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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1月 11 日上午，为庆祝第 24 个中国记

者节，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组织了一次特殊

的记者节活动。新闻工作者们走进岳西县莲

云中心学校，追寻新华社皖西分社的足迹，

重温《安庆日报》源头的光荣历史——这一

切，还要从 76 年前说起，那一年，也有一

群胸怀理想信念、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奋

斗的新闻工作者走过这片土地……

“请给我一份！”“我也要一份！”……
时光拉回到 1949年 4月 24日，安庆

街头出现这样一幕：一群人围住一位手
捧一摞报纸的年轻人，他们在讲出自己
的愿望同时，投以渴求的目光。

市民渴求的那份报纸是《安庆新闻》。
走在安庆的街巷之中散发报纸的，

是周绪中，是胡晓肇……他们正是 《皖
西日报》的那群年轻人。

其中的变化，还要从一个多月前，
也就是 1949年 3月说起。

一头骡子，一块“石板”，一台三灯
直流收音机……十多个人，收拾好皖西日
报社本就不多的家当，从六安出发，前往
下一个办报的地点——省城安庆。

当这支“新闻先遣队”经桐城抵达
集贤关外时，安庆城还没有解放。

他们等待着，在城内守敌的炮击和
敌机的轰炸中，等待着。他们知道，安
庆周围各县已经先后解放，集贤关、海
口洲、广济圩三路要塞也被我军占领。
也就是说，此时的安庆，是国民党政府
在安徽长江北岸的唯一一座孤城。解放
军“围而不攻”，避免了城内的建筑和人
民生活遭受战火侵扰。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
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
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1949年
4月22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这篇消息
——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我三十万大军胜
利南渡长江》。

等待中的“新闻先遣队”，在一线
目睹了这一伟大胜利的发生。

很多年后，胡晓肇回忆起那个不凡的
夜晚时，写出的文字依然满怀深情：“突
然，仿佛是天边响起闷雷般的巨响，只
见枞阳铁板洲方向原本漆黑的夜空已被
染成红色，那响声就像一锅煮沸了的粥
……那是万炮齐发才能有的巨响。”

在获悉我军胜利渡江之后，安庆城
内守敌坐不住了。4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安庆守敌就开始弃城向南岸逃遁。晚上
10 时，城内仅有自卫团 3 个连计 300 余
人兵力。4 月 22 日下午 6 时，我军向城
内兵分几路发起总攻，到午夜 12时，已
消灭了大部分守城之敌。

4月2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庆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安庆市委、安庆市人
民政府等军政机关及所属人员分别由集贤
门、枞阳门整队入城，一举解放了安庆古城。

就在此前，等待中的“新闻先遣队”
重新编制，一部分以“安庆支队”为代
号，继续执行既定命令：进安庆，办报
纸！“安庆支队”成员，除了前文已经提到
的，还有许健生、朱冠东、董德润等人。
另一部分，则奔赴南京，接收国民党新闻
机构。新华社记者方德，则继续随军直驱

大西南，并在雪域高原继续记者生涯。
23日清晨，“安庆支队”奉命在桃园

（今属宜秀区大龙山镇）集结，组建成安
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新闻出版科，随
攻城部队进城，接管敌新闻机构：《皖报》
《新皖锋报》《民报》，以及正中书局。

为了向安庆市和安庆地区的广大群
众宣传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宣传
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新解放区的一系列新
政策，市军管会和市委决定创办一张人
民的报纸。在进城当晚，就下达了“明
天一定要出报”的指示，指出：“安庆
原有几家报纸，现在都勒令停刊了，
我们应该出版自己的报纸来满足全市
人民的要求。”

“安庆支队”首先接收了国民党安徽
省党部的机关报、当年安庆城最大的一家
报纸——《皖报》。虽然报社的负责人早已
逃跑，编辑也只有一人留下来，但好在工
人师傅、职员、报务员、译电员留了下
来，并表示愿意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
而且，正是在他们的保护下，电台、收报
机、纸张、油墨、手摇对开机、字模、铸
字机等印刷器材都没有遭到破坏。

相 较 于 在 大 别 山 办 报 时 使 用 的 ，
此时的设备器材可谓十分先进了。

时间紧迫，创刊人员在接收 《皖
报》 的同时便开始积极筹备 《安庆新
闻》的出版工作。他们利用电台、收音
机抄收了新华社的电讯稿，利用 《皖
报》的印刷厂进行排印。

从24日凌晨3时开始发稿，经过一昼
夜的努力，24日上午，崭新的《安庆新
闻》创刊号诞生了。

很多年后，胡晓肇依然清晰地记得
那一天的喜悦：“我们新闻出版科也就
是原皖西日报的部分人，上街头散发、
张贴时，真比打了一个大胜仗还高兴，两
天多没有合眼的疲劳早已消失得干干净
净。第一期两千份，很快散发、张贴完毕。”

《安庆新闻》，就是今天的中共安庆
市委机关报——《安庆日报》的前身。

76 年前，也就是 1947 年的 11
月，在大别山里，发生过许多对
未来有着深刻影响的大事。

是 年 11 月 9 日 至 12 日 ， 刘
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
战军司令部在太湖县刘家畈胡
氏新祠召开三纵队旅以上和皖
西工委、皖西人民自卫军支队
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这就
是有名的刘家畈高干会议。会
议作出决定：成立中共皖西区
委、皖西军区和皖西行署，并
分 别 在 中 共 皖 西 区 委 、 军 区 、
行署之下设立皖西一、二、三
3 个地委、3 个军分区和 3 个专
员公署。

3 日后，即 11 月 15 日，中共
皖西区委及皖西行署、皖西军区
在岳西县汤池畈成立。

同月，中共皖西区委决定创
办区委机关报 《皖西日报》。新
华社随军记者方德，担负起筹建
皖西日报社的重任。

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条件，这
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即便方德

是一位 1938 年就奔赴延安的老同
志、一名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
的富有新闻工作经验的老记者。

首 先 ， 要 解 决 缺 人 的 问 题
——找到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就很
难，有相关工作经验者更是稀
缺。方德毕竟是老记者，深知

“脚力”的威力，他骑着一匹川
马奔走在群山之间，很快召集了
一批适合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才，
搭起了报社最初的“架子”：来
自山西的和蔼可亲的“老八路”
杜恒贤，从贵阳来投奔革命的文
字基本功扎实的编辑罗琼 （化名
藜蒺），写一手漂亮钢板字的东
北人王辉，爱音乐、爱写诗的文
艺青年王兆乾……

同 时 ， 要 解 决 缺 物 资 的 问
题—— 专 业 印 刷 机 、 新 闻 纸 都
很难找到。方德和同事们费了
好 大 力 气 ， 请 来 两 名 石 印 工
人，找来一块印刷石板，这已
经是当时的岳西大山里能找到
的 最 好 的 印 刷 团 队 和 设 备 了 。
至于纸张，只能使用岳西当地

作坊生产的皮纸。
还有，要解决缺新闻来源的

问 题—— 当 时 的 岳 西 由 于 国 民
党大功率电台干扰，收听中央的
电讯稿十分困难。好在，军区为
支持办报，将一台战场上缴获的
美国制造报话机拨给报社，报社
还能收听到新华广播电台深夜的
口语广播。恰好还有新华社记者
杜宏在报社暂住，作为一名大学
生他自己创造了一种速记法，在
最初一段时间担起了抄录中央新
闻的任务。

于是，就在方德接到任务的
当月，也就是 1947 年 11 月，在岳
西县腾云庙储家花屋 （今为莲云
中心学校）《皖西日报》 创刊号
正式出版了。当时的 《皖西日
报》 为四开四版，由于没有专门
的发行机构，报纸都是按照老解
放区送“鸡毛信”的方式进行传
送，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开
始借此传遍皖西解放区。

办报，是一项如此振奋人心
的事业，以至于许多年后，回忆起

当时的工作，王兆乾依然心潮澎
湃：“多好的战士啊！他们从太行
山下来，经过转战，又挺进了大别
山，过着比老解放区艰苦 10 倍的
生活。粮食匮乏，衣衫褴褛，医药
来源断绝，敌人以几十倍于我的兵
力疯狂‘扫荡’，大别山能坚持下
去吗？要坚持多久？战士需要鼓
舞，需要了解全国各战场的形势，
需要明了自己的艰苦斗争将牵制住
大量的敌人，好让兄弟部队在外线
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报纸，无疑是
有力的宣传工具。”

同 样 在 许 多 年 后 ， 王 兆 乾
依然记得当年 20 岁的他在 《皖
西 日 报》 发 表 的 第 一 篇 报 道 。
这篇题为 《茅山上的斗争》 的
长篇通讯，记载了岳西县茅山
（今属五河镇） 下我军休养所伤
病 员 和 医 护 人 员 在 面 对 敌 军

“扫荡”时，在缺少战斗人员和
武器的条件下，以少量人不断
轮回出现造出战斗部队的声势
威慑迷惑敌人，并最终在群众
的掩护下转危为安。

1947年
新华社记者在大别山创办《皖西日报》

1947 年 12 月，随着国民党军
队大举进犯岳西，报社一度转移
到岳西县小河南六行堂 （今属五
河镇）。

同月，王兆乾到桐城执行报
社安排的采购和采访任务时，遭
遇敌军“扫荡”。

扛枪的是战士，提笔的也是
战士。

在 转 移 中 历 尽 艰 险 的 王 兆
乾，在岳西县主簿园 （今属主簿
镇） 再次见到方德时，听到了
不 幸 的 消 息 ： 报 社 在 因 “ 扫
荡 ” 转 移 时 ， 遭 遇 敌 二 十 五
师，为避免物资落入敌手，同
志们忍痛销毁了电台与电池等
珍贵物资。

在 遭 受 如 此 重 大 损 失 后 ，
虽然报社依然坚持油印出版过
一段时间，但中共皖西区委考
虑到反“扫荡”行军作战所面
临的实际困难，最终作出了报
纸暂停出版的决定。

1948 年 上 半 年 ， 人 民 解 放
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继
续 展 开 进 攻 ， 歼 灭 大 量 敌 人 ，

皖西军区同样如此。到了八九
月，军区机关已经可以在一个
地方住上两三天了。

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
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的那个
秋天，中共皖西区委决定恢复
出版 《皖西日报》，负责筹备工
作的还是方德。不久后，《皖西
日报》 恢复出报，报社一度设在
舒城县晓天。

此时办报人才力量又充实了
不少，不仅从部队里调来薛常
进、汪玉堂等人，还有周绪中、
邬效杰、高绪楷、胡晓肇、王
健、马夜聆、何铃子等知识青年。

不过硬件条件的改善并不明
显 ， 没 有 电 台 ， 也 没 有 报 话
机，报社从军区情报科要来了
一部三灯直流收音机，只能戴
耳机收听，而且必须架上很高
的天线才能收到短波波段的新
华广播电台广播。

在行军间隙学了一点速记的
王兆乾，便担负起抄收新闻的工
作。在这 项 工 作 中 ， 让 王 兆 乾
印象最深的是 1948 年 10 月获知

国民党新一军在东北被我军全
歼 的 消 息 。 听 到 这 个 消 息 后 ，
他 和 王 健 当 即 用 毛笔写成捷报
张贴在晓天的街头，报纸也出
了号外。

1948 年 11 月 ， 淮 海 战 役 开
始，皖西解放区的情况自然更
好了。就在这个冬天，报社印

刷厂接到皖西行署供给处交办
的 新 任 务—— 设 计 并 印 制 皖 西
流通券。皖西流通券是在皖西
解放区内流通的准货币，共使
用四个多月的时间。

1949 年 1 月，报社迁至六安
毛坦厂。随后又搬到舒城县城、
六安海峰中学等地。

1948年
战火中的新闻人砥砺前行越战越勇

1949年4月24日
《安庆日报》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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