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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舆论监督是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舆论监督的性质、作用、意义都给予过深刻界说，并
且体现出一脉相承的思想精华，即“实事求是”。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至今，一直高度重视和开展舆论监督工作。
深入研究党的舆论监督思想，探寻党的舆论监督工作规律，目的就是为了使党的舆论监督工作更加健
康、正确开展。
《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工作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工作的发展
脉络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试图揭示出这一工作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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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曾在荆州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担任多年记者，现供职于中建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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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即使在农村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因地制宜地采取标语、传
单、布告、壁报等多种形式，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
“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
”决议具体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对于此后的宣传内容和宣传技术作了详细规定，其中一项是
各军及纵队必须办一壁报，名称均为《时事简报》，内容是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
形、红军工作情形。
要求每周至少出一次，用大张纸写，字要稍大点、清楚点。
①1931年3月，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撰写了在红色区域普遍
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
通令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
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
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
”小册子对于《时事简报》的作用、内容和编写方法作了全面的阐释。
其中提出，《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次序应由近及远，数量为本军、本地、近地消息占
十分之七，国内、国际消息占十分之三”。
②　　由于这些指令的贯彻，《时事简报》成为根据地和红军初创阶段的主要新闻宣传阵地。
-1931-年9月，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西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江西瑞
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
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由此至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的三年中，中央根据地迅速创建与发展新闻事业，初步形成了人民政权
下的新闻事业系统，其主要机构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青年实话》和《红星报》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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