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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哟!965年《宜宾日报》的编采人员开展军事野营
训练。

图为《宜宾日报》社职工利用机关空地种植的棉花

获得丰收。(1965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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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宾一金沙I汪、岷汪，长江三社汇流而簇拥出来的_颗明
珠。长江从这里浩荡东进，被誉为万里长：江篇一城，捌{I滇黔
要冲，古称西南攀壁。1986年；被国务院命铉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 ．

．

、·、， ，．

宜宾不愧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在现代大文化中异军突

起的新闻事业，扎根在宜宾这片沃土上，历经了风风雨雨和曲

折历程，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早在辛亥薄命前，这里就有

了“新闻纸”崭露头角，1912年，同盟会创办了《；i日新报》，这

在川南地区，是正式出版较早的报纸。随后，各个阶层、各个团

体，各种政治势力，相继办报办刊，纷纷登台表演j据不完全统

计，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前30多年间，办过各种报纸49种、期刊

42种、通讯社3个。．然而；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它们的命运

都只能是昙花一现。·般办报办刊时间，最长的不过八九年，

最短的只有一个月．期发数每家报刊不过数百份，最少∞仅有

100多份，进步的报刊要遭烈反动当局的扼杀，f反动的报刊当
然受到读者的抵制。因而不论何种性质的报刊，总是此起彼

伏；耐办时停，浮沉更迭，极不稳定。t ‘

对于新闻宣传的巨大作用，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旱在二

十年代初期，宜宾的地下党人或进步人士，就利用渤种关系，

创办社团，出版刊物，开展公开的和隐秘的斗争。．1昭4年春，宜

宾地下党的创始人郑佑之，在宜宾北路宣传国民会议时，就把
报刊上有关国民会议的文章剪虿来，‘装订戒册，在青年中传

1



阅，他给赵一曼写信，希望她“努力宣传国民会议”，将来在国

民革命中做卢森堡式的人物，打倒封建迷信，实现妇女及整个

劳苦大众的解放。
‘

反动阶级也很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层层设

立“宜宾新闻检查室”，对新闻进行检查、扼杀，对进步新闻工

作者进行绑架、逮捕直至杀害；另一方面，他们也直接出面或

闯接出钱，创办种种报刊，强奸民意，欺骗舆论．
1949年10月1目，新中国建立。从此，人民的新闻事业进入

了蓬勃发展、兴旺发达的崭新时期。报纸刊物成为党、致府和

人民群众的喉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韵有力工具．1950

年，宜宾军管会办过短时期《新宜宾报》，随后，各县市委都

陆续创办报纸，作为党委指导工作。交流情况的重要工具，一

时问各种报纸达17种之多，期发数一般每报都在数百至数千

份之阐。直至1952年《宜宾日报》(开初为《宜宾农民》报)

正式创刊，为了集中力量办好地委机关报，才撤销各县市报，

集中人员加强《宜宾日报》队伍和各县市委通讯站(有的是

通讯干事)的建设。报纸减少了，发行量却显著增加。《宜宾日、

报》最多期发数达5万余份，大大超过过去数十家报纸发行量

的总和。政令统一，质量提高。党报在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中

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崇高的威信。
+‘

1971年，《宜宾日报》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停刊。虽然没

有了地方报纸，但是，新闻宣传并没有放松。一方面，加强省报

的发行，强调一个声音；另一方面，强化地j县报道组，一时间，

地区报道组增加到六七人，县市报道组也有两三人。他们的主

要任务，就是担负《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联、

组稿、撰稿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加强和改

2



进了报道工作，地委成立新闻科，配备专职新闻干部；县、市设

置报道组，明确了编制级别。同时各县、市还加强了广播台、站

的建设。+除各县市广播站外，建了区、乡广播站376个，人户喇

叭达30万只以上。 ：．+：

1988年7月1日，随着党的十一橱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

彻落实，各地、市报纸陆续恢复出版，《宜宾日报》经过几年

的酝酿筹备，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开始恢复试刊。从

周一刊到周二、周三、周四、周六、周七刊，足足经历了五年半

时间；期发数也由不足1万份，陆续增加到3万多份，在此前后，

各地属厂矿、地级有关机关和学术团体、部分县市曾相继出版

；50多种内．部报刊。1994年经清理整顿后保留了36种。各种内

部报刊期发总量超过10万份，覆盖各个厂矿、各种行业，已成

为宣传鼓动和业务工作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从事新闻工

作的专业和从业人员，包括地、县、市各级电台、电视台、广播

站、报道组等等，已达1000多人。这是一支训练有素，能打硬仗

的队伍，不仅常年坚持在新闻写作战线上，立场坚定，旗帜鲜

明，勤奋务实，埋头苦干，而且不断向外输送人才，有不少人成

为了能写会干、勤政务实的党政领导干部。

伴随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印刷业、广告业等等，在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全区国有印刷

企业已发展到14个、集体印刷企业59个，印刷行业职工达3000

余人，印刷条件从最初的石印、活字铅版印刷到激光照排，胶

版印刷和彩印，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印刷质量明显改善。《宜

宾日报》社所属宜宾地区印刷总公司，不仅取得承印公开刊

物的许可证，能够承担报刊、书籍、画册等重大印刷业务，而且

印刷质量、承印书刊多次受到省上的奖励表彰。

3



!从1912@z蛩]1994年，j宜宾地区的新闻事业已经经历了83

个春秋。风云变幻，历史坎坷，径避风风雨雨的历程，宜宾的新

闻事业终于发展到了今天这个生气勃勃的可喜局面．展望未

来，前程似锦。我们坚信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藉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指导下，、只要全体同仁同心同德；坚韧不拔j继承和

发扬新闻事业的光荣传统；始终把握好舆论导向，发挥舆论监

督作用，我们的新闻事业：必定更加灿烂辉煌。

4



第一章新闻业大事记

’1886年 ‘。

⋯

宜宾城设官督商办叙舛电报局．

1891年

大同书局始甩铅印技术。

1912年 一

．、

12月，第一张现代报韧《日新报》创刊。’

1915年

《军声报》创刊，同年停刊√，· _

1917年
‘‘

《公言报》创刊。

1918年 t，

《新川南日报》创刊。

1921年

《新声半月刊》创刊。‘ ．⋯

。1922年 ：’

《公民周刊》创刊。。：‘。

1923年

3Y]。团的外围组织青年之友建立；出版《青年之友》。

同月，宜宾留省同乡会成立，创办《宜宾留省同乡会会

刊》。 一 ”。

’’

同月，平民社建立，创办《平民周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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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

2月，《叙州日报》创刊，刘愿庵任总编。

1925年
一 、 -

+。

《新江安参创刊。。j．、． ■

5月，《三民三日刊》创刊。

6月，郑佑之等发动宜宾各界爱国人士成立叙府外交后援

会，出版《教育旬刊》、《宜宾国民》、《工农周刊!》等不定

期刊物。

6月27日，《平民周刊》正式更名《平民三日刊》。

10月，宜宾店员外交后援会发表《店员与双十节》文章。

同月，叙府青年跛造社印发《中华民国十四届国庆日敬

告青年诸君》一文。

11月，宜宾P(共产党)Y(共青团)召开联席会决定：暂

借《教育旬刊》宣传我们的主义。

1926年

1月31日，郑佑之召集P搞支部会议，决定以《教育旬

刊》、《宜宾国民》、《工农周刊》作为机关报，指导革命活

动。

3月12日，宜宾白花场妇女同盟会发表《白花场妇女解放

同盟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女界同胞》。县城由党

部发起，约同城中各机关团体，共同举办“中山周年纪念会”。

出《中山周年纪念会特刊号》。

同年，《浪花周刊》创刊。 ．c

1927年
。

，j-

《夜光新闻》创刊。

1928年 ．

6



《江源日报》创刊。 一，

1929年

5月，《宜宾民报》创刊。

7月，《艺术晚报》创刊。

1930年 一-

2月，《店员之声》创刊。

冬，《筠连旬刊》创刊。

同年，《新宜宾》创刊。

19315F

6月，《屏山县政》创刊。

同年，《新南溪》：创刊。

“9。．18”事变后，宜宾各界人士数千人召开反日救国大

会·会后，尹绍周手执大旗冒雨带领群众示威游行。

12月30日。郑佑之在重庆就义。

1932年

2月，《薪Jil南日报》创刊。

同月，《宜宾旬刊》创刊。

同年，《叙州公报》创刊。

下半年，共产党员郑琢如等坚持秘密发行省委机关

报《晓报》。 、

1933年

《叙报》创刊。

《锋报》创刊。 ，

《新生活新闻》创刊。

6月。《大雄晚报》刨刊。

1934经

7



3Y]，《江安县政务月刊》创刊。

8月，屏山《民众三日刊》创刊。

1935年 。

《民众旬刊》创刊。 ．7

《边疆新闻》从外地迁至宜宾发行。

1936钲 ：’j

6月，《金岷日报》创刊。

同年，《新南溪》创刊。

同年，长宁县《收音消息》创刊。

1937年
、‘

j

4Y]，谬寒非接办《边疆新闻》’，明确了该报的主要任务

是报道抗日救亡。、 、
。．

7月8日，《边疆新闻》头版头条报道了。七·七”事变消

息，并发表社论和评论。报社还及时印发了。紧急号外”，在报

社门前安放了收音机，喇叭架门首，连日转播战争消息。·。

同月，《边疆新闻》及时准确地报道抗战消息，刊登中共

中央社论和塔斯社的有关评论。； 、r-．

同年，《高县青年旬刊》创刊≯ ，

伺年，长宁县《新群》创刊。r

同年，兴文县《古宋三日刊》创刊。

1938钲
。

春，廖寒非、邵允文等利用曾冕庄在宜《金岷日报》副刊

作编辑的关系，积极为该报写稿，借此展开抗日激亡宣传。
2Y]，屏山《屏防周报》创刊。 i ，

69，《边疆新闻》发表《救救孩子们》的社论，被宜宾

国民党当局给予“警告”处分。

8



同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

会宜宾分会”成立。 √
’

7月7日，党领导的。宜宾县商会抗敌晨呼瓢’成立：党组织通

过。晨呼队各基层组织在城内各街道主办迄大众》’、《小食

店》等壁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7

·8月，中心县委决定派邵允文、刘嚷琳毒，严亮畴、曾冕庄等

打入金岷日报社，褴制了该报第一、二i泅版的编辑权，宣传抗
日。

同月，《后盾周刊》创刊。 ：：
j

—t

10月，江安县《江声周刊》创刊．， ．、

11月。《金岷日报》发表由中共中心县委讨论，甘道生写

城的社论，为宜宾久民指明了抗战必燧的方向。 ．

同年，《金岷晚刊》创刊。 -一‘；。‘，7

同年，《剧坛情报》创刊。 。 一 r

1939年

年初，宜宾中心县委决定仿成都进步刊物《国难三日

刊》的形式，出版了《边疆新闻兰日刊》．’

8Y]，县府借口防止“异党”活动，解散抗日救亡团体，查禁

进步书刊。 、．

10月，屏山县《锦屏通讯社》创刊。1

秋，长宁县《抗日周报》创刊。

同年，省立宜宾中学创办《曙光》． r

同年，筠连县《沐爱旬刊》创刊。。 r，

1940年

4月，《高县新刊》创刊。 ．‘√

夏，筠连《抗战》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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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月’i宜宾由越县委支持徐祥达和张衡山在宜宾刨办《芜

湖晚报》。 ：

。、987；《芜湖晚报辩创刊． ．，

。

?、、同月，中?D县委宜傣部长郭治澄被介绍蓟《芜湖晚报》

经济版作编辑。 一 ： ，

’；一如月，《芜j6珏晚报》+转载《前线日报》消息《张学良在

何处》。冬，1《．芜镪娩报》经理徐拌达利用报社掩护了党的干

部和组织。

同年，《珙县民报》创刊。 ‘．

同年，《珙县自治旬刊》创刊．一： ．

～．、i941年。≯：、I．二 ，。

．。t ：j．
。

2月16日，史继鼬帮冷抵宣成立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

局宜宾新闻检查室，任检查长。’．t— r‘⋯、

2月22日，驻宜军警以。肩共党首要分子”罪名逮捕《芜湖
晚报》编辑郭治澄。

+。3月；《商报》、劬刊：“
‘

r‘11

8月11日，日本飞机轰炸宜宾城I郭治澄越狱成功。

’1942年’， 1譬≈。，L。， j．

n月，兴文县《晏江新闻》创刊。

12月，《江安周报．》创刊。 t

1943年

4月4日，《宜宾民众》匈刊。 ‘

同年，《抗建报》创刊。 一’

1944年

5,9 1日，兴文县《新闻简报》创刊。

同日，《联谊旬刊》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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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长宁周报》创刊．‘‘

同年，《南明晚报》创刊。

同年11月，《南明晚报》刊载“独山失陷”消息，被查封。

1945年 r。
一． 。 一 ，

8月15目，《立言报．》创俅 ．

7月7日，《川南时报》创刊。--≮． }．

同年，长宁县《辟荒》创刊。，

同年，筠连县《沐爱教育旬刊》创刊。

同年，筠连县《沐声》创刊。

1946年 ．
，，

《南溪民报》创刊。， ．|．；
、

：

3Y]8日，《扫荡简报》创刊。

6YJl日，《川南新闻通讯稿》创刊．．

．一12月，长宁县《长青》劬刊。 j．r ·

1948年

lYl 12日，兴文县《兴文青年半月刊》。

1月18日，兴文县《民众通讯社》。

3Y]28日，兴文县《群友新闻》创刊。

同年，兴文县《古宋周报》创刊。 ．、

1949年 ?t．?

。《平报》创刊，。 |．，．

’‘

10月，《宜宾天府周刊》创刊。

1950年

刚刚解放的宜宾，以军管会的名义出版小报，传达政令，

通报情况。 ， ⋯、∥ 。

同时，各县陆续出版油印或石印小报，反映和指导剿匪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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