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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国民党第五战

区司令长官部政治

部主办的《阵中日

报》。

o中共地下党员

何基沣任军长的国

氏党七十七军创办

的Ⅸ七七周报*。

o国民

党第五战

区司夸长

官部文化

工作委女

会主办

的、为中

共地下完

控制的

《鄂北日

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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々中共江汉区委

主办的《江汉报》、

Ⅸ江汉日报*。

8 1941年在随县

南白兆山广家冲毡

帽蹿的新四军第五

师《挺进报"印刷

厂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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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980-'$-7月复刊

的Ⅸ襄阳农民报*，

1984年4月复刊的Ⅸ谷

城报"，1984年10月

1日创刊的“随州

报》。

o《晨阳报》1 982

年8月15日第一版版

面，获全国好版面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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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979年9月10日

“襄阳报》创刊30周
年，报社隆重举行

庆祝大会。地委，行

署、军分区自责人王

耀、韩永昌等到会祝

贺，会后他们深入报
社印刷厂车问检查指

导工作。

审《进城*

裁1983年11

月9日“襄阳

报"。在奎国

新闻摄影优

秀作品展览

中入选。

o l 982年8

月13日至26

日，襄阳报杜

社长杨云胜券

加中国记协代

表团访问罗马

尼亚。围为代

表脚同志参加

罗马尼亚国庆

盛典。

宙



D “要争第一" 载

1984年12月27日“襄阳

报*，获全国新闻摄影

表扬奖。

々“焚章

属于人民》

载1985年11

月7日“襄樊

日报"，摭湖

北省新闻摄

影作品二等

奖，在全国

新闻摄影优

秀作品展览
中八连。

仓《天伦之乐》鼗l 981年

5月】9日“襄奖日报"，获

湖北省新闻摄影表扬奖。



6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

1979年襄阳地区夏

粮获得空前丰收。

罔均夏粮丰收画

刊。



{霉嚣§。磊：≈吩缓笏

毒带彩强：强缘儿让籀够磬般
璃箍。zi，，匆；’砭訾箍

7磅}赣豫霸端爨薯缚移臻嚣磐够
警缝赣黪。磐多私7氍譬毓8鬻穗耱

口1 959年7月《爰阳报》开辟的

《万事通h专栏，在群众中产生了

广泛而深刘的影响。

母土改后南漳县甘t￡乡柱会

副主斥李是明产生“革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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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地区第一部报业志——《襄樊报业志》编纂

成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

·

襄樊历史悠久，地处汉水中游，历来是鄂西北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襄樊地区报业发展虽晚，但

建国前后所办报纸数量仍很可观。

襄樊新闻界热心修志的同志，不辞辛劳，广征博

览，实事求是，编纂出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强烈的时

代性和突出的行业性的专志。．“志属信史”。《襄樊

报业志》记叙了襄樊地区本世纪1919年至1985年报业

发展状况，收录了建国前后8 0多种报纸资料，按照
， “详今略古，，的原则和志书体饲，横分纵写，寓褒贬

于叙事之中。这部志书，引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文字朴实，揭示了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这不仅对从

事新闻工作的同志有借鉴作用，其他读者也能从中得

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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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多年前，我曾在襄樊地区工作过，那里的山

水，那里的人民，至今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襄樊报

界的同志要我为即将出版的《襄樊报业志》写篇序

言，我借此机会，谨向和我．-起工作过的老战友、老

同事问好，向襄樊人民问好，并衷心祝愿襄樊人民把

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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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30日于天津

注：梁斌系我国著名作家、原中共襄阳地委宣传
j

． 部部长、襄阳报社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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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力求反映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报业特色o
’ 二，本志取事上起f919年，下至1985年。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

体以及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写，图、表随文

穿插。 -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引用的史料凡涉及中华民国纪

年一律改为公元纪年。地名使用原名称。

五，原中共襄阳地委机关报《襄阳报》，数易其名，先

后用过《襄阳日报》、《襄阳报》、《新襄阳报》三个报

．名，本志除在《大事记》、《襄阳报》一节、《附录))和有

关表格中对其分别称谓外，均以《襄阳报))称之。

六，史家通例，不为生入立传。鉴于本地区报业实际情
况，本志不设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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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19年至1985年)

1 9 1 9年

‘

7月，随县觉剑社创办《觉剑》，为周刊，鼓动反帝反

壹于建。1920年7月停刊。 一 ，

。

1 9 2 5年

夏秋之交，襄樊学生联合会创办((襄樊学生》，开展反

啼爱国宣传鼓动工作。初冬， 《襄樊学生》停刊。

1 9 3 8年
’-

一

11月，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

文化工作委员会，接办了国民党襄阳县党部主办的《鄂北日

报》，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兼任报社社长，胡绳任总

编辑。 。。
。

11月，·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

．王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在随县长岗店创办《大洪报》，陶

鲂任总编辑。1939年5月，《大洪报》停刊。 ，

‘

一

1 9 3 9年 ．

春节后，中共鄂西北区委在襄樊建立新华日报鄂北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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