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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奂美仑嘉州山水

▲三4汇水乐山城



▲峨眉山金顶



中央领导同志

视察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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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21

日，江泽民总书记视

察乐山时，在大佛乌

尤景区听取汇报

誊孽晦炉一冬．：2≯一‘
▲1980年S月5日，当时任中共中央

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来峨眉山视察。图为

小平同志(中)在登山途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铬基

1994年2月来乐山视察，《乐山日报》记者现场采访。

●1993年9月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

在乐山视察时看《乐

山日报》。

以上照片均刊

登于《乐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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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20日澳门报

界朋友来乐山日报社参观访问。

◆1993年4月《乐山日报》总

编辑挑章雨(左三)参加四川省地

方新闻界访问团访问日本。

友 好

往 来

O

▲1992年9月，乐山日报社主

办的城市报纸联谊会。

◆1993年《乐山日报》参加中

国板刊(1 978 1993)成就博览台



▲编前会是乐山日报社每日必开的例会。图为一次编前会现场

V1989年11月，《乐山报》记者金沙(后右

二)、罗立钧(前中)在井研县白岩沟追歼杀人凶犯

现场采访。

．一《乐山日报》编采人贡

面向基层，走出报社，在国家

重点AT--．--／铜街子电站I地参观

采访。

编 采

活 动

V1994年8月，四川省第三届青少年运动会

在乐山举行。本报派出记者多人集中采访报道这届

体坛盛会。



事 业

发 展

▲在闹市区的乐山El报社厂告科

▲乐山臼报社激光强排中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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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英文广播》、《英文广播简报』报

馆旧址(乐山兴发街“浸礼会”)

▲1 946年的《立i报≯报馆旧址

f乐山婪嫣街)

解放

前后

乐山

部分

报馆

报社

▲解放后的大渡河水电报社



解放前乐山的

部分报纸

▲1946年创刊的

1946年创刊的

1946年创刊的

1 946年创刊的

1 946年创刊的

《立言报》

《蜀南晚报》

《岷江新闻》

《乐山新闻》

《新雅报》

▲1935年创刊的

1936年创刊的

1942年创刊的

l 942年创刊的

1943年创刊的

[943年电I{_I的

1944年创刊的

1944年创刊的

《川南建设日档

《乐山公报》

《诚报》

《犍为新闻》

《沭川旬刊p

《乐山青年》

《星期文艺》

《峨眉旬刊》

《眉山导报}

《新世报一

《沫川旬报口

《兴中日报》

●l 948年创刊的中共党员主编的《洪民报》

的的的的刊刊刊刊电电电毫年年年年

7

8

8

8叭¨¨舭

▲



1951年至1971年中共乐山

地、县党委机关报

▲1951年沫川县委创办的《洙川农民报》

1958年丹棱县委创办的《跃进报》

19S8年乐山县委创办的《跃进简报》

建国

后各

时期

部分

报纸

◆l 968年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创办

的《红乐山报*

▲1 956年乐山县委毛一j办的《乐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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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蓬勃

兴起的乐山部分报纸

市、县党委机关报

V各区、市、县机关报

．．1980年乐山市委(县

级)创办的《乐山报。

1 985年乐山市委¨也级)主

办的《乐山报》

1992年乐山市委(地级j主

办的《乐山日报》(口开)

1995年乐山市委(地级j主

办的《乐山日报》(对开)

1995年4月2日出刊的

《乐山日报》“三江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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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院校报 军队报纸



序

序

“盛世修志”。乐山报业志编纂组的同志经过数载艰苦努力，编纂成《乐山报业志》，这

是一件功德事，可喜可贺。

乐山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胜地，人民的勤劳和大自然的造化，铸造

了乐山的古今文明。报纸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据现有资料，出现在乐山已有80余

年的历史。《乐山报业志》以这80余年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为背景，从一

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乐山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其史料价值是勿庸置

疑的。同时，她对新闻工作者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对广大读者和旅游者了解乐山、

认识乐山，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乐山报业志》收录了近、现代和当代270种报纸资料，除具备专门志书所应有的专业

性色彩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突出的地方性和较强的可读性。时代感，谓其详今略古，

主次分明，脉络清楚，近、现代以革命的进步的报纸为主，当代以党委机关报为主；地方性，

谓其所记述的都是“发生在乐山的事”或“乐山人的事”；可读性，谓其内容丰富，考据有力，

文笔流饭，图文并茂。

由于历史的原因，《乐山报业志》的资料收集虽然尚不够完备，但作为乐山第一部新闻

志，其信史地位是不会因此而发生动摇的。

是为序。

李吉荣

1997年4月11日



凡例

凡1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乐山报业的历史与现状。
’

二．本志开篇冠以概述，以大事记钩玄提要，分章、节编排，横分纵写，图片置于卷首，

图表置于有关章节。

三．记述范围为乐山市所辖17个区、市、县、自治县(市中区、沙湾区、五通桥区、金口

河区、峨眉山市、犍为县、沐川县、井研县、青神县、夹江县、丹棱县、洪雅县、眉山县、彭山

县、仁寿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撤地建市前称“全区”，撤地建市后称“全

市”。

四．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上起1911年，下限截止1995年。

五．本志采用历史纪年。涉及历史朝代变化，注明公元纪年。

本志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12月16日乐山城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对有关在世人物采用“以事系

人”的方法予以记述。

七．地名、单位、机构和官职等称谓，沿用历史通称。人名，一般直书姓名。

八．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使用规范的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年10月10日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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