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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大众报社总编辑

临沂地区报纸志主编郝导松

临沂地区报纸志编纂办公室于1987年7月建立，三年多来，承

蒙各有关单位及办报、知情人士积极提供资料，本室于1989年8

月编纂成《临沂地区报纸志》(初稿)，分送各方面主要负责同

志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叉进行了订正，编纂成

现在的《临沂地区报纸志》。

《临沂地区报纸志》是一本资料书册。它记述了临沂地区从

1916年第一张民办报纸开始，到1990年底七十多年来报纸发展的

历史及现状。这本资料书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这是因为：

第一，该资料书册记述的所有报纸，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报

刨办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把这些不同

时期的方方面面连续起来，呈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画面。所以从

总的方面看，这本书册是临沂地区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第二，这

本书册记述的是全区自有报纸以来的所有报纸，但临沂地区是中

共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在这个特殊的条件下，基本上是记述了

中共报纸发展史。它从星星之火的播种，到熊熊烈火的燎原，直

到取得最后胜刹，走上康庄大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其一，纵现党报发展史，可以看出各级党组织非常重视报纸的宣

传作用，并且积极贯彻执行“全党办报"的方针，对当时指导革

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其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办报人员

具有高度的党性观念。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仍坚持宣传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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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阐明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闷革命，才能

得到翻身和解放；在战争年代，报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敌

伪顽的夹缝中，坚持把党的声音传播到群众中去，在极端恶劣的

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使印刷机器没有

停转；在和平建设年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引导人民走上幸

福之路。其三，充分反映了党报和群众的鱼水情谊。党报宣传组

织了群众，群众也支援和保护了党报的工作。以上这些宝贵的财

富，都在记述中共各级党报的字里行间反映出来。这是我们编纂

《临沂地区报纸志》的目的所在。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虽尽了最大努力，求其完善，但由于人

手少、水平低，尚有极少数报纸禾查清概貌，同时由于时间久

远，资料散失，记述的各报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望读者给予批评

指正。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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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采取以横为主、史志结合、以志为主的体例编纂，

共分四篇。第一篇是报纸志，第二篇是《恨沂大众》报专辑，第

三篇是人物传，第四篇是回忆录。

二，本志上限自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临沂地区首创民办

报纸起，下限至1990年底，时限为七十四年。

三，列入本志的报纸共八十三种，不分党派、机关、团体、

部队和个人办，均按创刊时间先后为序排列记述，只是“专业

报"另立章节(也按创刊时间先后为序排列)记述。

四，本志记载的各报采用纪事本末体例记述，因战争年代资

料散失，查询困难，有的较为详述，有的仅记概貌，个别的仅记

报纸名目。

五，本区是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当时山东省级机关及

八路军部队，在这个地区创办了些报纸(如《大众日报》、《新

山东报》、《山东画报》等)，本志只是记述了这些报纸在本区

的活动概况，并非这些报纸的历史全貌。

六，本志记述各报，属一个单位创办，申间更换报名者，均

用“一一，，将报名连起，以示报纸的前后名称。如“《民声三日

刊》～一《青年报》”等。

七，本志记述各报，属一种报纸在出刊过程中，变更归属主

办单位而沿用原报名者，则按归属主办单位分别作了记述。如

《前卫报》，首创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后归属鲁中军区政

治部，后又归属鲁中南军区政治部，因此在记述中有三个《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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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在“目录力的报名后均予注明。

八，本志记述各报创、停刊时间及其他事项时间，查实者记

到年、月、日；查不详者，只记到年、季、月、旬。

九，本志记述各报的资料来源，有的是图书馆、档案馆存报；

有的是县志，地方党史、文史资料；更多的是办报人的回忆资

料。回忆资料，由于年代久远，经办人个别情节记忆模糊，在史

料中可能有遗漏或记忆不一致之处，我室在编纂中虽作了多次订

正，但这种情况仍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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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报 纸 志



概 述

临沂地区地处山东东南郑，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近百年来，

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驱和劳动人民为反抗蒂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前仆后继，特别是抗日战争以

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率沂蒙儿女，创建了沂蒙山区革命根

据地，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沂蒙人民继续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这一地区

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特别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

民正沿着康庄大道，从贫困走向富裕。

临沂地区在辛亥革命以前，无出版报纸，仅有极少数外埠报

纸在县城发行。自1916年首创民办报纸《东鲁日报》开始，至

11990年，七十多年来先后出版了八十三种报纸。其中中共党组织

及其领导的部队、团体办报四十八种，占出版报纸总数的百分之

五十七。临沂地X所出版的八十多种报纸，在出刊时间上有的长

达十几年，短的有三、二年，或一年半载，有的甚至“昙花一

现”，但都片断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种

报纸，在反映客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同时，无一不渗

透着各自的立场、观点，宣终自己的政治主张。报纸所具有的阶

级性，在临沂地区出版的报纸中，也显现无遗。

自1911年到1937年以七七"事变，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虽然

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实质上仍处于帝国主义列强扶植和操

纵的各派军阀势力封建割据之中，政局不稳，战端迭起，人民仍

处于痛苦的呻吟之中。这期间，临沂地区的当政者，多系官僚政



客、封建军阀、国民党党棍。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

命先驱，也深入到贫苦农民中间宣传组织群众，发动多次暴动，

以谋求翻身解放。在这段时期中，临沂地区出版各种报纸十八

种，其中民办的七种，机关团体办的二种，国民党县党部办的二

种，军队办的二种，中共办的五种。中共这五种报纸中，最早的

是1926年中共烈士李清漪在家乡沂水县下胡同峪村养病期间办的

(<农民小报》。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小报旗帜鲜明地

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主张，阐明贫苦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组织起来干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报纸虽小，出刊期

不到一年，但它在这交通闭塞的山区，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它唤醒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超了启蒙

作用。1929年，中共“跨党"党员张希局等在费县以国民党县党

部名义办的《血花报))，实质上也是宣传中共主张，发动农民。

但蒋介石已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遭破坏，《血花报》只出

了六期被迫停刊，办报人也遭通缉。此后，中共所办报刊，即转

入地下秘密印发。如日照县委办的《斗争》(党内刊物)、

《××民))(群众性秘密刊物)，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后改为中共

临郯县委)办的《红色鲁南》(党内刊物)，虽印量有限，在中

共党员和群众中秘密传阅，却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对“日照暴

动"、“苍山暴动"起了鼓动和组织作用。与此同时，国民党日

照、临沂出版的两县党部报纸《日照党声》和《党声报》，在宣

传三民主义的幌子下，宣传“以党治国”，为蒋介石的剿共摇旗

呐喊，对中共领导的地方农民暴动，尽力泣蔑漫骂。这两份报

纸，于1935年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利害冲突中，韩复榘下令取消县

党部而随之停刊。除上述中共及国民党办的报纸外，其余各报，

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宣传反封建、求进步者有之；研究古

典诗词者有之；宣传“地方自治"者有之；向民众宣传科学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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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办报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者电有之。这些报纸，象万花筒

一样反映着光圣陆离的社会。

从“七七"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二年-扣，临沂地

区共创办报纸三十五种，其中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部队、团体

办的二十六种，占创办报纸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二，是中共创

办报纸大发展的时期。而国民党创办的报纸仅有四种，占创办报

纸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且都短命天折。其余五种是抗日团体办

的报纸，出版时间不长即睁刊。

1937年缸匕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侵

华战争。临沂地区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同仇敌忾，义愤填膺。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茂，抗日团潍蓬勃兴起。他们一

手拿枪一手拿笔，边战斗边呼吁全民总动员，投入战斗。沂水县

部分先进青年分子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于1938年3月创办了

《民声三日刊》(后改为《青年报》)，首先次响了动员全民抗

战的号角，旗帜鲜明地反投降、反倒退。年底，这部分青年应中

共山东分局的号召，毅然辱办了《青年报》，投入《大众日报》

的筹建工作。1939年元旦，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

沂水县王庄正式龟4刊。这标志着在i缶沂地区报业发展史上，中共

党组敷办报的奠基和新的起点。《大众日报》创办后，对临沂地

区昌级党组织办报给予大力支援和业务溜导。特别是对当时三大

战略区报纸一一《鲁南对报》、《滨海农村》、《鲁中日报》

(后为《鲁jp大众》)的刨办，都给予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

在抗Et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形成，但由于国民党

采取消汲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共在敌后办报是在敌伪顽的

夹击下坚持过来的。当时的办报艰难，是史无前例的。一是在战

争环境中办报，报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随部队边战斗边办

报，没有固定的地点。情况紧急，就“化整为零"，机器拆卸掩

3



埋，人员分成战斗小分队，坚持油印战地小报。二是敌人的“三

光”政策和天灾造成的生活困难，报人不缛不自己筹备给养，弄

吃弄穿，瓜干、豆饼成为上等餐；冬季里，把冻脚踩在从老百姓

灶下扒来的余灰上伏案编稿，已是非翁幸运。三是敌人的经济封

锁，办报所需器材及纸张，极端缺乏，他们不得不土法上马，自

力更生，解决器材、纸张之不足。以上这些困难，中共的各级报

纸都碰到过，尤其是《大众日报》、《鲁南时报》等创办较早

的报纸，备受其极。这重重困难，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沂蒙人

民支援下，都一一克眼，中共各级党报，都得到发展和壮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全面内战。沂蒙山

区又-茂为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重点进攻的重灾区。这时，中共的主

要党袋有《大众日报》、《鲁南时报》、《滨海农村》、《鲁中

大众》等。这些报纸及时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假和平、真

备战的阴谋，号召人民奋起自卫，保卫胜利果实。在战争中，及

时地报道了各战场的胜利消息、沂蒙人民参军支前的空前盛举、

等7擎，成为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不可缺少的一支生力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玫战争中，中共各级党报报人受尽干辛万

苦，为革命事业而进行战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在这个行

列中，许多报人血染沂蒙，名垂千古。仅《大众日报》社洒牲在

沂蒙山区的报人就有五百多各，其中包括报社管委会主任李竹

如，还有许多印刷工人、发行员、编辑和记者。国际共产主义战

士、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是报人中突出的代表，他在大青

山战发中壮烈牺牲。这些先烈的业绩在报业史上，永放光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0年底，临沂地区中共地、县

(市)丽级党委共创办报纸十七种，其中地委办三种，县委办十

四种(其中“大跃进V期间办十一种)。这些报中，时问最长的

是地委机关报《临沂大众》。“大跃进”期间的县报，七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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