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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芝青、高丽生等同志西向入川于重庆创办了西
南《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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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
展，急需大批新闻工作者到全国各地
开辟新的更多的新闻宣传阵地，加之
山西全境的解放，也标志着《晋绥日
报》的历史使命已经胜利完成。于是，
这张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报纸，在
艰苦支撑了九个春秋后，于 1949年 5
月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便在人民解放
战争的胜利号角声中宣告终刊了，终
刊时为2171号。

1948年春，为了迎接全国范围内
的胜利，中共中央机关实行战略大转
移，由陕北转移到了华北。3月 23日
至 4月 10日，毛主席在途经山西的19
天内，边行进边调研，发表了著名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
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明确了中国
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
政策，指导全国的解放战争事业。而
晋绥日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在毛主席
接见后，认真总结吸取了土改运动和
整党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继续发扬
其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旗帜鲜明的优
良传统和风格的同时，更加重视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报道，更加注
重报纸的真实性、群众性、战斗性及其
正确导向作用，使《晋绥日报》越来越
受广大读者欢迎，成为人民大众真正
的良师益友。

《晋绥日报》的办报同志们在长期的艰苦实践中，积
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晋绥日报》终刊后，全体编辑人员
和后勤部门以及印刷、发行部门的骨干，经过短暂休整，
即奉命从兴县高家村出发，首先南下临汾，进入中共晋绥
分局党校学习新区工作。并于 1948年 5月，在新解放的
晋南重镇临汾城创办了晋绥边区第一份城市报纸———

《临汾人民报》（后改名《晋南日报》）。
1949年第四季度，这支新闻队伍又分为两批各赴使

命。第一批由常芝青、高丽生同志带领，从临汾北上太原，
绕道武汉随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西向入川、于重庆解放后
创办了西南《新华日报》。第二批由杨效农、邵挺军等同志
带领，从临汾经风陵渡先到西安，后随解放军第十八兵团
沿宝鸡至成都的川陕公路南下入川，于成都解放后创办了

《川西日报》。1948年先期调离报社至临汾创办《临汾人
民报》的郁文、阮迪民等一批工作人员，后来则被派往西
安、兰州、乌鲁木齐。参加或创办了那里党的新闻事业。
党在《晋绥日报》社组织和培养起来的这批新闻战士，成为
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奠基者和开创者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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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完成历史使命胜利完成历史使命 宣告终刊宣告终刊
————从从《《抗战日报抗战日报》》到到《《晋绥日报晋绥日报》》之六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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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下半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根
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
势，不但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
包围和歼灭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强大的精锐兵
团，歼敌速度也大大加快。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并取得
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歼敌一百五十多万
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华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1949年 4月 21日，人民解放军在长达五百多公里的
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摧毁了号称“固若金汤”的敌人长
江防线，于 4月 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二十二年反
革命统治的覆灭。此后，又挥师南下，解放了东南、华南
地区。西北、西南地区也相继解放，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
胜利已指日可待了。

与此同时，在晋绥边区周围，人民解放战争也取得了
一系列胜利。1948年 3月下旬，绥蒙地区部队配合晋察
冀解放军，发动了察南、绥东、雁北战役。3月初至 5月中
旬，晋绥解放军协同晋冀鲁豫和太岳部队发起临汾攻坚
战。5月 17日攻克临汾，歼敌两万五千多人，解放了晋南
全境。6月中旬，晋绥军区部队又与华北军区、北岳军区
部队一起，共同发动了晋中战役。7月 21日胜利结束，共
歼敌十万人。9月 5日至 11月 14日，人民解放军华北兵
团、北岳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了察绥战役，歼敌两
万多人，解放了察绥广大地区，并完成了配合辽沈战役、
牵制敌人不使出关的任务。10月，晋绥解放军兵临太原
城下，扫清外围。12月初，占领城南和东山各要点，歼敌
五万多人。之后，转入围城休整。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
1949 年 4 月 20 日发起总攻，24 日即全部解放太原，歼敌
十二万四千人。接着，大同守敌于 5月 1日放下武器，山
西全境遂获得解放。

形势转变
山西全境获得解放

在人民解放军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党决
定抽调晋绥解放区的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以迎接全
国的解放。晋绥日报社即于 1948年 5月抽调一批骨干
编辑人员前往中共晋南工委，在新解放的晋南重镇临
汾城创办了晋绥边区第一份城市报纸——《临汾人民
报》（后改名《晋南日报》），发行于晋南地区的三十一个
县市。这批人员中有郁文、阮迪民、邵挺军、张惊秋、富
文等同志。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大批新闻
工作者到全国各地开辟新的更多的新闻宣传阵地，加
之山西全境的解放，也标志着《晋绥日报》的历史使命
已经胜利完成。于是，这张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报
纸，艰苦支撑了九度春秋以后，于 1949年 5月 1日出版
了最后一期，便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号角声中宣告
终刊了，终刊时为 2171号。

终刊号发表的《本报终刊致读者》一文，在简要回
顾了报纸的战斗历程以后说：“在本报终刊之日，我们
情不自禁地要庆祝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和晋西北
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庆幸本报八、九年来，
和晋绥特别是晋西北人民一起斗争中，光荣完成了自
己的任务。本报之所以能完成光荣的任务，首先应归
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晋绥人民，归功于晋绥全体党员
同志的努力。当然，这与本报同仁，与为创办本报积劳
成疾而病故的前总编辑赵石宾同志的艰苦奋斗，也是
分不开的。”“在本报终刊之日，我们特向晋绥全党与晋
绥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完成使命
《晋绥日报》宣告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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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战士分赴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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