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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诞生于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一-1949 年 4 月 26 日 O 它从诞生

之日起，就是一张新型的无产阶级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山西日报》创

刊 55 年来，一贯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全省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新成就、新经验，宣传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弘扬社会主义

新道德、新风尚，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批评建议，是中共山西省委指导全

省工作、教育群众、联系群众的得心应手、奋发有为的工具。它是山西省权威

性、指导性最强且影响最大的一张报纸，也是全国办得较好的省报之一。它

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个时期，都对会省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强有

力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州、推动作用。

《山西日报》在 50 多年的历程中，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经过不断

总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

《山西日报》创刊以来，始终要求编采人员站在政治家的高度，力求办成

一张旗帜鲜明的党报。明确提出，政治家办报的首要一条，就是要在政治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项报道都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在政治方向上，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

人民服务;在工作中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和

政治敏锐性O

二、重视典型报道

《山西日报》创刊之后，便把解放区报纸的典型报道当作"传家宝"和"压



2 
报似输饵"

台戏"从而使报纸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O 为了运用好这种宣传方法，

在各个时期，都要回顾、总结在典型报道方面的经段与教训，以发扬成绩，纠

正与克服错误和片面性，既防止人为地任意拔高典型，追求典型的高大会，

又反对否定典型报道的错误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典型报道健康发

展。

三、坚持指导性句可读性的结合

为把《山西日报》办成既有鲜明党性，又有新闻性、可读性、信息最大的

地方党报，历届编委会都注重打破常规，力求在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方

法上不断创新与突破。既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注意群众

的呼声，做党和人民的喉舌，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给群众以指

导，为群众服务，为群众说话，使读者对报纸的宜传感到可读、可亲、可信。密

切关注各个时期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随时捕捉新信息，掌握新线

索，及时进行报道。强化报纸的地方特色，立足山西，以大最篇幅宣传贯彻中

共山西省委及省政府的指示和工作部署，报道各个时期的工作动态，宜传山

西的成就和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优势，扩大山西的知名度，促进山西改

革开放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山西日报》有着重视版面的优良传统，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由于报纸版面能突出一个"新"字，所以在全国

有相当大的影响 ;80 年代以来，{山西日报》编委会强化夜班的编辑力囊，使

版面的编排又有发展和创新，做到精心制作标题，大事大处理和巧处理有机

结合，适用好"倒头条"编排更加舒展大方，新颖别致。凡是遇到重大事件、

重大主题、重要工作、重大节日的报道，都要从报道内容、报道形式、力量组

织、版面设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策划，收到了比较好的宣传效果。

四、扩大报道面

《山西日报》创刊 50 多年来的各个时期，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唱主

旋律的前提下，努力扩大报道面，在"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上大做文章，不断开办多种多样的专栏、专版、专刊，以增强报纸的指导

性、知识性、服务性和趣味性，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大信息景，满足各方面读

者的需求。

五、金党办报，群众办报

《山西日报》初创时，干部大多来自太行、晋察冀、大岳、普绥各革命根据

地的报社。在战争年代，报纸就和广大人民建立了生死与共、息息相通的亲

密关系。这些老报人，把革命老区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山西日报)，并贯彻

到实际工作中 O 中共山西省委一成立，当时任省委常委兼寰传部长的陶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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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同志分管报纸。在他的倡导下，原来分属太行、太岳、晋级、晋察冀各根据

地的通讯队伍和新区通讯队伍，专业新闻工作者和业余新闻通讯员聚集在

一起，沟通关系，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从而为全党办报开辟了新局面，为建

立群众性的通讯队伍打下了基础。之后，在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的主持下，

根据中央决议，于 1954 年 12 月作出《改进山西日报和山百农民报工作的

决定}，把《山西日报》由委托省委宣传部领导改为省委的一个部门，直接由

省委领导，还确定由主持全面工作的陶鲁茄分管报纸工作，使报纸可以更

多更快地直接听到和领舍省委指示精神与意阁，也进一步带动了省委所有

成员与各级党委对报纸的关心，贯彻了全党办报的方针。之后的历届省委，

都十分草视报纸工作。《山西日报》历来重视群众通讯工作，在创刊不到三

个月，便召开了工人通讯员膜谈会，社长兼总编辑史纪育提出要改进通讯

工作方法，要求更紧密地加强与通讯员的联系，并创办了内部刊物《通讯往

来}，免费赠给通讯员，加强经验交流，给予工作上的指导，还在报上公布特

约通讯员的名字。省委宣传部要求全省各地建立通讯网，从组织上加强了

依靠全党、依靠群众办报的工作。报社还提出了"走出去，请进来"的行动口

号，密切了报纸与广大通讯员的联系 o 1953 年初，在各地(市)建立了地方记

者站，加强了同各地方党委和广大通讯员的联系 O 在贯彻企党办报、群众办

报中，{山西日报》非常重视发挥通讯员的作用，全省群众性的通讯组织迅

速发展，有县级以上的通讯组，有各行各业系统的业余通讯组，整个通讯队

伍形成了网络。"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讯队伍被捕散了。 1969 年 12 月 8

日，{山西日报》恢复地方稿后，全省的通讯队伍才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

六、深入真际调蛮研究

50 多年来，{山西日报》坚持发扬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吃苦

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把这些好作风作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早在 1953

年，报社实行一年或隔年深入到工厂、农村考察报纸的制度。每次考察，都通

过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或个别访问，比较系统地搜集整理基层干部和群众

对报纸的意见，之后经过综合分析，拟订出改进报纸工作的方案。针对 1958
年"大跃进"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在 1960 年进行了六次考察，着重检查了报纸

上的"浮夸风气 1961 年，报纸开辟了《调查研究，改进作风，贯彻政策》的

栏，进行连续报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对编采人员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进行调查研究是个很好的锻炼。这次行动受到省委的重视，引起全国同行的

关注。《山西日报》领导对记者的采访作风要求严格，记者不能浮在各级领导

机关，不能抄总结材料，不能吃"现成饭"要进行艰苦的独立劳动，要用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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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和精力到现场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体会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掌

握第一手材料。《山西日报》记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曾受到《人民日

报》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多次评介和表扬。进入 80 年代，<山西日报》深入实

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扬。 1993 年底，编辑部组织百名

记者深入 118 个县(市、区)，采写重点工程建设的报道，并在一天内用四个版

的版面刊出，影响很大，效果很好。 1996 年，<山西日报》先后推出《一线写

真》、《记者蹲点记》等专栏。这些栏目的报道，都是记者深入实际生活呆写的

"三贴近"的新闻，可读性强。 1998 年 4 月，<山西日报》派出 23 名记者，分三

路深入到再就业工作最大、任务艰巨的大同、阳泉、长治三个市采访。下去之

后，他们不住宾馆，在下岗职工的家里吃、位，了解下岗职工的酸甜苦辣，并

调查当地政府和哺关部门在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上的经验，写出了真

情实感。这次采访共发稿 70 多篇，约 6 万字。这些报道，促进了下岗职工对国

企改革的理解，同时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对再就业充满了信心 O

1998 年 7 月 26 日至 28 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全国新闻助

困经检交流会在山西日报社召开。 2001 年，报社制订并实行了编辑记者联系

县(市、区)制度，明确规定:编辑、记者每人联系一个县(市、区)，全年在该县

(市、区)工作采访的时间，不得少于 15 天，及时听取读者意见，不断改进报纸

宣传工作O

《山西日报}50 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到今天的发展壮大，应归功于

中共山西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党委的厚爱与大力支持。同时，与广大通讯

员和读者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o 在此，我们向广大读者和关心本

报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对《山西日报》提出宝贵的意见。今后，我

们决心遵桶党中央有关办好党报的各项指示，在省委的领导下，继续努力，

继往开来，把《山西日报》办得更加符合党和广大读者的要求。

200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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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在硝烟中诞生

第一节 〈山四日报〉的筹办

《山四日报》是伴随着解放太原的硝烟诞生的。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进入守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山西战场的形势也在迅猛发展。华北

人民解放军在徐向前将军指挥下，继5月中旬的临扮大捷后，7月又取得晋中

战役的胜利。此后，解放军乘胜挥师北进，兵临太原城下，加紧政城的战前准

备。 10月初，太原战役第一阶段之始，即取得外围初战歼散万余人的胜利。当

时曾准备在最短时间内攻克太原。 10月 6日，中央牢委在给徐向前等的复电

中，问意太原前线委员会提出的作战方针，计划迅速解放太原。党政军民各

系统、各行业大批干部、工人等云集榆次，准备接管太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决

定在太原解放后，创办《山西日报》戒《太原日报}，责成华北局直传部和华北

人民日报社(由晋癖冀日报社和肾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组成，杖址在河北省

平山县)，紧忽组建山四日报社工作班子。确定由史纪育负资《山西日报》筹建

工作，在中共太原市委领导下进行。筹建工作开始在榆次南合流村，迁入榆

次县城后正式组成《山西日报》领导班子:史纪言任社长，杨永直任总编辑(杨

在太原解放前一天调往南京工作)，何微任副总编辑兼通讯部长，蝙辑部长周

明，电务部长何瑞亭，经理部经理鲁兮。当时日有经中共中央华~~周于9月中

旬从华北《人民日报》、《冀中导报》、《冀晋日报》和太行《新华日报》等单位调

来的编辑、记者、电务、行政人员约40人在榆次筹办《山西H报}，又从华北大

学分配来数名干部，还吸收了一批经过矩期培训的中学生，这几部分人员成

为《山西日报》筹建和创刊时的慕本干部队伍。从华北《人民日报》、《冀中导

报》等单位调来的干部， 1948年9月从平山出发，在石家庄乘坐火车到阳息，

因当时阳泉至榆次火车不遇，又步行从阳泉到达榆次，由马车拉运行李。行



前，他们请当时在平山的毛泽东主席题写报名。服计划进城创办《太原日报}，

于是他们拟了几个报名如"太原日报"、"新太原报"、"太原新报"等，供毛主席

参考，毛主席看后都不满意，随即挥笔题写了圆润通劲的"山西日报"四个字。

这是毛主席为省报趣吗报名较早的一家。毛降东主席给报纸定名称、题报头，

说明过去长期被分阳的山西，就要成为统一的山西了，需要创办全省性的报

纸。全体力、报人员为此放开了眼界，开闹了思路，深受鼓舞和启发。

1948年11月中旬，太原战役的作战部署发生变化。 11月初，国民党三十军

军长黄樵松准备起义失败。1l月 16日，中央军委电示太原前委:估计到如果太

原攻克过早，可能使早津守敌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成分别向

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敌的困难，要求太原前线部队再打一两个星期，将太

原外阁据点攻占若干，即停止攻击，就地休整，固守巳得阵地，开展政治攻势，

待平津战役发动时再攻太原。此后，依据战争全局的需要，攻击太原的时间继

镇推迟。这样就使接管太原的工作有了更充分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史

纪育领导《山西日报》筹街组及全体办报人员，认真学习华北周1948年10月 15

日作出的《关于接管太原工作的决定》和华北人民政府、解放军华北军区1948

年11月 17 日的《联合训令》、《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人员守则》等文件，

提高了对接管工作的认识。 1949年3月 5 日 -13 日，中罔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

西柏坡村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最要会议使全体办

报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和教育。大家通过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在七届工中金会

上的报告，明确了在全国胜利的周面下，党的工作童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

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城乡必须

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暗地联系起来

等一系列最要问题。在全面领会报告精神的慕础上，史纪言领导大家就如何

由根据地时期的乡村办报转向城市办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

识到:进城办报丽临着许多新的情况，读者的结构变化也很大，因此既要保持

和发扬根据地办报的优良传统，又要尽快熟悉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我们的

宣传报道和新区群众的生活经验、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将政策性的宣传报道

放在鼓要位置;围绕党在各个阶段的工作部署，加强政策和新闻业务学习，精

心组织贸传报道，这样才能完成好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赋予的新闻宣传任

务。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明确了办报的指导思想，为创办《山西日报》做了思

想 k的准备。这一思想收获，在《山四日报一九四九年办报方针》和《山四日

报》创刊之后的宣传报道中得到充分体现。参加《山西日报》创刊的记者在榆

次期间，随部队赴前线进行采访，为创刊准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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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山西H报〉的创刊

1949年4月 24 日太原解放~天，报社全体人员奉命从榆次出发，乘坐刚

刚开通的火车进入太原。由史纪市领导的新闻接管组首先在桥头街75号大

院对《复兴日报》及其印刷厂进行了军事接管，利用这盟尚且充好的印刷设

备出版《山四日报》。这盟的印刷工人在接管人员张建功、王书铭的率领下随

即整理学架，检修机器，很快做好排印报纸的准备工作。在印刷工友的积极

配合下，~山西日报》作为中共太原市委机关报，在太原解放第二天的1949年

4月 26日和读者见面了。为把胜利的消息和党的各项政策尽快传达给广大群

众，中共太原市委决定，~山西日报》创刊后赠阅主夭。当时太原街头的阅报

栏前，拥挤着争相辛苦报的人群，反映出太服解放后人民群众的欣喜和对新闻

信息渴求的心情。 ~LIJ四日报》创刊号第一版左上位置刊登了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照片。头条为新华

社悄息: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内和丰协定，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全军坚

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调扰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

人民。第一版卒报消息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北工业重镇太服，全歼守敌，活

捉孙楚、五靖国;太原战役的经过及战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

的约法八章等。第一版还发表了社论《太原市的当前任务}，将当前需要做的

事情和有关政策及时告诉广大市民群众。

4月 28 日到5月 10 日，在第四版副刊和第二版，陆娥刊费了记者从4月 20

日总攻太服开始，随解放牢在前线采写的《怒潮狂奔太原城…一解放太原特

写》、《调壁变成纸老虎》、《太原前线民工随军费城记》、《红旗到处勇士

到一一太原外回战速写》等10多篇战地小通讯己

《山西日报》的创刊，是在巾阔共产党领导下白过去的根据地乡村办报

转向城市办报的起点和思程碑，在山西现代报刊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949年9月 1 日，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山西日报》成为中共山西省委机关

报。根据中共山四省委的指示，于10月 20 日创办《山四农民》报。

从太原解放之日起，新闻接管组在编辑、出版《山西日报》的问时，按照太

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对阎锡山统治时期的报纸、通讯社、电台、书

店等新闯出版机构进行了军事接管。时任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长的史纪育，因

忙于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工作和《山西日报》的贸传报道，将新闻接管组的具体

工作交鲁兮办理。新闻接管工作从太原解放之日开始，到6月初结束，共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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