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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庆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辖10县，．580余万人口，2万余平方公

里。早在南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便设置安庆府，时府辖怀宁、

桐城、潜山、太湖、望江、宿松6县。元明清皆承宋制，无大变。清

康熙时设安徽省，乾隆时省治即在安庆，安徽省名也取自安庆、徽州

二府之首字。民元以降，省会仍在安庆，并先后设置安庆道、安庆专

区，省、专同城而治。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日军侵占安庆，省会迁至

立煌(今金寨)：抗日。战争胜利后，省会又迁合肥。1949年4月安庆

解放，设安庆专区和安庆市。建国后，江南池州专区彻销，东至、贵

池、青阳、铜陵等县相继并入安庆专区。

安庆地区跨长江两岸，上接鄂赣，下衔吴越，大别山雄踞西北，

扬子江襟带东南，山川形胜，地域辽阔，物产丰富，风光秀丽。安庆

是长江沿岸和皖西南物资集散中心和长江重要港口之一。安庆地区人

‘杰地灵，文风昌盛，文化教育事业居省内前列。

安庆的新闻事业，晚清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亦

居安徽省各地市之前列。建国前的半个世纪，官办民办报纸共达100

余种。最早有1902年已见出版的《阁钞汇编》。继之，陈独秀等创办

的《安徽俗话报》于1904年3月31日应运而生。该报发行面广、拥有

较多读者，是为安徽近代新闻事业之发端。此后，《安徽官报》、

《安徼通俗公报》、《安徽白话报》、《爱国新报》、《安徽通‘俗



报》、《安徽实业报》、《安徽学务杂志》相继面世。

辛亥革命，安庆革命党人立即创办了以宣传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为

宗旨的《安庆日报》作为自己的省报。《安徽船》、《青年军报》、

《血报》、《通俗教育报》等近20种报纸此伏彼起，争奇斗艳。

“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荡滁金圄，安庆新闻暴也一新其面

目。在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安徽通俗教育报》等数十种报纸创

刊，启迪民智，宣传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开始出现共产主义知识

分子王步文等人创办的，宣传马列主义的《黎明周报》等左派报刊和

中共怀宁县委主办的内部刊物《新生活》，无产阶级开治登上安庆的

新闻舞台。《民岩》、《商报》、《皖锋》为此一时期发行量较大，

与芜湖之《皖江》、《工商》并称为“皖省五大日报”的报刊。

1927年大革命功败垂成，各左派报纸被迫相继停刊。国民党为统一

舆论，19 28年在安庆创办《安徽省民国日报》。中共地下党也以各种形

式在新闻战线展开顽强的斗争，先后创办了由怀宁中心县委书记胡梦

萍主编的《血光报》、地下党员刘．文若任总编辑的《长江晚报》等。
一 民营报纸亦利用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而有所发展，有《安庆晚报》等

近20种相继问世。抗战军兴，安庆沦陷，日伪盘踞，安庆乃有汪伪政权

所办之《安庆新报》出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直至1949年安庆解放，安庆各民营报刊萧

条凋零：国民党各派系竟相办报；安徽大学学生报刊破土而出；专业报

刊仍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安庆地区新闻事业一大特色是，所属各

县均办有报纸，多者如桐城县，先后有《桐城日报》等17种；少的如

193 6年新设的岳西县，也有《岳报》等4种。据不完全统计，金区

各县共有60余种报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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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省会的安庆，不仅报刊林立，而且设有多家通讯社。辛亥革

命爆发，各种通讯社相继出现，最盛时竟有几十家之多。后因国民党政

府的诸多限制，才逐渐减少。现在从历史档案中能查到的有安徽国民

通讯社等38家。这些通讯社社址均在安庆，另有民智通讯社在贵池。

1949年4月23日，安庆解放。．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庆军营会

和中共安庆地委的机关报《安庆新闻》创刊。新华社皖北分社安庆记

者组随军入城与《安庆新闻》社合署办公。《安庆新闻》向新解放的

安庆地区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干部群众介绍了党的工作

方法和工作任务，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正确的认

识，起到了该党报应有的组织、鼓舞、宣传教育的作用。1950年5月

1日，地委响应中央精简节约的号召，决定《安庆新闻》停刊。《安

庆新闻》只办了一年零七天，共出刊358期，在地委的领导下，经全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还是较好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1951年，随着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地委决定原《安庆新闻》

改名《安庆报》复刊。19 51年7月24日《安庆报》第1期面世，复刊后的

《安庆报》，是一张以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为主要读啬对象的农民报。

它以通俗浅近的文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

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报道农民的生产、生活、意见扫要求，做到

“粗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安庆报》初为周二刊，

1956年改周三刊，大跃进的1958年为日报，1959年3月，易名为《皖江日

报》。几年中，《安庆报》(《皖江日报》)宣传报道颇具特色，并注

意了版面美化，图文并茂，受到机关、学校和广大农村读者的好评，发

行量逐年上升，一度高达10余万份。19 60年，被评为文教系统的先进单

位，由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总编田茂德为代表，赴省晋京出席全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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