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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华社从诞生之后，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从事宣传报道，是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
重要舆论工具。
伴随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进程，新华社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不断
发展壮大。
     本书分为三章，以历史年代为序，清晰勾勒出新华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在抗战烽火中成长、
在解放战争中发展的历史脉络。
书中收入百余张珍贵历史图片，生动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新华社艰苦奋斗历程中的一个个精彩瞬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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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中社(1931年11月—1937年1月)  导言  第一节  红中社成立的背景和
经过    一、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二、“一部半电台”起家，红军抄收新闻电讯   
三、红中社在“一苏”大会开幕当天诞生  第二节  红中社的性质和任务    一、传播新闻，发挥通讯社
作用    二、《红色中华》报创刊    三、建立新闻电台，编印参考刊物    四、面向工农大众出版《工农
报》  第三节  红中社的宣传报道    一、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道    二、红军军事斗争
和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报道    三、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的报道    四、抗击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报道    五、红中社的国际报道    六、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宣传报道中的错误  
第四节  红中社新闻的传播和影响    一、红中社新闻在革命根据地的传播    二、国统区和国民党军中中
共电台抄收红中社新闻情况    三、红中社新闻在海外的传播  第五节  红中社的机构、人员与优良传统   
一、红中社的机构和人员    二、红中社的艰苦奋斗作风  第六节  红中社的通联工作和经营管理    一、
《工农通讯员》和通联工作    二、经营管理工作  第七节  从瑞金到陕北    一、在苏区坚持出版《红色
中华》报    二、在瓦窑堡恢复新闻广播和报纸出版    三、红中社在保安    四、西安分社及其作用第二
章  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的新华社(1937年1月—1945年8月)  导言  第一节  初到延安的新华社    一、红中社
改名为新华社    二、新华社的组织机构及人员构成    三、新华社初期的业务发展  第二节  社报体制的
变化与新华社机构的调整    一、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成为独立的组织机构    二、《今日新闻
》：抗战时期的参考报纸    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创办    四、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并
肩战斗  第三节  新华社抗战时期的宣传报道    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和各项政策主张    二、
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三、反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成就    四、揭露敌人的暴行和汉奸、
投降派的阴谋活动    五、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    六、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的宣传反击战    
七、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报道    八、关于中共七大的报道  第四节  新华社报道业务的新发展    一、外
文翻译工作的改进和校对制度的建立    二、编辑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参考报道发展的新阶段    
四、开创口语广播事业    五、早期的对外宣传工作及创建英文广播    六、新华社通讯网的建设    七、
新闻广播的统一和加强分社管理  第五节  战斗在敌后的新华分社    一、敌后分社的建立与发展    二、
丰富多彩的报道业务活动    三、新华社在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  第六节  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解放
日报》与新华社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    二、《解放日报》改版和新华社工作的改进    三、报社
、新华社内部的整风运动  第七节  通讯技术工作的改进    一、收讯工作的加强    二、广播业务的拓展    
三、通报台的建立与发展    四、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第八节  延安时期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
、坚持无产·阶级新闻的党性原则    二、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三、严肃的工作态度，严
谨的工作作风    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  第九节  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一、传播胜利喜
讯    二、驳斥蒋介石的“命令”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发展(1945年8月—1949年10月)  导言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华社    一、加强总社编辑部和发展分社    二、重庆谈判与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
报道    三、新华社的元旦指示信和电讯要简练的公开信    四、社长博古因飞机失事遇难  第二节  揭露
国民党统治危机和开展第二条战线的宣传  第三节  新华社战时体制的建立    一、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办
通讯社    二、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的改组    三、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    四、建立特派记者机制    五、口
语广播的恢复发展  第四节  新华社的战斗转移    一、召开战备会议，保证广播不中断    二、延安撤退    
三、太行山区的临时总社    四、新华总社在太行    五、转战陕北的“四大队”    六、平山县胜利会师    
七、新华广播电台在转移中播音  第五节  解放区群众运动和土地改革的报道    一、解放区群众运动的
报道    二、土地改革的报道    三、土地改革宣传中的错误  第六节  反对“客里空”运动    一、建立好的
作风    二、开展反“客里空”运动  第七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报道    一、自卫战争的报道    二、从记
者团到野战分社    三、全面内战爆发，战略防御阶段的军事报道    四、战略进攻阶段的军事报道    五
、分化瓦解蒋军和俘虏政策的报道    六、毛泽东写稿退敌兵    七、战略决战阶段的报道    八、渡江作
战及解放南京、上海的报道    九、解放太原和向全国进军的报道    十、战火中的摄影报道  第八节  为
革命献身的新闻烈士  第九节  通信技术事业的发展    一、成立电务处，电台实行集中管理    二、革命
形势发展，技术条件改善    三、新中国成立前夕技术设备初具规模  第十节  新华社的后勤保障    一、
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转战陕北时期    三、艰苦工作在太行    四、西柏坡后勤事业大发展    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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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到北平城  第十一节  最早建立的一批境外分社    一、香港分社    二、伦敦分社    三、布拉格分社    
四、平壤分社  第十二节  西柏坡的“小编辑部”    一、胡乔木负责集训    二、紧张的工作，严格的训
练  第十三节  党中央的关怀    一、毛泽东与新华社    二、刘少奇与新华社    三、周恩来与新华社  第十
四节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一、新华总社迁至北平    二、调整机构和培养干部    三、向国家通讯社转变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宣传    五、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报道附录：新华社大事记(1931
年11月7日——1949年10月1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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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培训更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由朱德、毛泽东签署《调
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
《命令》称：为使中央苏区与其他各特区，一、三军团与红军其他军团的通信灵便，“使我们能容易
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现在要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使各军团都有，要求各
部队“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
①2月初，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共有报务学员12名、机务学员5名，都是各部队遵照《命令》要
求选调的优秀青年。
王诤、刘寅、吴如生、韦文宫等任教员。
朱德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勉励学员努力学习。
毛泽东对训练班也非常关心，亲自给学员作时事政治报告。
　　经过4个月的学习，第一期训练班学员结业，紧接着又开办了第二期。
这些学员毕业后，有的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有的分配到湘赣、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后来
成为红军电台和红中社新闻电台的骨干力量。
　　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的指挥电台
。
这部电台功率100瓦，是当时功率最大的电台。
随后又缴获15瓦电台两部，同时又有一批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加入红军。
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又先后缴获无线电台6部。
随着电台数量和人员的增加，红军陆续建立起6个无线电分队，分布在苏区中央局、红一方面军总部
和部分主要部队。
从此，红军总部与各主要部队之间建立了无线电联络。
当时的无线电通信应用莫尔斯（Morse）电码。
莫尔斯电码由点（最小的单位）和划（长度为点的三倍）两种符号组成。
不同数目的点与划的组合代表26个英文字母、数字及标点符号。
收报时，报务员通过耳机收听代表“点”和“划”的“滴答”声，记录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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