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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事求

是地记述本地新闻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主要内容的时限，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起

自新闻事业的发端，下限至1999年底。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按1993年7月1日地市合并之后的

沧州市行政辖区进行记述。

四本志以述、记、志、表、录、传等体裁表述、横分门类。按类

记事，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

五本志行文依照国家公布的现行规范。对于纪年，历代封

建王朝记述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民国时期用民国加注公元，1949

年10月1日起一律用公元。

六称谓，在适宜处依当时当地习惯使用俗称或简称。如运

东、运西，指南运河以东、南运河以西；地报指沧州地区办的《沧州

日报》；市报指沧州市办的《沧州市日报》；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

七本志记述历史地名、机构名称、职称及计量单位，均按当

时称谓。 ．

八本志使用“全市”的内容，1947年6月15日一1949年
8月期间，系指原沧州市市区；1961年6月一1984年1月，系指
原专辖沧州市区；1984年1月一1993年7月，系指沧州市三区
及青县、沧县；1993年7月1日——1999年1月，系指沧州市三区

及14个县(市)。

九资料来源于沧州各新闻单位、沧州地区档案馆、沧州市档

案馆及部分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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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沧州政区历经更迭，到1993年7月1日，地、市分置10年以

后，又合二为一。辖郊区、运河区、新华区，肃宁、献县、吴桥、东光、

沧县、青县、盐山、海兴、南皮和孟村回族自治县，代管河间、任丘、

泊头、黄骅4个省辖市，中捷、南大港两个县级国营农场。面积

14051平方公里，总人口620万。

沧州，北靠京津，东临渤海。古来文化、商业、交通比较发达，

信息传递方便。1924年，杨秀峰(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河间省

立三中执教时，与进步校长许毅，创办“五四”新文化刊物《史地研

究》双月刊，在北京铅印出版。这是沧州最早的现代期刊。1927

年春，中共津南特委成立后，书记刘格平即在自己桑梓之地——今

盂村大堤东，创办油印《红线》小报。这是沧州第一份土生土长的

报纸，而且是中共地委机关报，居全省之首(见《河北省志·新闻志》

初稿前言)。从那时起，沧州大地广泛建立了中共党的地下组织。

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它们又属于根据地、解放区。党的新

闻事业长期占主导地位。

新闻报刊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集中反映时代的特征，是国家政

治经济状况的晴雨表。70年来，随着时代气候的变幻，以中国共

产党沧州地方组织所创办的报刊为主流，涌现出4次“新闻潮”。

第一次“新闻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侵华日军大举

人关，国难当头，抗日怒潮滚滚，各种报刊像雨后春笋应运而生。

1928年6月3日，国民党新军阀北上，代替北洋军阀占领沧

州城。刘格平被捕，判刑三年，中共津南特委解体，《红线》终刊。

停刊四五年后，到1933年5月，革命形势好转，重建特委，在筹备



阶段即由特委秘书沈士敏编办机关报《铁血报》，不久，沈士敏调北

京任职。该报即行停刊。1934年4月，特委领导的马颊河暴动失

败，成员刘格平再度被捕，判刑10年。是年9月成立津南工委，特

派员贾震在家乡盐山县荣庄编办机关报《津南真报》，一年后贾震

他调，真报停刊。此间，保属特委在任丘天宫村办有“传单”报。

几个中共县委亦办报，如沧县《红旗》报，南皮《莹光晶》报等。

当时，津南三座最高学府之一——沧县省立二中，中共党员教

师潘漠华(北方左联负责人)，学生刘建勋、李伟先后办过《晨钟》、

《长鸣》和《大众反日报》；河间省立三中的革命师生，办校报《拓荒

半月刊》；泊镇省立九师共产党员学生吴建华和路一为首编《泊

声》，与国民党员徐春霖(后任交河伪县长被我处决)办的《渤海》，

在政见学术方面进行论争。

河间县念祖桥完小中共党员教师魏明主编小报《唤起民众>，

反抗反动当局，屡掀波澜。

大凡成就卓著的报纸，无不以反映人民呼声著称于世。1935

年秋，交河县苏屯中心校地下党支部创办的《乡村周报》，便是这样

一张报纸。头篇社论《谈汪精卫被刺》，二篇《评何梅协定》，反蒋抗

日，旗帜鲜明，触到国民党县党部痛处，出版三期，即被当局下令停

邮，到第八期，终被查封。

这个时期国民党当局亦办有《河间周报》、《肃宁周报》和献县

《晶报》等。

当时，印刷技术设备十分落后，大致分三种：油印较普遍，钢板

铁笔刻写，特委机关报四次改版都是油印；一般县城、名镇有笨重

石印；仅河间县豹桥铅印所，有手摇平台印刷机一架，河间、肃宁周

报，即由该所承印。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生效，“停止发行一切刊载抗日言论

的报刊”，实行“华北特殊化”。几份公开发行的国民党县报只好关

闭停刊。中共津南特委党刊《实际生活》，直到1937年5月，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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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在景县大刘村秘密编办、印行。这是津南特委最后一次机

关报(刊)。之后，津南、鲁北两特委合并，成立冀鲁边区工委，投入

伟大抗日战争。王任重历任党政要职，晚年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一时期，沧州报刊从无到有，由点及面，但寥若晨星，总数不

过20种，印发几千份。那时只有少数人能看到报纸，还多是天津

的《大公报》、《益世报》等。

第二次“新闻潮”

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2年日伪军“五一”大扫荡。如果

算至解放前夕，又可分为高——低——高三个阶段。抗日战争爆

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日本侵略者只盘踞铁路

沿线和县城，广袤的沧州农村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直到1941年，是

报刊出版发行的“黄金时代”。在这前后，日伪报纸沧县的《渤海导

报》、交河的《政令周刊》和国民党二路军在吴桥办的《全民报》同时

并存。1942年日本集结重兵，对冀中的“五一”扫荡、冀南的“六

六”大清剿、冀鲁边的“七一”大合围，实行“三光”政策，多次强化治

安，公路如网，碉堡林立，包括《冀中导报》在内的许多报刊被迫停

办，或日刊改多日刊，或铅印、石印改油印，四开改八开，化整为零，

与敌周旋，游击办报在青纱帐里、芦苇荡里、地道里，甚至敌人眼皮

底下据点村“堡垒户”家中。1943年，环境大改变，到1945年日本

无条件投降，是新闻出版事业从低谷到高峰的第三阶段。解放战

争时期，伪军摇身变“国军”，但仅占领津浦沿线和运东少数大村

镇，沧州大地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党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

蒸蒸日上。

新闻史的研究范围与社会、组织沿革休戚相关。战争年代找

一张整个沧州地方报纸是没有的，但又同时并存过四家报社。何

故?今沧州政区当时划成四块：

——吴桥、东光、南皮、盐山为冀鲁边一分区，机关报《烽火

报》——《烽火日报》。



——青县、沧县、河问、献县、交河，属冀中八分区(原三分区之

一部)，机关报《群声报》——《胜利报》。

——任丘、肃宁，属冀中九分区，机关报《新建设报：卜—《团结

报》。

——东(光)南(皮)吴(桥)及曾隶属河间、沧州的景县、阜城、

故城，属冀南五分区，机关报《滏运报》——《滏运日报》。

沧州地方军报有冀鲁边的《前进报》、冀中八分区《前卫报》、九

分区《前哨报》、渤海一分区《战士报》。

野战军、大部队创办的报纸有：1938年夏初，115师肖华挺进

支队在沧县、南皮出版《烽火》报；1939年1月，贺龙率领的120师

一部在任丘惠伯口、南马村出版《战斗报》；以及河北游击军的《国

防报》，冀中人民自卫军的《自卫报》；八路军三纵队的《抗敌报》等，

都在肃宁、河间出版发行过。

战争年代，在沧州地面上创办的冀中区报纸有：1938年冀中

《导报》和冀中军区《前线报》，分别在任丘陈王庄和青塔创刊。

1941年冀鲁边区回救会的机关报《正道周报》(后改名《伊斯兰

报》)和1942年冀鲁边区党委机关报《冀鲁日报》，分别诞生在孟村

正道村“千顷洼’!和盐山大傅庄、小山。

地级以上各报刊，还编辑、翻印出版过种类、名目繁多的通讯、

文艺刊物，宣传品、小册子和马列书籍、学生课本。另外，在冀中行

署所在地河间还有一些杂志社，如孙犁主编的《平原杂志》，远千里

主编的《歌与剧》、《诗与画》等。至于党中央、晋察冀、晋冀鲁豫、冀

鲁豫和山东根据地、解放区，发行到沧州地区的抗战报刊，就难以

数计了。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

党委办报．众志成城。当时，既没有广播电台，县级以下也无

电报、电话。党中央的声音，国内外的大事，主要靠报纸这一新闻

媒介，再通过读报组、黑板报、高房广播传达到群众。群众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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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报纸离不开群众。没有群众支持、保护，一张报也不能出版

发行。景南县留智庙“堡垒户”于玉峰，为掩盖地下室内《滏运报》

的印刷响动，在地面上安风弓弹棉花。动人事例，不胜枚举。

一手拿枪，一手拿笔o“平原的文化兵，勇敢年轻又强壮，拿起

铁笔钢板当刀枪”，《冀中导报》社长范瑾作词的这支歌，是武装办

报的真实写照。报社往往是敌人袭击的重点目标，《烽火报》从宁

(津)乐(陵)边到渤海边，转战搬迁20多次，当返回内地庆云县小

魏庄时，突遭强敌包围。盐山县百尺杆人，27岁的总编傅国光，被

日军刺刀活活挑死。冀鲁边区老战士郑正有诗云：
’

小小《烽火》照路明，

革命旗鼓先头行。 ，

莫轻油印一面字，

本是烈士血写成。

艰苦创业。业精于勤。专业新闻工作者每人每天1—1．5斤小

米，5分钱菜金，在1939年大涝、1942年大旱的灾荒年，还吃不到

这个标准，只能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每个人的全部家当，只是一

个小小书包和背包，身上一背或腋下一夹就走。刻写只带钢板条，

不用油印机，而用房东大镜子或小学生石板当调墨板，用根直棍卷

住蜡纸一头，即可印报。沧县《曙光报》文又生还发明了“棉球隔

渗”套红法。这样，手写的油印或石印报纸其字形、编排之精美，不

亚于铅印报纸，真是巧夺天工，令人折服。原沧州地委副书记白

沐，右手中指上骨节左侧，有个黄豆大的茧痕，就是当年刻写的见

证。

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沧州东部宁津曹塘，西部河间李子

口，邻区高阳、清苑、定县等地，建起土造纸厂，用麦秸作原料造纸，

同样能两面印刷i《团结报》魏辛斋、高敬，自己动手将钢丝砸成各

种形状的扁笔，用来刻写不同字体和规格的标题，或用留声机唱针

代替铁笔刻写，一张蜡纸可印报1500多份，有的能印到3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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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器材虽然有办法从敌占城市搞到，但毕竟没有把握保证及时

供应，最可靠的来源还是自力更生。原沧州地区广播局技术科长

宋足征，是个老新闻广播战士，自学成才，技术精湛、高深。他能自

制大部分零件组装电台，收音机改收报机，老式四管收音机改单管

收音机，既省电，又灵巧，不但能收延安新华社的消息，而且还曾收

到苏联伯力、美国旧金山和国民党重庆电台的广播。

地下交通。畅通无阻。军邮局、战邮局、机要交通局，名称不

同，但任务一样，都是投递机密文件、报刊。还有各县武装交通队，

群众中的秘密交通网，有些小学生也承担这个任务，一村接一村地

传递信件、报刊。据点、炮楼、公路、封锁沟，都不能阻挡他们。东

光军邮站有个沈春延，常把《冀鲁日报》张贴在东光车站上，他带着

大批文件、报刊，长袍盖着匣枪，弯着腰过铁道，敌人不敢近前，给

起个外号“活仙鹤”。前沧州行署专员和地委副秘书长、肃宁人阎

国钧和王树和。还有前承德行署副专员、南皮人张家驹，都曾任战

交队长或队员。1946年5月4日，青县官庄子第三邮政支局三名

战邮工，迎击国民党杂牌军高鸿基部400人包围，打出40多枪，投

出70多个手榴弹，还有三个手雷。众寡悬殊，弹尽援绝，转入地

道，保存了报刊、邮件。今沧州东部各县，在战争时期牺牲战邮工

就有15名。

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党的新闻事业也开始发展

起来。1956年地委周三刊的《沧州报》创刊，是年河间、孟村回族

自治县两县周报相继面世。这一阶段报纸特点是，由秘密到公开，

由党内到社会，由解放前不同政见的报刊并存到完全的中共党报，

由油印石印普遍改成就地铅印，由赠阅到收费，4开4版的《沧州

报》3分钱一张。那时党风世风都好，开展批评严肃认真，党报具

有很大的权威性。
‘

第三次“新闻潮”

形成于1958年“大跃进”，其特点是“全民作诗，全党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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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地委与天津地委合并后又并到天津市，改出周七刊《渤海日

报》。上半年各县普遍办起八开两版小报，周刊、周二刊、周三刊不

等。到下半年并大县，各县办起周6刊“日报”，版面扩成4开4

版。这一年，天津地委调配三四十人，安装一部日产lOOW发射

机，木杆作天线，建起沧州人民广播电台，各县形成有线广播网。

街上大喇叭，户家小喇叭，合唱“跃进歌”。

各种新闻媒体，像党内外一样，出现严重浮夸风。请看《渤海

日报》的两张号外：1958年9月18 Et，以“玉米卫星飞上天”为题，

登出：交河齐桥、献县南河头、任丘西关玉米亩产3000多斤。10

月2日，在“水稻卫星成群上天”通栏标题下，报道团泊洼公社、煎

茶铺沙窝中队及幸福中队，亩产水稻15万公斤、8万多斤、6万多

斤的消息。

违背客观规律的共产风、浮夸风，使国民经济迟滞、后退，党的

新闻事业受到践踏。到1959年下半年各县报普遍停办，勉强维持

党刊。从天津搬回来的《沧州报》退到原来的周三刊。电台撤销。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冷落萧条，一时难以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

各种新闻媒介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第四次“新闻潮一

涌现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一次大的改

革浪潮，汹涌澎湃，奔腾向前。

1982年前后，为复苏、改革起步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

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新闻改革

也取得很大成绩。最突出的是，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形成

的新闻报道模式，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为拨乱反正，

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鸣锣开道，对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新闻报

道模式作了初步探索与实施。相应革新一批社会小报和部分刊

物，如《科技情报》、《渤海经济》报、《农业科技》报、《卫生之窗》等。

1985年前后，新闻事业步入振兴、发展阶段。各行各业要求



增加经济信息、反映生产形势、动态和问题。所以，市委一鼓作气

戳立三摊：机关报、广播电台、电视台；《沧州日报》增出“星期刊”，

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报，发行量由五六万份增到六七万份，并与《光

明日报》合办《中国经济信息报》。沧州地区同时建起电视台。各

县市争相建设广播电台、电视台。化肥厂、炼油厂、十三化建公司、

电力局、交通运输公司等单位，办起厂报、行业报和有线电视台。

泊头市委创办了《?白头报》。地、市委建立健全了外宣机构，卓有成

效地开展对外宣传。区内外、省内外异地采访，亦从此兴盛起来。

这个阶段，从地级单一党报过渡到多种新闻媒体并存，同步发展；

从以地域为主的横向结构过渡到与行业结合纵横交错的网式结

构。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春风化雨，沁人肺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移，需要新鲜的信息作先导，于是一次更大的“新闻潮”涌来，就

成为必然。

各种新闻媒体争相传递经济信息，增大经济报道容量。地报

由4开4版扩成8版，并完成向对开4版大报过渡，市报由周6刊

改成周7刊，进而办成更加敏捷灵活的晚报。两报“经济特刊”、

“沧州周末”、“经济信息刊”、“星期刊”，与企业家联谊，办得红火，

引人注目。报纸容量增大一倍，经济收入翻一番。相对缓解了读

者叫苦的广告多占版面问题。1993年，社会上注册新增的经济报

刊有20多种，一些办得不好的报刊被淘汰或自生自灭了。

地、市合并后的广播电台，发射功率由3千瓦扩大到10千瓦，

并动工兴建有线电视台。

办报经营并重，纷纷举办经济实体，那些与新闻业务贴近的买

卖、工厂，如广播电视局的广播电视服务公司，地报印刷器材门市

部、市报纸张文具店，得以发挥自身优势，呈现出生机勃勃景象。

报纸既是党的宣传工具、耳目喉舌，又是走向市场的一种特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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