋发有为的青年，

(4)领导对这支编辑队伍基本上是只使用不培养，关心：不

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报社都是重灾区，受迫害人员的比

例是最高的。
· l 9 7 8年1 2月，党的十一届蟊中．全会召开以后，随

着对极“左”路线的批判．拨乱反正的进行，党对知识分子

各项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形势发羼的需要，

报社党委开始重视了对黼辑、记者人才的培养工作。自1 9

8 2年开始；采取了饭下四种方法培训专业人员：(：1)送

大专院校学习，(2)送电大新闻班学习(报社与盟电大合

办)，(3)在职编辑参加函大、刊大学习，(4)送短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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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学习，(5、注意加强在职学习提高。近几年送出去

学习的就有2 4人。到l 9 8 8年底，蒙，汉文编辑部总共

7 9人，文化程度：大专以上3-7f人，中专2 3人，中学以

下l 9人。镝采人员的年龄结构是：3 0岁以下l，5人，

3 1。岁至4 O岁的4 0人，4 l岁至5 O岁的‘2 2人，5 O

岁以上的2人。

‘现在这支队伍的特色是：新人多，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政治翱业务素质卿普遍较低!另外，’编辑人员仍然是流动性
较大。自l’9 7 8年纠1 9 B 8年底，调出的编采人员有t

4 4人，其原因：一是党政部门提拨重用，二是盟电台、电，．

壤台上自办节目，需要譬业人才，三是报社任务重，物质待
遇低，不愿搞新闻工作。∥ 一

1”9 8 7年6月至l 9 8 8年3月底，报社进行了专业

技术职务的评审工作，共评出主任编辑7人，编辑(记者)

2 8人，助理编(记者)4 1人。由于聘任条铡对学历和业

务工龄要求太死，致使一些有业务能力但两条死杠杠不够的

人，不能评上’相应的技术职务：而业务能力不强，而两条死

杠杠够的则被评上了。 ：
。

I ，
．

’二、记者队伍

《鄂尔多斯报》从创刊到l 9 7 4年，因为编辑人员

少，一直没有设专职记者。编辑，．记者一套编制，即所谓

。编采合一”，下乡采访是记者j回到编辑部是编辑。
-+ l g 7 5年后二仁年，编辑队伍逐渐扩大，为了及时报道

基层的新闻和了解基层的情况，社领导决定抽凋一批编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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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各旗县，每人轮流下去半年当记者。这些同志下去时只带

党团员临时组织关系，参加旗县委宣传部的组织生活。这样

轮换了三次，到l 9 7 6年底全部撤回了编辑部。‘

1 9 7 7年9月，经中共伊盟盟委批准，在全盟七个旗

县就地凋酏j’人员，7正式建立r记者站，每站设记者一人，

工作关系骟在报社，列入报社编制，工资发放和办公经费都

归报社供给，但党团员组织关系仍在驻地，家属不搬，户pl

不转。各站记者缘月回报往集中一次，一是向领导汇报工作

情况，二是学习政治袖业务知识；三是社领导向他们布置任．．

务和传达文件等。记者的任务定为每月头条新闻两篇，二条?

新闻四篇，超出锤务的篇数一经采用发给稿酬。驻站记者在，

工作方面栩当地各级党政领导配合较密叨。互通情况，傲到

了重要新闻不漏掉。至l 9 7 9年因编辑部人员不足，将各一

地记者全部凋【玎l编辑部，记者站撤销。 ．

·、 j

第二次建立记者站，是在l 9 8 4年，义是从各旗l『『抽调

了一批干部建立了记者站。只是第二次建站时因新划了一个

鄂托克前旗。所以多增加r一个记者站。每站一人，共有8

名专职记者，到l 9 8 8年底，因驻站记者在工作，生活上

都存在许多困难，报社又不便于直接管理，经请示盟委，撤

销记者站，社内设立了记者酃，有记者l 3人。
．

'●

t

通讯员队伍和通联工作
●● ● ●

“全党办报，群众办嘏”是党的办报路线。做好报纸的

群众工作是我们社会主义报纸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无产阶

级党报区别于资产阶级报纸的～个显著特色。毛泽东在《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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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
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

数人关起门寒办。”《鄂尔多斯摄》在创刊初期，’就认真贾
彻了这条办报路线。随着报纸的诞生，柏应地发展了一批通

讯员队伍。 ．

’．

在创刊以后的几年垦，办报人员极少，、没有专人搞通联

工作，一直实行人人动手做群众工作，实行“编、采、通”

合一，三项任务都由编辑完成。通讯员的名单分别掌握在分

管各行各业的编辑手中。编辑部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

。 拟定出当前的报道计划，每个编辑按照报道要，-量直接与术行

业的通讯员联系，约稿或者了解情况。 t’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盟文化还较落后，基层单

位能写稿的人很少，写作水平更差，即便写来稿，牛后质量也

很差，、错别字很多，语句不通顺。但是编辑最欢迎来自第一

线的稿件。这些稿f1二往往是内容很好，就是写得比较简

单，意思表达的不完整，事情的全过程交待的不清楚。在这

种情况下，编辑总是根据稿件的内容，加上自己掌握的材

料，作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有时将数名通汛员的来稿综合

一起，编成综合稿件见报。凡是本报发表的稿件，都适当发

给稿酬，以表示对通讯员的鼓励。对一些时间性不强的稿

件，编辑经常是提出意见，退回原稿让其补充后再发表。

对不能采用的稿件，。一律卖行退稿制剧，‘而且瑟须复信说明

原因，或者告诉通讯员下次写稿应注意的问题，以利于提

高通讯员的写作水平。这样，久而久之，提高了通讯员的写

作水平以及写稿稆反映情况的积极性。这方面的工作量很

大，但领导要求编辑必须做好这项工作。因为这样做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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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通讯员队伍，有利于激发通讯员写稿的积极性，有利于

加强和通讯员的联系。社领导把通联工作列为编辑必须要完

成的任务之一。分管各行各业的编辑都掌握有几个骨干通讯

员，存稿件不足时，只要打电话和写信约稿，一般都能按照

编辑的要求完成写稿任务。 ，

· 1 9 6 6年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 9仔7年

1月1 6日，群众组织“造反派”封闭了报社，《鄂尔多斯

报》被迫停刊。 “造反派”出版《红色电讯》，内容是转载

大报文章为主，其次发一部份派性的稿件。这样，就使通讯

员和报社中断了联系。各旗县通讯员网也因。文化大革命”

遭到了破坏。

1 9 6 8年3月，伊盟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份，《雾

尔多斯报》复刊，稿源紧张，经常发生稿荒。针对这一情

况，社领导重视了通讯网的纽建工作。．1 9 7 O年抽出1名

同志专搞通联，负责此项工作。1 9 7 1年，’又抽出3右

蒙、汉文编辑，成立了通联组。l 9 7 2年增加到6名同

志。其任务主要是培养．发展、壮大通讯员队伍。
乜

在各旗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经过政治审查，推荐给报

社蒙、汉文通讯员l O O O多名。这些通讯员多数是各单位

的政工干部、宣传干事，公社的领导和秘书，以及各行各业

的负责人等。这些通讯员多数是新手，写新闻报道稿件的水平

都不高，与报纸的需要有相当大的距离。针对这一情况，社

领导又研究决定，采取了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培养

通讯员的办法。其一，从各旗县各单位挑选了一些有一定写

作基础的通讯员集中到报社办学习班。从1 9 7 2年到l 9。

7 4荦集中办了1 o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的通讯员共有

1 5 0多人，其二，各旗县每年召开一次通讯员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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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会代训，报社通联组都派人进行业务辅导并通报报道计

划。对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召开的通讯员会议，或办的

1学习班，’报社通联组也都派人参加，其三，请回编辑鄙，使

之边果访边编稿，进行实习培养，传授采访编稿知识。从

l 9 7 2年以来，蒙、汉文编辑部共培养过5 0多人。通过

以上几种办法整顿后，通讯员队伍基本稳定，通讯员d勺新闻

业务水平和新闻理论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回到单位大部分部

成了骨十通讯员。基才i都能按照编僻部妁缎J亟意l冬{撰写稿

件。 ⋯
．

‘

、-，

通联工作所以重要，是因为《鄂尔多斯{l三》自刨刊以

来，就制定丁一条原删，即报纸上目分之八十的稿件必须是

通讯员的。所以7“犬通讯员队伍是{竣社的基ijH{力鬣，不限猿

群，众写稿，仪靠少数编辑，i已茜是办不好锻纸的。在发展通

讯员工作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每次都是依靠

各旗县委宣传部，经过严恪的政治qf查后，给报社推荐名

单。包肇中太部分鄙是按各系统各蕈伊的干部分工指定为通

讯员的，他们彳：是部f1领导，就是秘_恪。有的人工作忙，有

的人不习惯写稿，其中很多人有名无实，当’r好多年通讯员

没有写过一篇稿件。这样就形成了在册的通讯员只拿学习材

料不尽写稿义务，而很大一部分稿件又是不在册的非通讯员

写来的。 ．
。

l 9 7 8年l 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

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项工作都在开创新局面，所以，‘

通联组的同志们思想解放r；工作大胆了。于是对原来的通

讯员队伍进行厂彻底整顿，l{l】每年底统计来稿用稿情况，’对

一年内不写稿件的通讯员，若没有特殊情况就取消其通讯员

资格i然后把在这一年内经常写稿翔反映情况的人发展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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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员。及时发给通讯员“聘请书6。这就需要从平时来稿中

注意爱现人才，首先是对主动来信要求当通讯员者发给“聘

请书”，对另一部分经常写稿，又有写作水平的人，就主动

去信联系，聘请为通讯员。这些人当fr通讯员后特别高兴，

写稿的积极性更高了，砷另一部分写稿积极性高，数量多而

质量差者，我们注意找些材料和本报的《通讯》刊物寄给他

们，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通过这样整顿后：基本做蓟了

在册的通讯员都写稿，保证了稿源的充足。在发展通讯员工

作中，还注意j’在各行各业和偏僻角落发观人才。过去曾有

个别单位祀社队从来没有人写稿或很少写稿，我们就注意来

稿情况，在那些单位只要发现有人开始写稿件，通联组就发

展他们为通讯员。为了鼓励通讯员写稿的积极性，每半年在

《鄂尔多斯报通讯》刊物上公布一次各旗县来稿用稿统计

表，年终评比一次优秀通讯员，并发给奖品。(近几年因经

费紧张，未能召开)： ， ．

t

在评选优秀通讯员工作中，除奖励发表稿件多、质量高

的外，还照顾了个别写稿热情高，数量多丽见报少的通讯

员，有一年还给这些同志发过鼓励奖品。这样既保证了霞

点，电照顾了金面，广泛调动了通汛员的积极性。很多通讯

员感到不积极写稿就对不起报社对他们的热情帮助和鼓励。．

r总之，党报的通讯员队伍，是报社的基础力量，是群众中的

积极分子，·是社会的舆论尖兵，没有这支根植于群众当中的

热心予新闻事业的广‘大通讯员队伍，报纸就成j’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就不可能办好报纸。 ；、
．

《鄂尔多斯报通讯》蒙、汉文千lj物是报谴编辑鄙赠送广大

通讯员学习的唯一“礼品”。其内容主要是刊登通讯员交流

写作经验，表扬优秀通讯员和各地通讯组织活动动态，并转



载一部分帮助通讯员提高业务素质和新闻理论知识等。这{j，

刊物是l 9 7 1年通联组成立后再次出暇盼。刊期多数为月，

刊，3 2开本每期3 O页左右。也有时为双月％’’每期5 O

页左右。每期印数l 9 8 0年以d茸为1000份，l 9 8 O年整

顿通讯员后汉文版印6 O O至8 O 0份，蒙文版坷J 3 0 0

份。 ．

报社重视培养通讯员，不仪为报纸提供了大量稿件，也

为社会培养了刁：少人才。-有许多基层干部通讯员就是通过给

报纸写稿提高了政策水平帝i写作水平，并得到组织的提拔重

用，述有一些爱好文艺创作的通讯员成了．出名的作家。准格尔

旗布尔陶亥乡的任海明同志，原米仅念过蕊冬瘦坟识字班，

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后来开始给本报写稿，把《鄂尔

多斯报通讯》当成主要学>j材料，’进步很快。现在他写的稿

件采用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今在《鄂尔多斯报》和伊克

昭广播电台发表稿件数百篇，是《鄂尔多斯报》社骨二『二通讯员

之一，多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所以我们可雌这样说：广大

通讯-员对党报工作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关心报纸，支持

报社的工作，为报纸积极撰写稿件和反映情况。《鄂尔多斯

报》创。刊三十二年来，通过做好通讯员工作，为党为社会

主义事业培养了～批叉一批人才，密切了党报和人民群众的

联系； · r 一 ．’“ · ．

、群众来信来访对报社来说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b因为

这项工作是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的。它是党报

联系群众和办好报纸的一个方面。对读者来信是否热情面负

责地处理，直接影响到党和群众的关系。《鄂尔多斯报》从

1 9 5 7年起，就开始发表读者来信，并根据中央关于在报

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精神，还发表了有关批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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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读者来信，对被批评者的检查或对问题的答复，也都在

报纸上发表，傲到有始有终。这一制度一直坚持到l 9 6 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中断。。：
’

：

t I 9 8 0年，报社通联组接受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这项任

务后，专门固定一位同志编写读者来信稿件和处理群众来信

来访中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民主建设中，人民烊众要通过报纸广泛发表意见，促进各项工

作获得更大的成效。所以处理读者来信来访，必须站在党和

人民的立场，主持正义，全心垒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认真对

待每封来信，热情接待群众来访。通联组从承担这项工作以

来，平均每天收到一至二封群众来寓，对这些来信处理时，

凡能见报的及时见报，不能见报的酃一一给予答复或转有关

部门处理，基本做到丁有问必答，善始善终，读者来信稿件

每周或每两周发表一个专栏。

读者调查也是报社群众工作的一项内容。因为一张报纸

作用发挥的如何，赏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的是否准确、’

鲜明．报纸办得群众是否喜次，读者最有发言权。1 9 8 1

年，我们印了1000份读者意见征求表，随报纸发给读者，最

后收回5 0 0份，对群众的意见进行了归纳和综合，吸取了

其中好的建议和意见，对改进报纸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

用。 ．

-·

，
。

搞好群众读报评报工作也是通联组的一项任务。要办好

一张报纸，不仅要靠绵辑部的全体同：甚，也要靠广大群众的

支持。广大群众都来关心报纸，经常对报纸提出批评和建

议，献计献策，提出宝贵意见。读者评报是群众办报思想的

一个发展，读者评报既是组织群众参与办报，又是组织群众

检查报纸的一种好方法。，报纸办得好不好，要听听群众的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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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评报的结果能使办报人员了解宣传效果，．寅接看碧!成绩

和不足。报辛f：编辑部于1 9 6 3年，在达旗解放滩公社、伊

旗红海子公社、东胜羊场壕公社等地建市了读报点。通过读

报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群众对报纸的意见。读报

评报活动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断了。

。。l 9 8 0年，报社派两名同志到乌盟参观学习。看到乌

盟报社群众评报工作搞得很好，回来后又恢复了这项工作。

并聘请了十几名评报员，发给4聘请韶”。他们定期反映群

众的意见和要求，报纸每月发表l至2次评报专栏的稿件。

这对办好报纸也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l 9 8 2年后半年。为了使通联工作和编辑工作配合得

更好，蒙、汉文通联分设两个组。汉文通联组4人，蒙文通

联组3人，共同职责是：编辑蒙、’汉文《鄂尔多斯报通

讯》，编发读报评报稿件，发稿费和登记稿件，处理读者来

信来访。
’

为了组织社会力量协助报社办好报纸，在l 9 8 O年至

l 9 8 3年间，在全盟各旗市的骨干通讯员中聘请了2 0名

特约记者，报社发给了。特约记者证”。他们享有租记者一

样采访新闻的权利和方便条件。特约记者多数是各旗市委

和政府部门的秘书、新闻干事。报社定期召集他们开会，布

置新闻报道任务稻交流采访、’写作经验。这些同志在被聘请

的几年内，‘都为报纸采写了不少优质稿件，对提高报纸质量

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联组在l 9 8 3年和l 9 8 4年问，还编辑出版过

《内参》材料。就是对通讯员和记者写的一些有关当前生产

和生活中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或者是有探讨价值的

工作方面的问题，个别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问题，等等。总
’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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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响面较广，又不便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材科，就以

《内参》形式出版，直接分送给盟、旗两级领导和有关单

位领导参考。《内参》总共出版过l 6期，其中通联组出版

I 2期。

为了调动全体通讯员的写稿积极性，自l 9 7 7年以

来，由中共伊盟盟委宣传部出面，《鄂尔多斯报》社与伊克

昭人民广播电台主办，召开过三次全髓通汛员代表大

会。
’

第一次会议是l 9 7 7年3月8日事l 3日召开的；参

加会议的有来自全盟各条战线的迢讯爨代表1 7 O多人。中

共伊盟盟委书记高增贵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内蒙古自治区新

闻单位的同志也出席了会议。分别讲了话。会议深入揭批了

。四人帮’篡党夺权和在新闻战线上犯下的滔天臻行。会

议交流了经验，歼鼹了i中撖恬动，讨论落实了新闻报道任

务。最后通过评比给新闻通讯先进集体和fj己秀遒i硬员颁发了

奖品和奖状。 ，。

第二次会议是在1 9 8 2年3月6目至g日召肝的。参

加会议的遗ffc贸代表共2 O Z召。其审有j O丸名报子f7投递

员、发行员。会议期问，盟罨领导和报辛j=、电台领导分别作

了重要报告。通讯员还听取了，编辑部作的业务辅导，交流了

写作经验，对报纸进行了评议。最后奖励了l 2 O名蒙。汉

文优秀通讯员和8名报刊投递，发行员。

第三次会议是龙1 9 8 5年5月9日夸1 1日召开的，

参橱会议的通讯员代表i 4 0多人。会议内容是进一步解放

思想，适应改革的新形势．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f开创新

闻工作的新局面。应邀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内蒙占党，委新闻

处、新华社驻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人民广播



电台、内蒙古画报社等。簧议最后给优秀通讯员颁发了奖品
和奖状。 ， ：

’

四、其 他

： 1 9 5 6年7月，报纸创刊时，有1名汉文收发，兼做

发稿费工作。l 9 5 7年4月，报纸蒙文版出版时，又增加

了1名蒙文收发，负责收发蒙文稿件。以后收发稿件，发稿

费工作交由蒙、汉通联组负责，报社另设一名收发，负责报

社来往公文及报社订阅报纸、杂志的收发工作。

报社从创刊时起至l 9 6 1年2月停刊前，一直和盟委

机关住在一起，一切行政事务统归盟委总务科管理安排，报

社不单设行政人员。l 9 6 1年8月．和伊克昭人民广播电

台合并后，报社迁至电台住地，才有了行政办公室，设主任

1名，秘书1名，管理员、炊事员各1名。l 9 6 6年“文

化大革命”齐始后，食堂停办，炊事员由报社印剧厂另行安

排工作。报社办公室～直延续下来，以后随着报社人员的增

加，行政办公室人员也相应增加。l 9 6 9年6月，报社和

印刷厂分家后，报社设立了会计，‘出纳、汽车司机、管理

员、炊事员各1名，加上办公室主任j’秘书、收发各1名，

合计8人。1 9 8 8年l 2月行政办公室定员l 5人。

报社资料室早在l 9 6 2年7月就建立起来了，保存的

资料有《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

《大公报》、《文汇报》以及蒙、汉文《鄂尔多斯报》，还

有一部份书籍资料，、其中文艺书籍较多。资料员除购置图书

资料外，还有剪贴分类保存《鄂尔多斯报》档案资料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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