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煳然嬲闹勰
黪嘶室替惠



梅州宣传志唯姆乡嗣亘1|i专芯

梅州宣传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九一年--TJ 甜



，‘
，

量
《梅州宣传志》编纂机构

组 长：一杨英强

编纂领导小组

成 员。胡希张 李嘉尚 严 峻 古小平 杨典荣

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编 辑组

主 编：胡希张

副主编：张梓林

责任编辑：张梓林

编 辑：陈述平 张亦平

责任校对：陈述平 钟利文

广东省梅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定

审 稿：杨典荣



目

。序 言⋯⋯⋯⋯⋯⋯⋯⋯⋯⋯⋯⋯⋯⋯⋯⋯⋯⋯⋯⋯⋯⋯⋯⋯⋯⋯⋯⋯⋯⋯⋯(I)

凡 倒⋯⋯⋯⋯⋯⋯⋯⋯⋯⋯⋯⋯⋯⋯⋯⋯⋯⋯⋯⋯⋯⋯⋯⋯·⋯⋯⋯⋯⋯⋯··(3)

厩 述⋯⋯⋯⋯．_．⋯⋯⋯⋯⋯⋯⋯⋯⋯⋯⋯⋯⋯⋯⋯⋯⋯⋯⋯⋯⋯⋯√⋯⋯⋯··(4)

大事记⋯⋯．．．⋯⋯⋯⋯⋯⋯⋯⋯⋯⋯⋯⋯⋯⋯⋯⋯⋯⋯⋯⋯⋯⋯⋯⋯⋯⋯．．．⋯(8)

第一摩宣传机构⋯⋯⋯⋯⋯⋯⋯⋯⋯⋯⋯⋯⋯⋯⋯⋯⋯⋯⋯⋯⋯⋯⋯⋯⋯⋯⋯⋯(26)

第一节一建国前党的宣传机构⋯⋯⋯⋯⋯⋯⋯⋯⋯⋯⋯⋯⋯⋯⋯⋯⋯⋯⋯．．⋯·(26)

附：建国前兴梅地区县级以上党组织宣传机构负责人名单表⋯⋯⋯⋯⋯⋯(28)

第二节建国后党的宣传机构o⋯⋯⋯⋯⋯⋯⋯⋯⋯⋯⋯⋯⋯⋯⋯⋯⋯⋯⋯⋯(32)

附一；梅县地委宣传部隶属单位名单⋯⋯⋯⋯⋯⋯⋯⋯⋯⋯⋯⋯⋯⋯⋯⋯(33)

附二。梅县地委宣传部历任正副部长名单．．．．⋯⋯⋯⋯⋯⋯⋯⋯⋯⋯⋯⋯⋯(34)

附三：梅县地委宣传部各科历任正副科长名单⋯⋯⋯⋯⋯⋯⋯⋯⋯⋯⋯⋯(35)

附四：梅县地委宣传部几个时期工作人员名单⋯⋯⋯⋯

附五：梅县地委宣传系统处级单位负责人名单⋯⋯⋯⋯

附六：梅县地区各县(市)委宣传部历任正副部长名单

第二章国内宣传⋯⋯⋯⋯⋯⋯⋯⋯⋯⋯⋯⋯⋯⋯⋯⋯⋯⋯⋯⋯

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宣传⋯⋯⋯⋯⋯⋯⋯⋯⋯⋯

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宣传⋯⋯⋯⋯⋯⋯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

兰，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宣传⋯⋯⋯⋯⋯⋯⋯⋯⋯⋯⋯

一，欢庆解放、建立政权的宣传⋯⋯⋯⋯⋯⋯⋯⋯⋯⋯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宣传⋯⋯⋯⋯⋯⋯⋯⋯⋯⋯·⋯”

三．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

四，土地改革运动的宣传⋯⋯⋯⋯⋯⋯⋯⋯⋯⋯⋯⋯⋯

·········⋯···⋯···⋯(50>

················-····⋯(50>

···················⋯··(53>

···⋯····⋯⋯········(56>

⋯·⋯⋯⋯：········-·(59>

··········⋯···········(60)

⋯··········⋯········(6l>

···········：···⋯·⋯··(6I>

························(62>

‘1

．．II．■【r●．

>>>)



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64)

六、发展农业生产的宣传⋯T⋯⋯⋯⋯⋯⋯⋯⋯⋯⋯⋯⋯⋯⋯⋯⋯⋯．．．．．．(65)

七、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66)

八，党的八大精神的宣传⋯⋯⋯⋯⋯⋯⋯⋯⋯⋯⋯⋯⋯⋯⋯⋯⋯⋯⋯⋯⋯(67)

第三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宣传⋯⋯⋯⋯⋯⋯⋯⋯⋯⋯⋯⋯⋯⋯⋯⋯⋯(68)

一，整风反右的宣传⋯⋯⋯⋯⋯⋯⋯⋯⋯⋯⋯⋯⋯⋯⋯⋯⋯⋯⋯⋯⋯⋯⋯(68)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69)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宣传⋯⋯⋯⋯⋯⋯⋯⋯⋯⋯⋯⋯⋯⋯⋯⋯⋯⋯⋯⋯(70)

四． 。大跃进。运动的宣传⋯⋯⋯⋯⋯⋯⋯⋯⋯⋯⋯⋯⋯⋯⋯⋯⋯⋯⋯⋯(71)

五，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宣传⋯⋯⋯⋯⋯⋯⋯⋯⋯⋯⋯⋯⋯⋯⋯⋯⋯⋯⋯(72)

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宣传⋯⋯⋯⋯⋯⋯⋯⋯⋯⋯⋯⋯⋯⋯⋯⋯⋯⋯⋯(73)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4)

第五节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宣传⋯⋯⋯⋯⋯⋯⋯⋯⋯⋯⋯⋯⋯⋯⋯⋯⋯⋯(77)

一．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宣传⋯⋯⋯⋯⋯⋯⋯⋯⋯⋯⋯⋯⋯⋯⋯(77)

二，．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78)

三，经济改革的宣传⋯⋯⋯⋯⋯⋯⋯··j⋯⋯⋯⋯⋯⋯⋯⋯⋯⋯⋯⋯⋯⋯⋯(79)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81)
．

五，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8：3)

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84)

， 七．人口普查和计划生育的宣传⋯⋯⋯⋯⋯⋯⋯⋯⋯⋯⋯⋯⋯JB Dm Q OO(87)

第三章对外宣传⋯⋯⋯⋯⋯⋯⋯⋯⋯⋯⋯⋯⋯⋯⋯⋯⋯⋯⋯⋯⋯⋯⋯⋯⋯⋯⋯⋯(90)

第一节．对外宣传活动⋯⋯⋯⋯⋯⋯⋯⋯⋯⋯⋯⋯⋯⋯⋯⋯⋯⋯⋯⋯⋯⋯⋯⋯(90)

一．节日对外宣传活动⋯⋯⋯⋯⋯⋯⋯⋯⋯⋯⋯⋯⋯⋯⋯⋯⋯⋯⋯‘?i⋯”(91)

(1)1982年春节对外宣传活动⋯⋯⋯⋯⋯⋯⋯⋯⋯⋯⋯⋯⋯⋯⋯⋯⋯(91)
IT

(2)1 984年元宵联欢活动⋯⋯⋯⋯⋯⋯⋯⋯⋯⋯⋯⋯⋯⋯⋯⋯⋯⋯⋯(92')

=、纪念历史名人的宣传活动⋯⋯⋯⋯⋯⋯⋯⋯⋯⋯⋯⋯⋯⋯⋯⋯⋯⋯⋯(93)
’

(1)纪念黄遵宪活动⋯⋯⋯⋯⋯⋯⋯⋯⋯⋯⋯⋯⋯⋯⋯⋯⋯⋯⋯⋯⋯(93)

(2)纪念丘逢甲活动⋯⋯⋯⋯⋯⋯⋯⋯⋯⋯⋯⋯⋯⋯⋯⋯⋯⋯⋯⋯⋯(94)

三、新时期的侨务宣传⋯⋯⋯⋯⋯⋯⋯⋯⋯⋯⋯⋯⋯⋯⋯⋯⋯⋯⋯⋯⋯⋯(95)

2

●Jll，】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附

，

·

流活动⋯⋯⋯⋯⋯⋯⋯⋯⋯⋯⋯⋯⋯⋯⋯⋯⋯⋯⋯⋯⋯⋯(95)

画研究会部分作品赴港展出⋯⋯⋯⋯⋯⋯⋯⋯⋯⋯⋯⋯⋯(95)

剧团赴香港、新加坡演出⋯⋯·：⋯：⋯⋯⋯⋯⋯⋯··：⋯·：⋯·(96)

(3)梅县民歌队访问泰国⋯⋯．．．⋯⋯⋯⋯⋯．．．⋯⋯⋯⋯⋯⋯⋯⋯⋯⋯(97)

第二节对外宣传品⋯⋯⋯⋯·⋯⋯⋯⋯⋯⋯⋯⋯⋯．．．⋯⋯⋯⋯⋯⋯⋯⋯⋯⋯一(97)

一．侨报，侨刊⋯⋯⋯⋯⋯⋯⋯⋯．．．．．．⋯⋯⋯⋯⋯．．．⋯⋯⋯⋯⋯⋯⋯⋯⋯(97)

(1)《嘉应乡情报》⋯⋯⋯⋯⋯⋯⋯⋯⋯⋯．．．⋯⋯⋯⋯⋯⋯⋯⋯⋯⋯(97)

(2)<侨声》⋯⋯⋯⋯⋯⋯⋯⋯．．．⋯⋯⋯⋯⋯⋯⋯⋯⋯⋯·!⋯⋯⋯⋯．(98)

． (3)《大埔乡讯'⋯⋯⋯⋯⋯⋯．．．“．．．⋯⋯⋯⋯⋯⋯⋯⋯⋯⋯⋯⋯⋯·(99)

(4)《客家风采》⋯⋯⋯⋯⋯⋯⋯⋯⋯⋯⋯⋯⋯⋯．．．⋯⋯⋯⋯⋯⋯⋯(99)

(5)其他侨刊乡讯⋯⋯⋯⋯⋯⋯．．．⋯⋯m⋯⋯一⋯．．．．．．⋯⋯⋯⋯⋯(100)

=。音像制品⋯⋯⋯⋯⋯⋯⋯⋯⋯⋯⋯⋯⋯⋯⋯⋯⋯⋯．．．⋯⋯⋯⋯⋯⋯(100)

三．印刷品⋯⋯⋯⋯⋯⋯⋯⋯⋯⋯⋯⋯⋯⋯⋯⋯⋯⋯⋯⋯．．．．．．⋯⋯⋯⋯(100)

第四章理论教育⋯⋯⋯⋯⋯⋯⋯⋯⋯⋯⋯⋯⋯⋯⋯⋯⋯．．．⋯⋯⋯⋯．．．⋯⋯⋯⋯(102)

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教育⋯．．．⋯⋯．．．⋯．．．⋯⋯⋯⋯⋯⋯．．．⋯(1 02)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理论教育⋯⋯⋯⋯⋯⋯⋯⋯⋯．．．⋯⋯．．．⋯⋯⋯(104)

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学习．．．⋯⋯⋯⋯⋯⋯⋯⋯⋯⋯⋯⋯⋯⋯⋯(1 05)

=．过渡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05>

三，党的八大决议的学习⋯⋯⋯⋯⋯⋯⋯⋯⋯⋯⋯⋯⋯⋯⋯⋯⋯⋯⋯⋯(1 06>

第三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教育

——学习毛泽东思想⋯⋯⋯⋯⋯⋯⋯⋯⋯⋯⋯⋯⋯⋯⋯．．．⋯⋯⋯⋯⋯(106>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理论教育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108)

第五节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论教育⋯⋯⋯⋯⋯⋯⋯⋯“⋯⋯⋯⋯⋯⋯(1 1 0)

一．真理标准的讨论⋯．．．⋯⋯．．．⋯．．．⋯⋯⋯⋯⋯⋯⋯⋯⋯⋯⋯⋯⋯⋯⋯(1 1 0)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学习教育⋯⋯⋯⋯⋯(1 1 1)

三，经济理论的学习⋯⋯⋯⋯⋯⋯⋯⋯⋯⋯⋯⋯⋯⋯⋯⋯⋯⋯．．．．．．⋯⋯(1 1 1)

四，《邓小平文选》的学习⋯⋯⋯⋯⋯··j⋯⋯⋯⋯⋯⋯⋯⋯⋯⋯⋯⋯⋯(112>

五，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1 1 3>

3



第六节党员教育⋯⋯⋯⋯⋯⋯⋯⋯⋯⋯⋯⋯⋯⋯⋯⋯⋯⋯⋯⋯⋯⋯⋯⋯⋯(115)

一、社会主义改造对期的党员教育⋯⋯⋯⋯⋯⋯⋯⋯⋯⋯⋯⋯⋯⋯⋯⋯(115)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员教育⋯⋯⋯⋯⋯⋯⋯⋯⋯一⋯⋯⋯⋯(1 16) 摹

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鬏的党员教育⋯⋯⋯⋯⋯⋯⋯⋯⋯⋯⋯⋯⋯⋯⋯(117)

嚣互窀盘传强氲⋯⋯⋯⋯⋯⋯⋯⋯⋯⋯-．．⋯⋯⋯⋯⋯⋯⋯⋯⋯⋯⋯⋯⋯⋯⋯⋯f 1 19)

第一节建昌前党的宣传队伍⋯⋯⋯⋯⋯⋯⋯⋯⋯⋯⋯⋯⋯⋯⋯⋯⋯⋯⋯⋯(1 19)

第二节建国后党的宣传队伍⋯⋯⋯⋯⋯⋯⋯⋯⋯⋯⋯⋯⋯⋯⋯⋯⋯⋯⋯⋯(120)

一、专项宣传领导机构成员⋯⋯⋯⋯⋯⋯⋯⋯⋯⋯⋯⋯⋯⋯⋯⋯⋯⋯⋯(1 20)

(1)梅县地委对外宣传小组⋯⋯⋯⋯⋯⋯⋯⋯⋯⋯⋯⋯⋯⋯⋯⋯⋯(I 20)

附：各县(市)委对外宣传小组领导成员名单⋯⋯⋯⋯⋯⋯⋯⋯(121)

(2)梅县地委理论工作小组⋯⋯⋯⋯⋯⋯⋯⋯⋯⋯⋯⋯⋯⋯⋯⋯⋯(I 21)

(3)梅县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1 21)

(4)梅县地区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121)

=，专职宣传队伍⋯⋯⋯⋯⋯⋯⋯⋯⋯⋯⋯⋯⋯⋯⋯⋯⋯⋯⋯⋯⋯⋯⋯(122>

表一：地，县(市)委宣传部各时期在编人数统计表．．．⋯⋯⋯⋯⋯(123)

表=：各县(市)区(镇)党委宣传干部各时期在编人数统计表⋯(124)

表三：梅县地委宣传系统各单位各时期在编人数统计表⋯⋯·⋯⋯“(1 25)

表四：各县(市)文化系统各时期在编人数统计表⋯⋯⋯⋯⋯⋯⋯(126)

表五：各县(市)广播电视系统各时期在编人数统计表⋯⋯⋯⋯⋯(1 27)

表六：各县新华书店各时期在编人数统计表⋯⋯⋯⋯⋯⋯⋯⋯⋯⋯(128)

表七：地，县(市)专业理论工作干部各时期人数统计表⋯⋯⋯⋯⋯(1 29)

表八：梅县地区对外宣传干部1987年人数统计表⋯⋯⋯⋯⋯⋯⋯⋯(130)

表九：各县(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宣传干部各时期人数统计表⋯⋯(131)

+兰、业余宣传队伍⋯⋯⋯⋯⋯⋯⋯⋯⋯⋯⋯⋯⋯⋯⋯⋯⋯⋯⋯⋯⋯⋯⋯(1 32)
●

(1)土改宣传员⋯⋯⋯⋯⋯⋯⋯⋯⋯⋯⋯⋯⋯⋯⋯⋯⋯⋯⋯⋯⋯⋯(1 32)

．
(2)报告员⋯⋯⋯⋯⋯⋯⋯⋯⋯⋯⋯⋯⋯⋯⋯⋯¨．．⋯“．．．．⋯⋯⋯⋯(132)

．

附：兴梅地区各县宣传网统计表⋯⋯⋯⋯⋯⋯⋯⋯⋯⋯⋯⋯⋯(133)

(3)冬学工作队⋯⋯⋯⋯⋯⋯⋯⋯⋯⋯⋯⋯⋯⋯”⋯⋯⋯⋯⋯·⋯⋯(I 33)

(I 4)业余文艺宣传队⋯⋯⋯⋯⋯⋯⋯⋯⋯⋯⋯⋯”⋯⋯⋯⋯⋯⋯一“(133)

4



’

．

。
(5)业余理论辅导员⋯⋯⋯⋯⋯⋯⋯⋯⋯⋯⋯⋯⋯⋯⋯⋯⋯⋯⋯⋯

+

(6)社会科学学术团体⋯⋯⋯⋯⋯⋯⋯⋯⋯⋯⋯⋯．．．⋯⋯⋯⋯⋯⋯

l I ’

附：梅县地区社会科学学会、协会，研究会情况统计表⋯⋯．．：
I

k 第六章宣传设施⋯⋯⋯“一⋯⋯⋯⋯”⋯⋯⋯⋯⋯⋯⋯⋯⋯⋯⋯⋯⋯⋯⋯⋯⋯⋯
■·

第一节新闻报刊⋯⋯⋯⋯⋯⋯⋯⋯⋯⋯⋯⋯⋯⋯⋯⋯⋯⋯⋯⋯⋯⋯⋯⋯⋯

一、《兴梅日报》⋯⋯⋯⋯⋯⋯⋯⋯⋯⋯⋯⋯⋯⋯⋯⋯⋯⋯⋯⋯⋯⋯⋯

二，《梅江报》⋯⋯⋯⋯．．．⋯⋯⋯⋯⋯⋯⋯⋯⋯⋯⋯⋯⋯⋯⋯⋯⋯⋯⋯

三、《嘉应文学》⋯⋯⋯⋯⋯⋯⋯⋯⋯⋯⋯⋯⋯⋯⋯⋯⋯⋯⋯⋯⋯⋯⋯

附：各县(市)文艺期刊情况统计表⋯⋯⋯⋯⋯⋯⋯⋯⋯⋯·⋯⋯“

第二节图书发行⋯⋯⋯⋯⋯⋯⋯⋯⋯⋯⋯⋯⋯⋯⋯⋯⋯⋯⋯⋯⋯⋯⋯⋯⋯

附：全区新华书店情况统计表⋯⋯⋯⋯⋯⋯⋯⋯⋯⋯⋯⋯⋯⋯⋯⋯

一一 第三节广播电视⋯⋯⋯⋯⋯⋯⋯⋯⋯⋯⋯⋯⋯⋯⋯⋯⋯⋯⋯⋯⋯⋯⋯⋯⋯

第四节嘉应音像公司⋯⋯⋯⋯⋯⋯⋯⋯⋯⋯⋯⋯⋯⋯⋯⋯⋯⋯⋯⋯⋯⋯⋯

第五节专业文艺⋯⋯⋯⋯⋯⋯⋯⋯⋯⋯⋯⋯⋯⋯⋯⋯⋯⋯⋯⋯⋯⋯⋯⋯⋯

I 一．广东汉剧院⋯⋯⋯⋯⋯⋯⋯⋯⋯⋯⋯⋯⋯⋯⋯⋯⋯⋯⋯⋯⋯⋯⋯⋯

． 二．梅县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附：梅县地区文联各协会情况统计表⋯⋯⋯⋯⋯⋯⋯⋯⋯⋯⋯⋯⋯

三。兴梅文工团⋯⋯⋯⋯⋯⋯⋯⋯⋯⋯⋯⋯⋯⋯⋯⋯⋯⋯一⋯⋯⋯⋯⋯·

} 四．梅县地区山歌剧团⋯⋯⋯⋯⋯⋯⋯⋯⋯⋯⋯⋯⋯⋯⋯⋯⋯⋯⋯⋯⋯

五．梅县地区民间艺术团⋯⋯⋯⋯⋯⋯⋯⋯⋯⋯⋯⋯⋯o⋯⋯⋯⋯⋯⋯

六，梅县专区汉剧团⋯⋯⋯⋯⋯⋯⋯⋯⋯⋯⋯⋯⋯⋯⋯⋯⋯⋯⋯⋯⋯⋯

七，梅县地区戏剧学校⋯⋯⋯⋯⋯⋯⋯⋯⋯⋯⋯⋯⋯⋯⋯⋯⋯⋯⋯⋯⋯

第六节社会文化设施⋯⋯⋯⋯⋯⋯⋯⋯⋯⋯⋯⋯⋯⋯⋯⋯⋯⋯⋯⋯⋯⋯⋯

●
一，梅县地区电影公司⋯⋯⋯⋯⋯⋯⋯⋯⋯⋯⋯⋯⋯⋯⋯⋯⋯⋯⋯⋯⋯

。 ⋯， 附：全区电影设施情况统计表⋯⋯⋯⋯⋯⋯⋯⋯⋯⋯⋯⋯⋯⋯⋯⋯

· =．梅县地区群众艺术馆⋯⋯⋯⋯⋯⋯⋯⋯⋯⋯·⋯⋯⋯⋯⋯⋯⋯．．．⋯”

附：全区县以下文化局，文化馆(站)情况表⋯⋯⋯⋯⋯⋯⋯⋯⋯

·三．县图书馆，博物馆⋯⋯⋯⋯·⋯⋯．．．⋯⋯⋯⋯⋯⋯⋯⋯⋯⋯⋯⋯⋯”

附：全区图书馆情况统计表⋯⋯⋯⋯⋯⋯⋯⋯⋯⋯⋯⋯⋯⋯⋯⋯⋯

(1 34>

(134)

(1 35)

(1 37)

(1 37)

(138)

(1 38)

(1 39)

(139)

(1 40)

(t40)

(144)

(1 45)

(145)

(1 46)

(149，

(149)

(150)

(151)

(152)

(1 53>

(154>

5

)))

7

8

8

4

4

4

1

l

l，一，，～，一，



全区博物馆情况统计表⋯⋯⋯⋯⋯⋯⋯⋯⋯⋯⋯⋯⋯⋯⋯⋯⋯

四．梅县地区演出公司⋯⋯⋯⋯⋯⋯⋯⋯⋯⋯⋯⋯⋯⋯⋯⋯⋯⋯⋯⋯⋯

附；全区剧场、影剧院情况统计表⋯⋯⋯⋯⋯⋯⋯⋯⋯⋯⋯⋯⋯⋯

全区剧场分布图⋯⋯⋯⋯⋯⋯⋯⋯⋯⋯⋯⋯⋯⋯⋯⋯⋯⋯⋯⋯

繁七毫人物传⋯⋯⋯⋯⋯⋯⋯⋯⋯⋯⋯⋯⋯⋯⋯⋯⋯⋯⋯⋯⋯⋯⋯⋯⋯⋯⋯⋯

张剑珍⋯⋯⋯⋯⋯⋯⋯⋯⋯⋯⋯⋯⋯⋯⋯⋯⋯⋯⋯⋯⋯⋯⋯⋯⋯⋯⋯

程严”···”··“一“⋯·”⋯“⋯⋯·⋯⋯⋯⋯”一⋯“““⋯⋯··⋯·⋯”·⋯··

陈穆民⋯⋯⋯⋯⋯⋯⋯⋯⋯⋯⋯⋯⋯⋯⋯⋯．．．⋯⋯⋯⋯⋯⋯⋯⋯⋯⋯

蓝亚梅⋯⋯．．．⋯⋯⋯⋯⋯⋯⋯⋯⋯⋯⋯⋯⋯⋯⋯⋯⋯⋯⋯⋯⋯⋯⋯⋯

陈晓凡”⋯一⋯⋯⋯⋯⋯⋯⋯⋯⋯⋯⋯⋯⋯⋯⋯⋯⋯⋯⋯⋯⋯⋯⋯⋯”

■后话⋯⋯⋯⋯⋯⋯⋯⋯⋯⋯⋯⋯⋯⋯⋯⋯⋯⋯⋯⋯⋯⋯⋯⋯⋯⋯⋯⋯⋯⋯

6

· ：

●‘{

)))))))))))

4

5

6

7

7

8

9

9

O

I

5

5

5

5

5

5

5

5

6

6

l

l

l

l

l

l

l

l

l

l，_，((((((((【，_，



序

杨英强

士
日

23年掀开历史第一页算起，已经有60多个年头了．在这半

宣传机构之变更，宣传人员之变换，都是非常之大的；而

分散。建国前的史料更是寥若晨星．将60多年的宣传工作

纂修成志，是一项浩大而艰难的工程．值得高兴的是，从1 986年元月开始，经过5年的努

力耕耘，《梅州宣传志》终于成书．对于长达60多年的梅州市宣传工作来说，它远不是完

整无缺的，但它是严肃可靠的；它只是原始形态的，因而也是近乎史实的，内容比较丰

富，值得学习，研究．。
’

一

●

一《梅螂宣传志》既是史料书，也是关于宣传工作的教科书，我们可以。温故而知新”，

从中悟出许多有益于今天宣传工作的道理来． ．

这部《梅州宣传志》告诉我们，IH称兴梅地区的梅她市，从建立党组织开始，党的工

作中就有宣传工作，党的组织中就有宣传机构．风雨变迁60多年，万变中有不变：党的宣传

工作始终存在，党的宣传机构始终存在．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宣传

工作都起着巨大的引导作用．鼓舞作用和保证作用．在改革开放年代，宣传工作的这些作

用不是可以减弱了，而是亟待加强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矛

盾，某些人极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酷事实。就是这样告诫我们的．宣传工作的全部历

史事实雄辩地说明，党的宣传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每一位宣传工作者都应该

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增加光荣感和自豪感，增强事业心和责任心，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度自

觉的，不屈不挠的宣传工作者．

宣传事业是党的事业，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梅州市的党组织，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围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个中心开展宣传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围绕巩固政权，建设四化这个中心开展宣传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围绕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展宣传工作，从而发挥了宣传部门应有的作用，做出了历史

性的贡献．这里，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党的宣传工作是党的整个工作这部机器中的一

个部件，它只能在协调地参与整部机器的运转中发挥其功能作用，离开整部机器，它埂是

～堆废铁；自觉地服从予、服务于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总任磐，宣传工作才能

l



发挥重要作用，才能避免犯大的政治性错误．当然，这样做了

在党内出现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

。左。的东西．既有宣传的一面，也有抵制的一面；宣传有程

不同，．这里，给予了我们进一步的启示；宣传队伍的政治素质

我们从<梅州宣传志》中看刭，建国前．宣传干部是活跃

客是深入到群众心坎上的，因而，那时的宣传工作具有那群大

力l 50年代．宣传工作还基本上保持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

。机关化。多了， 。群众化。少了．予是，苍白无力的。。隔靴

众对宣传的一些逆反心理的产生，与此也不无关系．宣传工作

威力在于植根群众． 。到群众中去!。历史在这样呼唤．

梅州市宣传工作的先驱者们，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提着脑袋’千宣传，掮着米袋去宣

传，凭着嘴巴搞宣传．就是到了建国初期，也还是靠。穷对付’搞宣传．但是，他们的宣传

热情是那样饱满、那样高昂，宣传活动是那样有声有色，那样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他们为

革命宣传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谱写出感人肺腑的宣传篇章．今天，宣传

工作的环境和宣传工作的条件，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倍!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被。条

件论。、 。困难论’捆住手脚．当然，时代不同了，宣传队伍需要相应加强，宣传条件应

当不断更新改善，宣传手段应该逐步现代化。但现在更加需要的是弘扬一种精神，弘扬过

去那种旺盛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重视对宣传队伍自身

的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来就是全党的工作，而不只是宣传部门的事． 。书

记挂帅，全党动手，部门专管，各方协作。。这是80多年宣传工作的基本工作方法，其精

神今天也无疑是适用的。

有人建议把《梅州宣传志》规定为宣传干部必读，全市宣传部门的所有同志都应

该好好读一读，今后新调迸宣传部门的同志首先应该读一读。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完

全赞成．
·

这部《梅州宣传志》，是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全市各级宣传部门的热情关怀和

支持下完成的，胡希张、张梓林，张亦平，李嘉尚、陈述平．杨典荣等同志，都尽极大的

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我作为一个宣传工作者．向他们、向

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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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923年兴梅地区兴起农民运动，开展党的宣传活动起，下限至

起改为梅州市，因而本志称《梅州宣传志》，内文仍依照当时

行政区划名称表述．

三、本志根据。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横排纵写、纵横结合，以事系

埘，以史实为基础，以资料为依据，用述、记，传、图．表、录六秭体裁，以志为主，配

以图．表说明，以叙事文体按章、节，目编写．

四，本志结构．根据。详异略同”的原则，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志中设：宣传机

构、国内宣传，对外宣传和理论教育等章节；节宋设附录．对于宣传部门所属的文化艺

术．广播电视、新闻报刊，图书发行等宣传事业，由各专业志各自详尽记述，本志只从队

伍和设施上综述，以如实反映本地党的宣传工作之历史和现状．

五，志中有关历史纪元的记述，使用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括号加注公元；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梅县地区委员会，简称。梅县地委。；中国共产党梅县地区委员会宣传部，简

称。梅县地委宣传部’(。X X县委宣传部’亦同)．。党的领导”，。党的宣传工作”是指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领导下的宣传工作，各级党委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

六．本志根据梅县地区档案馆．梅县地区党史办公室，汕头地区档案馆、梅县地委宣

传部资料室，各县县委宣传部编志人员及地直宣传系统有关人员和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老

同志提供的书面和口碑资料进行遴选入志，行文不注出处．本书手稿及有关资料存于中共

梅升l市委宣传部．
。

七、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编写本志人物传．立传入物主要是本籍的，已故的，在

党的宣传工作中有过卓越贡献和较大影响的人物．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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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民国12年(1923年)，兴梅各地农民运动兴起

兴梅各地相继建立中共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宣传

年的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宣传工作者为

动，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群众．动员群

军，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

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一) 。

～C

。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唤起了兴梅山区工农群众的觉醒．民国

1 2年(1 923年)五华、大埔，梅县等县在广州，北京等外地求学的进步学生古大存、蓝裕

业等人向家乡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新思想。民国1 3年(1924年)海丰农民运动骨干杨其

珊、赖颂琪回到五华．兴宁等地组织农民运动，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农民运动。

民国14年(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先后两次来到兴梅。东征军中

的共产党员积极传播-SN主义，点燃革命火种．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兴梅各地建立了

中共党组织。在以后的斗争中，党的组织中逐步设置了党的宣传机构，李仁华．古淑琴、

彭在旋等分别为梅县，五华、丰顺的第一任县委宣传部长(千事)。在中共党组织的直接

一 领导下，各地纷纷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

青年学生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铲除军阀的群众性宣传运动。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径，中共党组织先后在大埔

茶阳、梅县、兴宁举行武装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民国19年(1 930年)5月，东江苏维埃

政府成立，建立起红十一军，中共党组织率领广大党员．红军战士和工农革命分子在敌人

的反动统治区里，在红色根据地里，在工农群众中，在红军部队里，开展政治宣传攻势，

捅现出张剑珍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宣传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党的宣传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兴梅各地中共党组织高举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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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兴梅各县广大爱国志士，先进青年．学生．工农大众，纷纷组织抗日救亡群众团体，

深入城镇，农村，以夜校，书店．刊物为阵地，开展各种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同时，组织

文艺宣传队，开展抗日救国文艺宣传活动，或进行文艺义演．书画义展，将募捐所得，慰

劳前方抗日将士．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抗日救国
●

运动．
．．

，
。

． 解放战争时期．兴梅各地中共党组织在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中，重视运用宣传武器，对

敌加强政治攻势，对群众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粤东地委．东江特委．潮梅特委以及各边县

委领导的武装部队，在做好部队自身的政治学习教育工作的同时．动员组织广大攫r战员担
二

负党的宣传任务，开展对敌宣传和深入敢后白色区域开展群众宣传；在梅．埔．车，梅．

蕉．平．兴和梅，兴．丰．华等游击区开展人民解放宣传活动，动员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一一
⋯

， t、． 。。

’
。’。

(=)
●

- 。

建国后．中共兴梅地委刚由农村进到城市，就完善和加强了党的宣传机构．地委宣传

都和梅县．蕉岭．大埔．丰顺．五华．兴宁．平远等县委宣传部都配备了部长．地、县委

宣传都协调各方面宣传力量．组织百万群众投身欢庆解放．减租减息．清匪反霸．镇压反

革命等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政治宣传运动r组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运动，配合社会

主义改造任务．开展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城市工商业改造及。三反。．一五反。政治运动的

宣传；组织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宣传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建国后三年多的
●

宣传工作深入人心，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和詹赖．从f952年8月兴梅专署撤绡至l 965

年5月．兴梅各县先后归属粤东地区和汕头专区．在这期间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里，先后开展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 。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和社

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在地．县机关干部中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组织整风学习；开

展党员教育活动，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著作)等宣传理论教育

活动．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为党的中心运动服务，范围广，

规模大，声势猛，形式多，深入持久，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激发政

治热情，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全面发

展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错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宣

传工作上的浮夸风．。共产风”． 。假．大．空”和形式主义，对党内出现的。左”倾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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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j使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崇高威信受到影响和损害．

L 965年5月梅县专区建立后，在梅县地委领导下，宣传机构进一步完善，

一步壮大．宣传设施有所发展，宣传部门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组织群

席著作，开展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禄．学自求恩．学张恩德等先进模范人

引导人们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 966年。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一哄而起，造反，批判．斗争，夺权，梅

党政预导机关被冲击而瘫痪，宣传机构职能消失。形成全民搞。四大。(即：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全民搞宣传．1968年3月梅县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内设宣传办公

室，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员，开展。反修防修”， 。斗私批修。、r

酱反毛泽东思怨运动，为。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1973年地．县宣传部恢复建制后．臣

绕。．}．批．改。．批修整风．普及样板戏，“批林批孔”， 。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等组织和开展一系列学习．宣传活

动．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理论．错误方针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必然带来这一时规

宣传工作的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形式主义的宣传．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宣传和对领袖人

物的神化宣传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给国家和民族留下遗患．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

来了宣传工作的春天．梅县地区为了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调整充实了地委宣传都的人

员，重视发挥宣传部的职能作用，并先后成立了地委对外宣传小组和地区社会文化管理委

员会，恢复了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地、县宣传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冤．假．．

错案平反，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宣传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文化艺术．广播电

视．新闻报刊．图书发行等宣传事业，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干部群众克服轻视思想政

治工作的错误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开展国内宣传、对外宣传和

理论教育等宣传工作，开创了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新时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国内宣传工作重新获得群众的欢迎．揭露批判。四人帮。罪行，‘宣传党的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宣传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宣传经济体制改革和开展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宣传部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以求宣传工

作有的放矢，宣传形式多样，方法灵活，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欢迎和接受．进一步激发了他

们积极投身拨乱反正．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热情．

对外宣传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弓I下，梅县地委重视发挥梅县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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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华侨之乡’、 。文化之乡。和。足球之乡。的优势，加强对外宣传力量，部署对外宣

传工作．番1】用传统节la开展民间文化活动，吸引众多的海外乡亲(侨胞，港澳同胞．台湾

同胞和外国籍客属华人)前来探亲，旅游，联欢联谊；举办纪念历史名人的宣传活动，邀

请海外乡亲参加，扩大对外影响；组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带去家乡情，牵动赤子心，促

进联谊工作．同时，加强对外宣传阵地建设，创办．办好侨刊乡讯，制作出一批对外宣传

品．对外宣传工作有效地沟通了乡情侨情．激发了海外乡亲的热心桑梓，建设家乡的赤子

情．

理论教育工作取得可喜的突破．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左。的禁钢，促进了干部群

众的思想解够．也创造了理论教育工作的生动活泼局面．从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学习《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稿选编》，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贝Ij，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的教育，采取党委领导，系统分管．基层落实的组织管理形式，运用内容统一，方法灵活

的实施办法，使干部群众较自觉地参加理论学习，全区出现了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

式．多种方法的理论教育新局面·出现了敞开思想．联系实际，深入讨论．有的放矢解决

实际问题的良好学习风气，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

从理论上认清新时期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实践，大大推动了全市社

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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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1 2年(1 g 2 3年)

1923年至1924年间，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求学的进步学生古大存．宋青．蓝裕

业．张善铭．杨广存．杨雪如等人，利用与家乡书信往来．寒暑假回乡的机会，传播进步

书刊，宣传革命，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 ．

是年．海丰县农会副会长杨其珊(五华安流人)和古兆容等人回到五华，开展农运宣

传活动．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组织农会．
‘

民国1 3年(1 9 2 4年)

秋．赖颂祺(兴宁人>被彭湃委任为潮梅农运特派员^回到兴宁，与卢惊涛一起深入

刁坊．宁新等地向农民宣传农运，宣传革命，’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
，

民国1 4年(1 9 2 5年)

3月18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东征军第一次抵达兴梅．东征军

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宣传东征意义，同时．

传播马列主义，播下革命种子．

3月30日，东征军和广大群众在兴宁县大坝里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

4月15日·周恩来在梅县东校场向学校师生和广大群众作政治形势报告，宣传马列主

义．’

4月·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魏宗元(五华人)等四人回到兴梅地区发动农民组织农

会，开展农运宣传．传播马列主义．

是年，古大存等创办<春雷》刊物．

民国1 5年(1 9 2 6年)

春，梅县召开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县总工会，举办工人夜校，开展民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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