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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害
现往报社总藉辑：李景山i

在祖国东北边陲牡丹汪地方兴有报业i至今已有五十
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党的地方组织的机关报一一《牡丹江日

报》，从1945年12月创刊(其间有过间断)，延续到今也巳

四十年矣。在此《牡丹江日报社志》(附牡丹江地区报业史
资料)问世之前，还没曾见及专门或兼有记叙牡丹江地方报

业发展的史志著述。这本书的问世，确实值得祝贺。

．最先在牡丹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办报纸的，应首推当

年那些拿起武器与入侵的日寇进行殊死搏斗的抗日联军先驱

者们。．但由于当时日伪当局在军事政治上的疯狂剿杀和物质

上的严密封锁，使抗日根据地上创办的进步报刊受到了极大
的限制，直至一一被扼杀殆尽；当时，在东北城乡得以“自

由"泛滥而成灾的，只有日伪当局所御用的种类繁杂二花色

怪异的种种反动报刊。，
’’

居住在张广才岭下、牡丹江两岸的广大人民得以拥有自

己的报纸，那还是起自东北“八·一五"光复牡丹江获得解

放以后。一批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无产阶级报人一一陈浚、

丁健生、郑坚等同志，铡办了党和人民喉舌的《牡丹江日

报))。从一开始，他们就把做为二级地方党委机关报的根基，

深扎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把我党“开门办报"、．“全党

办报力，“面向群众，为人民服务修的光荣传统，·深入实际、

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带到了牡丹江。当时



的《牡丹江日报》，在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动员与组

织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开发和

建设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7前辈们在创办《牡丹江日报》的实践中，培养了带出了

一支好的办报队伍，留下了延安精神，播下了革命传统。在

1958年的牡丹江地方各市：县的报业蓬勃发展中，这些好思

想、好作风、好传统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当时，不

仅地委、市委办有各自的机关报，各县委和一些大型厂矿企

事业单位，也都相继办起或曾办过各自的报纸。后来，市内

又办起了科技i法制、计划生育、经济信息等一些专业性报

纸。牡丹江地方的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的局

面。各种报纸都办得各具特色。作为党的机关报((牡丹江日

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重报纸的思想性，把指导性和可

读性有机结合，报纸办的更接近实际，接近群众，越来越为

人民群众所喜爱。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

的要求，为适应四化建设迅速发展的新形势，报纸工作也在

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在丰富报纸内

容，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既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注

意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以及改善报社的全面经营管理等方

面，都取得了一些新鲜经验。

在过去的报业史上，除了应该充分肯定和今后继续很好

发扬的成绩以外，还有我们今后应予严重注意的教训问题。、

例如受“左"的路线影响．‘、报纸宣传脱离实际，搞浮夸，瞎

指挥，报喜不报优，以及十冬“文化大革命乃时期的无限上

纲，’打棍子，扣帽子，跟风向不看方向等等教训，都是很沉

痛的，我们应该很好地记取。



《牡丹江日报》经过一批一批人的耕耘，这块园地，已

呈现出百花盛开、枝繁叶茂的景象。这是党的阳光雨露滋
援，广大通讯员辛勤培育的结果。在我们回顾《牡丹江日

报》走过的漫长的艰辛道路的时候，那些曾在报社工作过的

：老领导、老编辑的身影，就立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有

：的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有的在首都北京、有的在江南水乡、

有的在西北高原，仍战斗在新闻、出版、教育等各个部门。

他们把青春年华献给了《牡丹江日报》，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们，怀念_切为《牡丹江日报》做过贡献的同志。这些同志

不畏艰苦，埋头笔耕的精神，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把《牡丹江日报))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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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1·

日IJ 舌

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宣办发函[1985]31号

文件))精神和黑龙江省新闻志编审委员会下发的《黑龙江省
<新闻志>篇目(第五稿)》以及省新闻志编审芬公室1986年

秋两次来函的要求，在牡丹江日报社，党组的领导下，草创

了这部《牡丹江日报社志》(附： 《牡丹江地区报业志》资

料)。但由于过去对报业史资料的积累、保存重视不够，

今在短期内急于搜集，实在难以诸事齐全，故讹漏之处

实属难免，切望知之者给予补正，更希有后来贤者对此

。《志))再加修缮，使它更臻完备、充实。

((牡丹江日报社志》编纂小组

198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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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现今出版、发行的《牡丹江日报))，是继中共牡丹江市委

在1958年5月1日创办的市委机关报——《牡丹江日报分之

后，其主办单位几经变换、而延续发展下来的。至今(1985

年末)，已经有二十八年零八个月的历史了。

这一报纸，在这段报史之前，也就是在1958年5月1日

之前，上溯九年，在牡丹江市内还办有一个阶段的((牡丹江日

报分。这个报纸的名称，曾经改作过((牡丹江报》。其主办单

位几经变换，但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设在牡丹江市内的一级地

方组织。这一(<牡丹江日报》，创刊于牡丹江市获得解放后不久

的1945年12月19日，一直办到1949年3月。共办了三年多的

时间。然后又改刊为“工人报))，延续办到建国前夕的1949

年9月。 。·

l
’

《牡丹江日报》从创刊之始，便郑重申明其性质与任务

是： “本报的创刊，即在适应广大人民⋯⋯需要，为人民服

务j以人民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是人民的

报纸’’，是人民的“耳目’’，是人民的“喉舌Z， “发扬正

义，代表人民自己的呼声”，‘“指出人民解放的方向，‘，引导

人民走上和平建国的大道"。(见1945年12月19自《牡丹江

日报·发刊词》)其办好报纸的指导思想：、“本报既是人民



的报纸，本报同人，不过只是广大人民中极少的一部分，因

之，要办好这个报纸，决不是靠本报少数人包办所能做好。

因之，大家办报，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这一《发张

词))中，不仅诚恳地表示“热望广大同胞、各界人士、各机

关团体工作人员为本报写稿刀，并指出欢迎写些什么内容和

形式的稿件，还明确表示“热望大家对报纸实行监督，不论

有关内容、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有什么毛病，应当如

何改进，提出意见和批评，使报馆同人得以在人民监督之下

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使报纸能符合人民的希望”。从创刊

的第一号起，连续多日在一版“报眼”处刊登了“欢迎批

评，欢迎投稿"的大字口号。

报上是这么写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更由于从一开

始，．报社的主要负责人系来自陕北老根据地，并在《新华日

报))(华北版)工作多年，便把我党办报的正确方针和好的

作风、好的传统带到了牡丹江，使《牡丹江日报》的根基深

深扎进入民群众的沃土之牵。

《牡丹江Et报》自1945年冬创干Ⅱ以来，尽管其所在地牡，

丹江地方的行政机构随着区戈U的变迁而多次更动(如先后为

牡丹江专署一一绥宁省二一专署一一牡丹江省一二牡丹江专

署一一鞋丹泾亩)，但一直是作为中共她方一级党委的机关

报，而且无论在任何阶段里．报纸的名称一直称做((牡丹1江

El报》。‘这张报纸，从1945年冬创刊以来，至今已有四十簪

的历史，虽然自1949年3月至1958"年4月之间·曾间断过九

年，也应将此九年休刊期前届两阶段的‘“牡丹江El报》看做

是一个整体。其理由如前所．述有二：一、这九年．前后的报

纸，都叫《啦丹江El报))，二、．这九年前后的《牡丹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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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都是由存在于牡丹江地方上的中共的一级党委所领导的

．党委机关报。

《牡丹江日报》在经历了间断九年的历史之后，于1958

年5月1日又在中共牡丹江市委主办下再次出刊的事实，说

明在牡丹江地方不可缺少这么一张报纸。人们看出：1949年

春将《牡丹江日报》停办，编采人员遣散，印报设备全被处

理掉，，而给1958年2月再次筹办《牡丹江日报》时，无论在

人力、物力方面，还是在编采业务以及印刷技术、管理、经

验等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应

该很好记取。
。

作为中共牡丹江市委机关报的《牡丹江日报》；从1958

年5月1日出刊一年以后，经中共牡丹江地委提议和黑龙江

省委批准，从1959年5月1日起，改作为牡丹江地委机关报

而出版。从这时起，使《牡丹江日报))在各方面都较前有很

大的发展。从此时起，曾将原市委机关报时期周六刊的四开

四版，改为对开四版的大型日刊报纸，’报纸发行的范围从原

来的牡丹江市内扩展到周围十多个县、十多个林区和鸡西

市．．‘
’ ’’一．h

、
，

’

在((牡丹江日报》的发展史上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在1960

年前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在全国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冀

过程中，“牡丹江日报))因受地方财力和纸张等方面的限制．，在

组织机构、刊期、’版面等方面都进行了收缩。在刊期上先是

从日刊改为周六刊，后又曾改出过周三刊．、周二刊，在版面

上，t、先是从对开四版改为四开四版，后又曾改作为八开二

版，人员编制上也从三百多入压缩到一百多人。印报的纸张

用过黄色的稻草纸，也用过深灰色的更生纸，等等。尽管如

3



此，但由于领导上及有关方面，记取了过去停办了九年所留

下的“散了摊子，再难以往～起归拢’’的教训，还是下定了

“坚决办下去"的决心，采取了许多必要的措施，使《牡丹

扛日报》渡过了难关，坚持办了下来。即或是在十年动乱

中，也抗过了“查封”的主张，做到了一期也没少出。．

在十年动乱中，((牡丹江日报》在办报恩想、社会影响、群

众孛的威望、文风等等方匾都受到过重大的伤害，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给《牡
丹江日报》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景。报社领导班

子几经调整，逐步趋向于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带领全社
入员致力于改革，注意更新辽时的陈旧观念，努力开创报社

工作的新局面。报社编采人员队伍，经过“招聘”等手段，

注入了新鲜血液，加强了新闻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业：

务水平不断提高，报纸版面设置几经调整，注意扩大报道内；

容的容纳量，增加了报纸的信息量，多次深入实际，征求与

了解广大读者的需要，报纸磺量在不断提高，报纸在群众率

的威望已逐步恢复起来，扩大了报纸的销量-，在努力办好报

纸的同时，还搞起了凸版印刷、经销印刷材料、扩大对外印刷

加工、刊登广告等多种经营，报社主要领导经常过问经营管

理，使报盐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在市政府财政的扶持下。

增添了印报、收报设备，还购跫了宿舍，改善了职工住房条件，

编辑部办公场所也几经扩建，使((牡丹江日报汾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新局面。自19年以来，。((牡丹江日报’))的代表先后多次出．79

席了国家或几省组织的报纸专业经验交流会。在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方面，《牡丹江日报))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牡

丹江市直机关组织的一系列评选中，牡丹江日报社先后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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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明单位"、巧甲级卫生单位黟光荣称号；在市直运动

大会上取得了“集体总分第一名班、’“女子篮球第一名一、

“马拉松长跑第一名"等优异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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