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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将其视为“组织一

切工作的一个武器”。①1948年4月在同《晋绥日报》

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

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

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

行宣传”，并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

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

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②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

的谈话是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基本经验的总结。

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也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

发祥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出

版了报纸，建了通讯社，办起了广播电台，并通过刊

物、图书、小报、墙报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使党的声音传遍全中国，形成“万众瞩目清凉山”的宣

传态势，在宣传理念、宣传模式、传播语境、编辑方针

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今天党的新闻宣传工作

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提出“党媒姓党”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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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

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正确及时宣扬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决不允许出现同党中央大政方针相反的观点。延安

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党的中心

工作，这也是党性原则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在延安《解

放日报》发刊词中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

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

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③ 1942年3月16

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要求“把

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

己的报纸加以极大的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

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

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④1942

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一文，明确

指出，党报必须贯彻坚强的党性。不仅要在自己的一切

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都能贯彻

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报纸与党的

整个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关、呼吸相连。

同年9月22日，《党与党报》的社论对在党报工作的同

志提出要求：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行，一

字一句，都要顾及党的影响。1942年10月，毛泽东要

求各地党组织要“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

的习惯，抓紧各地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

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

党性”。⑤

延安时期将党性原则明确为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原

则，要求宣传工作和贯彻党的政策相一致。毛泽东明确

指出报纸宣传要坚决服从党的政策，保证了“党媒姓

党”的政治属性。历史证明：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工作



的灵魂，也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根本基础。走进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承担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

命，“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

则”，⑥新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

宣传为主，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突出宣传党的主张，从而让党的媒体成为推进党的工作

的有力武器。

二、倡导“开门办报”的宣传模式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组织路线，对于在

党的宣传工作中如何贯彻这一路线，1940年毛泽东在

《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指出：“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

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

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

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⑦才能办好

报纸。1942年《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们

党报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⑧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根

据地统一对外宣传的第二次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报纸

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中宣部对各地出版物的指示》等

文件，要求把群众的生活、生产和斗争情况在报纸上生

动地体现出来。

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新闻宣

传工作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心声。

《解放日报》改版后为每日出版，版面有边区要闻、党

政军新闻、国统区和国际新闻、副刊，成为中共中央第

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机关党报，也成为党在延安时期

影响力最大的舆论阵地。1940年创办的《边区群众

报》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在改版之后，确立

了“以边区新闻为主、为边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道

路，内容形式通俗易懂、简单具体，由10日一期改为3



日一期，每期四开两版，使得“识字少的人看得懂，不

识字的人听得懂”。

延安时期，党倡导“开门办报”，让党员和群众参

与办报，动员党政军干部和普通群众写稿，培养了大批

通讯员队伍。各报社在各分区设置了相应的通讯处，通

讯处受当地地委和报社双重领导。绥德专区记者田方在

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的带领下，采访了劳动能手刘

玉厚，发表了《劳动人民的旗帜》《刘玉厚的光辉》等

长篇通讯，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延安时期将群众路线确立为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方

法，实行全党办报、全民办报，保障了新闻源于生活，

源于群众，切实反映了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新时代习总

书记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她没有独立

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⑨党的新闻工作要善于将宣

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呼声有机结合，宣传党的主张要

有群众视角，内容和形式要让人民喜闻乐见，回应社会

关切，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

映出来，以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

量，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三、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延安时期，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

宁边区的物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吃的是小米饭，穿的

是粗布衣，住的是土窑洞。党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被这

些困难所吓倒。在陕北寒冷的冬夜里，新闻工作者就着

火盆取暖，赶稿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1940年，延

安举行纪念“五四”青年节有奖征文，参与投稿的人特

别多。领奖时没有钱发奖，只得依靠毛泽东、周恩来等

同志的捐款才颁了奖。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被动地吃

苦，而是利用现有条件主动地创造、努力地奋斗。没有



交通工具，他们就靠着自己的双脚深入前线采访，下到

基层百姓中间寻找新闻线索，磨练出过硬的脚力。没有

桌子，他们就在土坑上或靠墙搭起几块石头在上面写文

章、编稿件，磨练出过硬的笔力。缺少写作必用的纸、

墨、笔和照明用的煤油，他们就自制颜料做墨。没有墨

水瓶装，就自己用陶瓷烧成装墨的瓶子。他们还用发黄

的马兰纸制成稿纸，为了节省，每张纸的边角都写满了

字。铅笔用到握不住了还舍不得扔，信封用完了正面用

反面。为了节省煤油，晚班编辑都挤在一个窑洞中，只

点一盏煤油灯来编稿。毛笔用秃了，修尖后继续使用，

修得不能再修了的旧笔杆，还留着制作蘸水笔尖用。随

着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延安的生活条件得以改

善，但新闻工作者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没有松懈，反而转

化成推动党的新闻事业前进的动力，写出一篇篇深入群

众、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优秀作品。

2018年，习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指

出：“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

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

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要继续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勤奋

工作，不忘初心，牢记党的新闻工作的使命，接续奋

斗，奋发有为、甘于奉献，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谱写

出党的新闻工作的新篇章。

四、探索“大众化”的传播语境

党的新闻工作是常干常新的事业。党中央初到陕北

时，民众文盲率很高，经过各种扫盲运动，民众大都认

识一些字，但对文言文、古诗词、白话文等还是不懂。

党的新闻工作要能引领指导群众思想，必须对内容的表

达形式进行大胆创新。为此，毛泽东对改革报纸的文风



提出了要求：“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

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⑩

为了改变之前存在的“语言不通俗、句式过长、文

白夹杂、拗口难懂”的问题，改版后的党报大胆使用了

陕北方言、口头语。如“美得太”“婆姨”“咋、

怎”等。《边区群众报》的要求是老百姓一看就明白、

一听就懂。报纸出版一周年时，报社对《边区群众报》

上所用的字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总结出常用字大约为

400个。也就是说，识字量在400字的农民都能读懂

《边区群众报》。报社还采取了独特的“审稿”制度，

请炊事员、勤务兵来“审稿”。先对他们念一遍稿件，

看他们能否听懂，对哪些内容感兴趣，征求他们的意

见。在给群众读报时，记者们发现念到“肥皂”“火

柴”这些“洋词”时，群众听不懂，就改用“洋

碱”“洋火”等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记者到群众中体验

生活时，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有了近距离地了

解，就改编了陕北秧歌、陕北说书、信天游等用在稿件

中。《边区群众报》还在报纸上专门开设版面，刊登农

村新标语、改编歌词等。柯蓝用陕北说书形式写的长篇

通讯《抗日英雄杨铁桶》在报纸上连载，被陕北艺人演

唱出来，很快传遍全边区。为了鼓励农民开荒生产，报

纸改写了陕北民歌《春耕数九歌》：“九九再一九，犁

牛遍地走，又种小米又种豆，春耕的英雄我为首。数九

在心头，有话说出口，只有劳动才快活，偷懒的才丢

丑”。句子简短、易上口，很快在群众中流行起来，取

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在宣传内容和形式上都

做到了鲜活、生动，群众喜闻乐见。特别是面向广大基

层的报纸，在文字编排上尽量做到了通俗化，使广大群



众一看就懂，让党的主张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提高了

广大群众跟党走的自觉意识。

走进新时代，习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

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党的新闻工作

要不断开拓创新，首先要创新理念，“要树立大宣传的

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

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

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其次，要创新内容，要不断巩固

和提升内容生产这一核心竞争力，深入发掘能引起广大

人民群众共鸣的好材料，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

品质的作品。三是创新方法手段，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

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加快推进新闻媒体融合发展。要

坚持围绕生动活泼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功

夫，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方

式采写作品，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可思性，从而提高主

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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