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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德

盏世修志是古往夸来之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奎会后，国牢安定，

人民富庶，正是昌盏之叶。恬志是发掘遗产，俄鏊历史 为现实服

务。合川办报历史悠久，自一九二四年由卢作孚先生的长兄P子林主

办的第一张报纸，《新合川’问世，先后出版过近三十种报纸，报业比

较繁荣 为地方经济、又化的发展，盅挥7一定的作甩。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台Jll县委创办T自己的机关报一一《合川

报》。她诞生在社会主叉建设时期．喊全新的面魄，为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蓑，推动舍川的枷厩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T贡

献并枳，i T经验。通过修志把本地办报的历史和基泰经验记录下

来，作为一笔时富留给后世，《台川报》杜做1一件很有意卫的事。

县报是我国当代报业中一朵初放的新花。《台川报》从一九五六

年创千l到一九^o年复刊，坚持面向农村，为杠民服务，为党的中·o

工作腚务，深蹙读者玻进，前连宽厂。我热忱希望《合川报》在吸取

前人挂验的基础上，认真研完县报不断改革，自于创新，把报纸办

得更新，并尽快改成日报。 l

祝贺《合】1l报业志》出版，祝合川新闻事业日益*旺发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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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沿革

———————————————-————-——————————一—————————————————————————————●一

第一节 民国时期

一、 私营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J

二、 官办报

《新合川》

《合川小报》

《黎民El报》

《商报》

《市民日报》

《三江夜报》

《合阳晚报》

《民舆公报》

《老百姓报》

(一)《合川日报》

(=)《大声日报》

(三)《正风周报》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一、 《党的生活》

二、 《合川报》

f 23)

f 2：j)

(21)

(24)

(25)

(25)

(26)

(z6)

(2 7)

(27)

(28)

(28)

(2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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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l，台Ⅲ各报名录

2，台川各报负责人名衰

组织管理

第一节 领导管理

一、 管理机构

(一)民国时期 (3 J)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5)

二、 批准登记

三、 送审制度

第二节内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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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业务管理制度

1、合川报社编辑部岗位责任制 (41)

二、 行政管理制度

1、合川报社党组、缩叠会关于加强纪

律，杀lI正不正之风的决定

2、合川报杜文明公约

3、文明组室竟赛评比办法

4、职工政治学习和民主生活制度

5、文化业务学习殛考核暂行条例

6、考勘制度

7、合Ⅲ报社保卫保密工作守则

8、清洁卫生翻度

9、图书资料警理办法

1 o、办公费蕾理科度

业务管理

第二节编 辑

一、方 针

二、版 面

(7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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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

四、副

栏

刊

附l、报纸副刊一览裹

2，《合Ⅲ报》编辑部1984年几个

项目的报道援纲

3，1984年《合川报》黩面安排、

拦耳设I筒俞

第三节通 讯

一、网 点

=、培 训

三、刊

四、用

岛

稿

(105)

附1、《台川报》l 985年度各区来稿用

藕情况统计裹 (109)

2、】985年《台川报》膏产通讯员名单(110)

五、信 访 (111)

第四节 广 告 (111)

第五节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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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 行

附表

一、民国时期各报编辑名录

二，《合川报》历年总编辑、副总编辑名录

三、《合川报》历年发行数量统计表

四，《台川报》lo≮1年好新闻

五、{台川报》19踮年好新闻

六、《合儿l报》l 984年奸新闻

七、《合川报》I 9s5年好新闻

《合川I报》改革

第一节 改革宣传方式 (t 3 2

第二节 重视新闻效应 (“3

第三节密切联系群众

第四节 维护新闻真实 ‘。=1

附报社党组美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问题的规定(1 36

合川报社附属企业

第一节 合川报社印刷厂

¨”墙如神船嬲



第二节

职

合川报社服务部(1 42’

工

第一节构成

附合川报杜职工统计衰

第二节教 育 ‘1 45’

附一，台Ⅲ报社职工文化程度一览衰 (1 45)

=、台川报牡职工进俸、短训一览衰 (I d6)

三、合J¨报社职工矗等教育自学一览衰(146)

第三节工资、福利
‘Ⅲ

附I、合Ⅲ报牡职工工资一览裹

2，公费压疗管理制度

4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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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依据1 985年8月“台川县人民政府关于转发

县志办公室《关于开展部门修志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精

_p，全面记述了民国阻米合川报业的资料，为新的《合川

报》的发展服务，并为县志提供素材。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求宴存真的原则，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党的政策、

方针的观点，对材料进行了反复核宴，慎重选用，力求客

观、翔实，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术志取材的范围上限1924年(民国十三年)，下

限1985年。广播，刊物不在术志之列。

四，本志的篇目设置按系统分类，结合实际，设治

革．体制、管理，及业务、经营、改革，各章着虱e述报

纸的采，编、通讯，发行业务，略古详今，突出重点，为

今后改革服务。

五、本志傩裁以记志为主，附以图照，文字与图表结

合，俾能基本连清事件本柬，存其概要，语言筒诂朴实，

有可读性。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例记述，只横列要点。

七、本志的资料来源于四川省图书馆，蘑庆图书馆、

北碚图书馆、合川县档聿局和合川报社的现存档案，以及

老报人罗中典等同志提供的口碑材料。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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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合川历史悠久，带三江而当川北水陆交通九户，自古

商贾云集，地利条件和经济地位十分优越。办报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县人黄肇

纪、石天柱等，由于量“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创办丁一

种不定期刊物一一《舍川青年》，以“联络同乡感情，交

流学习经验，团结进步青年，宣传新兴文化”为目的。

这是合川最早的新闻活动。1924年,台川民生公司开始筹

建，公司为宣传实业，由卢作孚先生的长兄卢子林主持创

办了含川第一张报纸一一《新台川》。

合川的报纸从t新台川)发韧，到三十年代进入了繁

荣时期，先后出刊的报纸迭二十多种。这些报纸中，私营

报纸吼《商报，、《☆阳晚报》《民舆公报》较有影响，

国营报纸以‘舍川日报》、《大声日报》影响最大。当时



的报纸，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办报A都是通过报纸来扩

大自己的影响或体现某种意图，或为“提高民众知识，促

进地方文化”，或为“介绍商业改进意见”，或为“畅迭

敢令”。鉴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较小(期发数均在几百份

左右)，要靠卖报来盈利十分困难，所以，报纸常因经费

拮据和人员不同定而时办时停，不少报纸出刊几期或几个

月就停刊．

民国时期的报纸，在办报宗旨上还具有标榜、言过其

实的特点，如《大声日报》自诩为“不顾一切，大声疾

呼人们心理要说的话’，“为民请命，大声疾呼’”．事实

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私营报纸一般兼有对国民政府的

附和咀及体现民主意识的两重性，国营报纸多表现出一种

对民主的践踏和对公正舆论的歪茁，具有反共匣A民性，

正象《舍川日报》是国民党《巾央日报)的缩影一样。当

然，各类报纸中也不乏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文章。

《台川日报'是台川出刊时间最长的报纸，在舆论宣

传和报纸影响方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也是台川报纸日益

完善的体现。首先，报纸在印刷t完全用铅印代替了石

单，其编辑手段乜改变了“剪刀加浆糊”的状况，除刊登

国内外消息外，还十分注重地方新闻报道。在版式上，

《合川日报》采用了大报和国外报纸的通常编辑弦，要蔺

版(第一版)突出新闻，强调消息的新闻价值，其他版也

开设了一些专栏，从而具备了综合性报纸的特点。这时的

报纸副刊，由于较多的刊载诗歌、散文，谈天说地及生活

常识之类的文章，巳成为报纸上最受读者欢迎的内容，起

到了“介绍文化，启迪民智”的作用。

1 956年3月，‘台川报》作为中共合川县委的第一张

机关报创刊，标志着新时期合川办报活动的开始。《台川

报)把宣传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同当前本地的实际生

活结合起来，引导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表明了同

旧报的本质区别。在形式上，《合川报)也改变丁旧报纸

的竖排版式为横排版式，并开始在版面上配发照片、插

图、题花等，使报纸的面貌为之一新。1959年，《台川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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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同全国其他的地方小报一样，因为财政紧缩、纸张供

应困难而停刊，这使合川的办报活动沉默T21年。
i 978』f,，党的十一届三中垒会不但绐国家带桌了巨

变，也给合川的办报活动带来了春天。l 980年8月，《台

川I报)以崭新的面貌复刊，短短的5年多时间，报纸就从

复刊时的周刊逐年缩短为1985年的周四刊，成为全国90每

家县报中出刊周期最短的报纸。

复刊后的《台川撤)，由于坚持面向农村、面向拈

屠，坚持地方特色和为地方“硝个文明”服务，起到了对

大报的“拾遗补缺”作用。随着办报质量的提高和影响的

不断扩大，报纸在读者中的信誉也越米越高，每年的发行

量都保持在1至2万份左右，比解放前的所有报纸的发行

总数还多。

《台川报》复刊后，不仅在宣传上突出了“宣传党的

政策，传播科学技术，顾扬新人新事，抨击不正之风”的

办报宗旨，还在办报的正规化、专业化方面迈出了步子。

5年多来，报社专职编采人员由复刊初期的Io人增加

到198 5年的28人，通讯员队伍也日益壮大，到1985年，常

年投稿的通讯员达到5400多人，全县各区参及企、事业单

位都建立起了通讯报遭组，促进了合川地区新闻事业的繁

荣。1981年，《合川报》加人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1983

年义先后加八了四川省新闻学会和重庆市新阿工作者协

会、重庆市新闻学会．1985年，台川报社还建立起了自己

的印刷厂，：t1=J《台川报》的今后发腱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1 924年～1 94晦)

924年(民国十三年)

《新台川》报创刊。

925年(民国十四年)

“合力新闻挂”宦4办。

931年(民国二十年)

1月 《台川日报》创刊。

9月 《合川小报》创刊。

932年(民国=十一年)

7月 《黎民日报》创刊。

933年(民目=十=年)

5月 《商报》创刊。

9月 应杭州新闻界邀请，《商报》派代表前挂参加垒目报纸展览

会，同时参与庆祝第一个“记者节”活动。

是月 《合川教育周报》刨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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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年(民国=十三年

1月 《市民日报》刨刊。

3月 《三{]=夜报》创刊。

是月 《市民日撤》招收访员1 OA。

11月 合川火记进新印刷公司接办t市民日报’。

935年(民国二+四年)

5月 《合口II晚撤》招收报贩10A。

是月 《商报*Ⅲ刊“竹影”出刊。

6月 《台阳晚报》正式创刊出版。

是月 《合川日报》副刊“舍川日报副刊”出刊，

1 0)1 《大声口报》创刊，闵剑梅任社长。

是月 《商报》由八开两版改为四开四版．

是年 《市民日报》停闷。

是年 “☆川通讯社”成立。

93a年(民国=十五年)

7月 “鹤鸣通讯社”成立。



8月 ‘台川日报’招收撤丁6人。

是月 申元铭任台川日报社社长，三日后辞职。

“月 易朝璩辞去台川日报社社长职。

是年 t存心堂药报’创刊。

是年 ‘大声日报’置4刊“疾呼”出刊。

937年(民重=十六年)

6月 t民舆公报，e4刊。

11月 ‘大声日报’聘请翟志镛为常年法律顾问。

938年(民国=十七年)

11月 ‘大声日报’“疾呼”副刊由中共地下党员罗孔镶主编

是月 t大声Et报，由中共地下党员主办的副刊“抗战妇女一

出刊。

939年(民置=+八年)

2月 t台Ⅲ日报’目4刊“火网”出刊，由中共地下党员罗孔锚，
黄肇纪主编。

是月 刘叔瑜接任合川日报社社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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