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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火纷飞青春激昂，天翻地覆一曲凯歌 　　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就要开始，华北《人民日报》
创刊于河北平山里庄。
    战鼓声声，集训西柏坡，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
    敌军来袭，进出阳泉间，毛泽东如椽之笔雄文退敌。
    平津战役鏖战酣，新闻先遣队抵前线增添新军。
    入城创办北平版，探索城市办报实现重心转移。
    挥别农村根据地，再接再厉将革命进行到底。
    大军渡江捷报飞，协报精兵万里行军大西南。
    《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道新政协，宣告晰中国诞生。
    记录开国大典，列格新纪元辉煌时刻。
    本书叙述了《人民日报》的创建——1948年6月——194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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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中央要办“大党报”2.两报编辑部会师里庄3.华北《人民日报》创刊了4.你们将来要办中央机关报5.
里庄，染红激情岁月的地方6.从太行山南北走到一起7.组成“记者团”调研和采访8.培养办报新人的培
训班9.华北记者团的任务改变了10.来到中共中央的身边11.彭真和范长江的谈话12.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
的讲话13.毛泽东“空城计”退敌前后14.进出阳泉大转移15.从里庄到东焦村16.奔向平津前线的先遣
队17.战火硝烟中出现了女记者18.程家花园内外的故事19.接管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平分社20.创办北平
版的41天21.告别农村根据地22.在刚刚进城的日子里23.创办《北平解放报》和万里南征24.在“大党报
”平台上25.进入城市办报的新探索26.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27.报道新政治协商会议28.开国大典：中
国人站起来了29.记录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后记　定格战火染红的报史附录一　人民日报（华北总分社
）1949年春干部名册附录二　部分人员待遇花名册附录三　早期《人民日报》版面发展沿革附录四　
本书参考文献本书体例和照片说明鸣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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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陈家峪培训班学习的都是新到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年轻人，培训主要是为了让他们了解党报工
作的规范。
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和华北局还有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为不久后掌握全国政权、首先是接管平津两
大城市做准备，接管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需要未雨绸缪。
不但是初入笔阵的新闻新兵要集训，久经考验的老新闻战士也要集中培训，因为他们是未来新闻工作
的骨干。
就在着手开办陈家峪新闻培训班的同时，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决定，把人民日报的老新闻战士和骨干
集中起来，由中央领导人和新华社负责人亲自讲课、亲自培训。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将人民日报新闻骨干的培训地点选在陈家峪，培训班名叫“华北记者团
”，由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记者组成，听起来好像来自两个不同的单位，实际上都是人
民日报编制内的记者，在当时通常叫做“外勤记者”。
　　为什么要专培训人民日报的骨干编采队伍？
这和中央正在准备将来定都北平，建立全国政权，创办新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有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中央领导人曾经考虑，调集原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记者，由他们主办新的《解放日
报》作为中央机关报。
后因此议难以实施而作罢，中央领导人转而决心以华北《人民日报》的队伍作为未来中央机关报的基
本力量。
　　这种转变，不但是编制序列上的，而且带来了历史渊源的变化。
　　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是由中央苏区的中央局机关报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机
关报，从创办之日起，它的编辑部就和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机关在一起，是在党的领袖密切注视下发
展起来的。
中央领导人对《解放日报》的负责人乃至编辑、记者队伍都相当熟悉。
在转战陕北的时候，毛泽东还要带上一支由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新闻小分队跟随自己，随时收发新闻
，可谓须臾不可分离。
　　新创办的《人民日报》有所不同，它的基本力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
华日报·华北版》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新华日报·华北版》到因战争环境的残酷而暂时收缩发行范围的《新华日报·太行版》，发展到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再到华北《人民日报》，它的办报队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敌后根据
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成长起来的。
在长达10年的战争岁月里，这支新闻队伍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总编辑张磐石，副总编辑王亢之、袁勃
、安岗等，都在敌后根据地办报，没有去过延安。
对于他们，中共领导成员都不够熟悉，因而需要加深了解。
反过来也一样，新创办的“大党报”领导成员和骨干编辑、记者们，迫切需要熟悉中央领导人，熟悉
他们的经历、语言乃至音容笑貌，才能更加融洽地工作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一旦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西柏坡稳定下来，对人民日报的骨干队伍进行培训，在培训中了解和熟
悉他们，为将来进城后的大发展做好准备，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当时，人民日报组成的记者团刚刚完成对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采访，正准备在9月里开展关
于土地改革的报道。
根据萧航日记记载，9月5日，他们讨论了下乡的采访任务。
林韦、布克、苏幼民在发言中认为，这次再度下去，主要的任务是采访生产和土地改革的收尾工作，
要把研究政策和研究记者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9月7日，副总编辑王亢之向他们传达了张磐石的意见：“反对重内轻外”，就是说要高度重视记者外
出采访工作。
　　到了第二天（9月8日），任务改变了，人民日报领导通知记者团：“11日去新华总社，任务是学
习记者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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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记者们准备一些问题，到总社后提出来要求解答。
　　9月10日，由杜展潮传达了华北局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李哲人木对当前报纸工作的意见。
李哲人刚刚接替邓拓担任这个职务，邓拓已转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
李哲人的意见是：当前报纸工作的中心问题是要反对经验主义，也就是说，要将事物提高到理论的高
度来认识。
李哲人在意见中谈到，现在的报道有千篇一律的现象，一个原因是新闻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文化水平
都低，这也是受整个中国社会情况影响的缘故。
　　张磐石非常关心记者团即将面临的学习。
9月11日，原定的出发日期被推迟一天，张磐石在东焦村的西村会见了记者团部分成员，谈了他对当前
报纸工作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总体来说目前存在着稿件空泛、缺乏事实的毛病，因而要求记者善于抓住普遍存在的问题，
又要善于抓住典型。
　　张磐石认为，现在不是稿荒，而是“好稿荒”。
“问题不多，味道不大”，报纸不大反映群众的意见，大多是党委意见、领导机关的东西，“快成为
官报了”。
　　张磐石还说，把政治谈出趣味来，这应该是我们的本领。
他叮嘱记者团成员，情况经常变化，到了新的地方，要多和总分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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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人民日报社的优良传统和前辈们艰苦创业、忘我奉献的精神，特编《战火中诞
生的人民日报》来重温战火中《人民日报》的诞生史。
岁月流转，逝者如斯，《人民日报》迎来了创刊60周年。
六十个春秋，凝聚了几代新闻工作者的心血，也折射了祖国发展的辉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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