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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黑龙江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机关报，创刊于 1945 年

12 月 1 日，迄今将近半个世纪。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她是较早的中

共省委机关报之一，也是黑龙江省近百年来出版的 600 多家报纸中

出版时间最长、发行份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一家报纸。

《黑龙江日报》的发展，经历了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各个历史阶段，走过一条光辉而曲折的道路。三代报人努力继承和发

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全省各

族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方面，在传播新闻和引导舆论等方面，都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当然，和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严重失误和

教训iI。

《黑龙江日报历史编年》将提供比较全面系统的史料，以利于回

顾检讨过去，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推动当前的新闻改革，以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进一步办好本报，更好地为两个文明

的建设服务。.

《黑龙江日报历史编年》依例编年排列，上起 1945 年，下迄 1993

年。其中 1945 年至 1954 年因为行政区划一再变更，黑龙江省是由五

省一市，变成两省，再合并为一省的。因此，当时在黑龙江地区内的各

省市委机关报:((哈尔滨日报上合江《人民日报》、《新嫩江报》、《嫩江

新报》、《齐市新闻》、《合江日报》、《松江日报》、《新黑龙江报》、《黑龙

江日报>>，迭经改组合井，终于在 1954 年 8 月成为《黑龙江日报》。因

此，上述各报均作为《黑龙江日报》源头，依时穿插记述。再者，曾经附

出的《黑龙江农民》、《松江农民》、合江《农民报》、《庄稼人》、《黑龙江

日报朝鲜文版》以及正在出版的《黑龙江农村报》、《生活报》和《老年

报》等小型报刊，也依次酌于记述。此外为了便于记述，从 1954 年 8

月起，将黑龙江日报简称本报，或略而不书。



《黑龙江日报历史编年》编选内容，原则上不限定范围，举凡在社

内较有影响的大事，如宣传报道、报纸工作、人事机构、经营管理、政

治思想工作、职工福利、外事与公关活动以及重要会议与文件等，均

据报纸和档案记载，作客观记述，并不作评论。有关人事任免，只摘记

中层以上干部变动。

《黑龙江日报历史编年》是黑龙庄日报编委会为纪念本报改版

40 周年和创刊 50 周年而决定编寨的。为此于 1993 年 3 月组成了报

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张国昌，副主任贾士祥，委员王庆功、江村、李寿

山、杨永平;同时成立了报史编写组:主编李寿山，副主编邢世良、纪

孟庸、林怡，编辑马登飞、郑则实、杨纯先、张东耀、张守宇、路德刚，资

料员赵玉芬。

一九九四年六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前言…........…

1945 年………………………………………………………( 1 ) 

1946 年………………………………………………... ... ... (2 ) 

1947 年………………………………………........………. (8) 

1948 年………………………………………………………(17)

1949 年……………………………………………………… (30)

1950 年……………........……….........…………………. (39) 

1951 年.......................…..................….........……. (45) 

1952 年………………........………………………………. (52) 

1953 年……………………………........…………………. (59) 

1954 年……………………………………………........…. (69) 
1955 年..............….........…. ... ... ... ... ... ... ... ... ... ... ... (81) 

1956 年………........………………………………………. (90) 

1957 年……………………………………………………(102)

1958 年........…..................…............................ (114) 

1959 年……………………………………………………(126)

1960 年……………………………………………………(136)

1961 年……………………………………………………(148)

1962 年…..................................….......….......... (1 58) 

1963 年……………………………………………………(168)

1964 年.......................…...........................……. (1 79) 

1965 年……………………………........………………. (1 90) 

1966 年…………………………………………………… (200)

1967 年….................….........….........….........…. (214) 

1968 年…………………………………………………… (222)



1969 年……………........…………………….........…. (230) 

1970 年.......………….......……......…·……………… (235)

1971 年……........………………..................………. (239) 

1972 年……….........……........………….........……. (245) 

1973 年..............…................................…........ (249) 

1974 年........…·….......………….......………. ... ... ... (253) 

1975 年.................…........…............................. (260) 

1976 年………........…........………………….......…. (263) 
1977 年............................................................ (270) 

1978 年………........…………….. ............………………. (276) 

1979 年........…….........………..........…........……. (286) 

1980 年…….........……........……………………....... (295) 

1981 年………..............…….........………….......... (302) 

1982 年........….........….........…….........…………. (309) 

1983 年.................…........…….......………………. (318) 

1984 年........…........…...............................……. (330) 

1985 年……........….........….........………........….. (340) 

1986 年…….........................................….......... (346) 

1987 年........…….........…………..........……......... (353) 

1988 年…........………………...............……………. (360) 

1989 年…………........……………..................……. (365) 

1990 年……........….........……..........…........……. (377) 

1991 年..............…..................……...............…. (386) 

1992 年........………·…………..............……………. (396) 

1993 年….......…………….......……….........………. (403) 



黑龙江日报历史编年 一九四五年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

利结束。

9 月 11 月 中共中央派遣的大批干部陆续到达黑龙江地

区，与原东北抗日联军官兵一起，分别建立五省一市(即黑龙江、合

江、嫩江、松江、牡丹江省和哈尔滨市)党工委和人民政府。

10 月 23 日 中共嫩江地区工委在海伦成立，后移北安改为中

共黑龙江省工委 ;11 月 13 日，黑龙江省政府在北安成立，辖 26 县。

11 月 19 日 中共黑龙江省工委派侯野烽、章子冈、张向凌、马

彦(女)等同志接管原伪《康德新闻》北安支社，着手筹办省工委

机关报。

侯野烽等 4 同志是 11 月 15 日从延安到达北安的。

11 月 25 日 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报《哈尔滨日报》在其前身

《松江新报》基础上创刊。( ((松江新报》初为中共滨江地区工委机

关报，后改为松江省工委机关报。 11 月 14 日创刊，社长陈飞。 11 月

23 日，由于驻哈尔滨苏军的要求，中共松江省工委机关和部队撤出

哈市，该报随之停刊。) ((哈尔滨日报》为 4 开 2 版，社长唐景阳，总

编辑李文涛，副总编辑梁彦，编辑部长孙觉(女) ，总务部长李钩

(后为李少青)。

11 月下旬 中共合江省工委宣传科长叶方，受命接管国民党

佳木斯市党部报纸《佳木斯民报>> (伪《康德新闻》佳木斯支社旧

址) ，创办省工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叶方兼任社长， 8 开 2 版，有

时出 4 开 4 版。

12 月 1 日 黑龙江日报社在北安正式宣告成立。暂出刊《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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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 黑龙江日报历史编年

新闻))， 8 开 2 版，隔日刊，以时事新闻为主，同时刊登地方新闻。社

长侯野烽、副社长章子冈，总务部长张向凌。全社有干部 7 名，工

人 7 名。

12 月 8 日 《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被国民党军统滨江

组特务误认为李兆麟将军，在市中苏友协附近遇害。

1946 年

1 月 黑龙江日报社于北安镇中央大街建立新华书店，经销图

书。后报社成立营业处(办理发行等事宜)亦附设于此。报社翻印

《新民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李有才板话))，编印《解放区

民歌》、《蒋管区民谣》等书均由此书店发售。

2 月 1 日 《时事新闻》更名为《黑龙江日报))， 4 开 2 版，周

6 刊。 1 版为时事新闻、社论， 2 版为地方新闻及副刊。各版底部有

1 栏广告。报纸售价每张 2 元(东北流通券) ，每月 50 元。

报社机构:社长以下设编辑部、通采部、总务部(管理总务、发

行、印刷厂、书店等)。

2 月 16 日 《哈尔滨日报》针对国民党"接收大员"关吉玉、杨

绰庵等"接收"哈尔滨行动，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新华社

记者谈东北现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主张》。

2 月 18 日 《哈尔滨日报》发表社论《东北人民最迫切的要求:

和平·民主·团结·建设》。

2 月 26 日 《哈尔滨日报)) 1 版刊登《中共哈尔滨市委告全市

同胞书》。号召全市人民奋起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协商会议决

议，实现东北地方自治。

2 月 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的陈元直到达佳木斯，接替叶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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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历史编年 一九四六年

方任合江《人民日报》社社长。

3 月 12 日 《哈尔滨日报))1版头题报道《民族英雄千古奇冤，

张寿镇将军(李兆麟)被害))，发表社论《中国反动分子残害李兆麟

同志》。

4 月 23 日 驻哈尔滨苏军开始撤退回国。国民党松江省主席关

吉玉、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等随之离哈。 4 月 24 日， ((哈尔滨日报》发

表社论《欢迎民主联军进入哈市》。

4 月 舒翼辈任《黑龙江日报》编辑部部长，同年 6 月调离。

5 月 1 日 中共嫩江省工委机关报《新嫩江报》在齐齐哈尔创刊

(4 月 23 日民主联军解放齐齐哈尔) 0 4 开 2 版，日刊。社长孟翼， 7 

月后为吴宏毅。编辑部主任林寒流，后为殷参。

5 月 28 日 《黑龙江日报》刊出启事"无论任何机关、团体、

个人，凡欲于本报刊登布告、启事、声明、广告等类者，必须将广

告费随同刊登原稿，一块寄下，否则概不刊登。"同日还刊有"本报

收买废纸启事。"

L,. ((东北日报》迁哈尔滨出版， ((哈尔滨日报》并入该报。

6 月初 《哈尔滨日报》总编辑李文涛等 13 人，调到《黑龙江

日报》工作。李文海任编辑部长，孙觉(女)任通采部长。

6 月 3 日 《黑龙江日报》刊登发行部启事"本社为清理过去

各地所欠之书款、报款，前经再三通知各地，其间来社清算者固属

不少，但置若罔同者仍不在少数。今为整顿此种惺乱现象起见，定

自六月十日起对各地未来清算者之书报一概停发。"

6 月 11 日 《黑龙江日报》报道:中共黑龙江省工委根据中共

中央《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动员 1000 余名干部组成

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分地斗争。

6 月 21 日 《东北日报)) 1 版以《合江人民日报号召，发动群

众剿灭土匪》为题，摘发合江《人民日报》社论。

6 月 25 日 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报纸通讯工作的指

示》。指示说，省委决定自 7 月 1 日起将《人民日报》更名为《合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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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各级党委、各部队政治机关以及各地方工作团，应即指定专

人担任党报通讯员，并由通讯员团结积极分子，组织通讯网。

7 月 1 日 《合江日报》出刊。 1 版刊载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张平

之(张闻天)为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五周年撰写的文章《紧紧依靠人

民战胜敌人》。每日 8 开 2 版。社长陈元直，副总编辑毛星。

编委会成员先后有:陈元直、梁彦、毛星、杨永平、徐莹、章

孜、赵路(女)。

6 ((合江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顽军毁约弃信向我进犯，中

原战云密布))，报道国民党军队于 6 月 26 日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内

战由此全面展开。

7 月 11 日 《合江日报》转发东北日报社论《发扬马斌式的群

众工作》。

7 月 14 日 《合江日报》报道(( (佳市)第三区工作团学习马

斌式的群众工作，检讨非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7 月 15 日 《合江日报》报道《军区司令部传令嘉奖，佳东支

队剿匪辉煌战绩， f孚匪团长以下九百七十五名，窜扰富桦地区之匪

全告肃清)) 0 28 日，报道佳南支队解放驼腰子金矿。

7 月 黑龙江日报社副社长章子冈离任。

8 月 3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头题刊登记者采写的消息《北安

各区群众义愤填膺，激烈斗争伪街长迟纶甫，当场赔罪破产还债》。

迟为依势霸占人民土地，克扣民财，民愤极大的恶霸汉奸。

8 月 4 日 《黑龙江日报》设小评论栏目《最近话题》。本日题

为《加强经济工作人员的教育与检查》。另设有《三言两语》栏。

8 月 8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刊登消息《武装保卫家乡.群众

三百人参军队配发《最近话题)): ((两种情况》。评论指出:扩军工

作必须和目前群众清算运动密切结合。

同日刊载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在挑南的讲话《争取和平民

主与下乡发动农民》。

8 月 10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发表社论《请看国民党反动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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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人政治(评国民党反动派停用红军票的罪行) ))。

8 月 15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发表社论《纪念"八·→五"

勿忘历史教训)) 0 2 版为纪念"八·一五"一周年征文专刊 O

l:,. ((合江日报》发表社论《争取东北人民的彻底解放》。

8 月 19 日 《合江日报》转发解放日报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

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8 月 22 日、 23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刊载记者李擎的通讯:

《伪满时王大牛八面威风，女婿是皇亲 人称阁老一→翻身前的王大

牛屯》、《修围堡置抬枪组织、自卫，有了房有了地大家喜欢 翻身

后的兴旺屯))，报道依安县通宽区兴旺屯农民清算翻身事迹。

8 月 22 日 《黑龙江日报》刊出广告科启事:自 8 月 25 日起实

行新的广告价曰:报眼每方 200 元(东北流通券)， 1 版每段每行 5

元， 2 版每段每行 4 元，长期(一月以上)广告一律八折优待。不论

任何机关、个人，凡登广告者，必须预付广告费。

8 月 《黑龙江日报)) 2 版新设《文化生活》、《北地文学》、《学

习园地》等栏。

9 月 1 日 《黑龙江日报》为纪念"九一"记者节，召开通讯员

及编辑人员座谈会。 2 版刊登消息《依安剿匪大捷，击溃大青山为首

匪帮，毙匪 15 名，活捉 10 名缴获甚多》。

l:,. ((合江日报)) 1 版发表社论《加强通讯工作》。社论提出:一、

各级军政首长应积极为本报投稿。二、各工作团除负责同志或指定

专人经常报道比较全面性的资料外，凡能写稿的同志都应成为本报

的通讯员。三、各工作团应帮助开展工农通讯工作。

9 月 4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刊登消息《德都解放村群众展开

反奸斗争，汉奸叛臣李宪章阴谋毕露，被斗三次无改悔群众要求严

惩》。

9 月 6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头题消息《保卫家乡支援前线，

拜泉参军者三千五百名，海伦一屯一礼拜卅多人》。

9 月 15 日 《合江日报》刊登新华社电稿《哈尔滨阴谋暴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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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大汉奸姜鹏飞伏诛》。

9 月 18 日《黑龙江日报)) 2 版出版"九·一八征文"专页，刊

有《纪念"九·一八"提高警惕》、《九月之祭)) (诗歌)等。

D ((合江日报》发表社论《迅速建设合江省为巩固的民主根

据地一一纪念"九·一八"十五周年》。

9 月 20 日 《合江日报)) 1 版设《农民的言论》栏。本日发表

两则((穷人的权利》、《穷人不是贱骨头))，每则约 200 字。

9 月 25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刊登消息《我军×旅×团八个

月剿匪中间，歼臣七百三十余名，缴获军用物品甚多》。

9 月 27 日 《黑龙江日报》刊登发行部紧急启事"本报目前在

经济上纯系自给自足，当此物价昂贵、纸张困难之际，各地欠款又

为众多，致使经费感到万分拮据，难以应付。特向各地，各机关、团

体，提出要求，请将一切旧帐归还，预交报费，并希今后不再欠款，

藉使报纸可继续和读者见面。"

9 月 28 日、 29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刊登消息《克山莽乃区

崔家村等屯，三千余人分得了土地，改造了政权，加强自卫》、克山

通讯《惊天动地的翻身运动 在克山莽乃区》。

10 月 10 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发出《关于建立党报通讯工作的

决定》。决定说，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哪一地区通讯办得好，第一莫

不由于负责干部关心和领导，第二是组织通讯队伍和建立通讯组织。

决定要求各级党的宣传部成为组织党报稿件、指导审查通讯工作的

据点。

10 月 18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刊登消息《克东纸广工作效率

倍增于前，发明以蒲草苞米叶造纸;该厂己为本社接受改名新华纸

厂》。

10 月 29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刊登记者李肇采写的人物通讯

《纺亚麻起家的武大嫂访问记》。新华社不久向全国转发了这篇通讯。

10 月 30 日 《新嫩江报》是日出刊第 176 期后终刊。中共西满

分局机关报《西满日报》利用该报社址，于 11 月 1 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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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梁彦任《合江日报》总编辑，彭诚任行政科长。

11 月 1 日 《黑龙江日报》从本月起， 1 版要闻版主要刊载地

方新闻， 2 版刊载国际、国内新闻及副刊。

11 月 23 日 《合江日报》刊登省委宣传部《关于筹办〈农民

报〉给各级党委的通知》。同日报道《本社成立俱乐部，工作学习生

活空前活跃》。

11 月 24 日 ((合江日报>> 1 版刊登消息《剿匪大捷报，我合江

一分区八团部队，生擒匪首谢文东>>，配发社论《庆祝合江剿匪的伟

大胜利 >>0 12 月，该报陆续刊登《生擒匪首张黑子上《活捉李华堂》

等消息。

11 月 25 日 《合江日报》报道《保卫农民翻身大胜利，汤原百

余青年参军》。

12 月 1 日 《黑龙江日报》纪念出版 1 周年，刊载中共黑龙江

省委宣传部长玉堂骋((献给黑龙江日报》、于天放《为黑龙江日报

一周年纪念而作>>，使野烽((克服缺点迈步前进》等文章。王望骋

文章要求报纸要更多联系群众，反映本地事物，反映一定时期的运

动。编辑力求精干通俗，以适应战争与工作环境。

同日， 1 版转发《东北日报》社论《深入与巩固群众工作>>，提

出改造土地改革运动中"夹生饭"问题。

12 月 3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摘发《西满日报》社论《群众

运动与群众路线>>，题目是《西满日报总结群运经验，表扬克山式工

作作风，要给穷人抗大活反对官办与自流》。

12 月 7 日 合江日报社主办的《农民报》出版， 8 开 2 版， 5 日

刊。主编梁彦(兼)。

12 月 8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下半版出刊《通讯员>> (第 2 期、

不定期刊)专栏。

12 月 10 日 《黑龙江日报>> 2 版出刊《纪念"→二·九"和

‘一二·一"特刊>>，刊登《→二·九运动的回忆》等文章。

12 月 11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报道:我军不断清剿活动于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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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庆安、铁力一带的逼累匪股，迫使其全部携械投诚。

12 月 19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新设《读者往来》栏，本期以

《意见和希望》为题，刊载读者对电影放映方面的意见。

12 月 21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刊登消息《海伦福海区平安佳

屯，贫苦农民彻底改造村政权，斗倒把持政权的坏分子，四十支洋

炮齐鸣在村内游行.群众踊跃参加新农会，证明了改造政权必须走

群众路线》。

12 月 25 日 《合江日报》报道《张政委(张闻天)再度下乡帮

助桦川县委，亲自动手创造典型，把夹生饭煮成熟饭儿

12 月 28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刊登消息《拜泉久敬区翻身农

民，芳军送公粮不甘落后))，通讯《前方用命拼后方用粮拼 记克

山老乡送公粮热潮》。

A 同日 2 版《文化生活》等专栏停办，改出综合性副刊 o

12 月 29 日 《黑龙江日报)) 1 版刊登消息《海伦福海区重查夹

生饭，以实际经验训练屯干部》。

1947 年

1 月 《黑龙江日报》社长侯野烽离任。

2 月 《黑龙江日报》编辑部长李文恃升任社长，总务部长张向

凌为副社长。孙觉(女)为编辑部长，马彦(女)为通采部长。

2 月 21 日 《合江日报)) 1 版发表社论《把生产斗争与土地斗

争结合起来》。社论说，生产的动员与组织不是同阶级斗争脱离的和

平工作，而要在深入阶级斗争中来进行。

2 月 26 日 《黑龙江日报》因纸张缺乏，由本日起暂出 8 开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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