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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的聂荣臻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晋察冀边

区的《抗敌报》《救国报》和《抗敌三日刊》，在边区内外

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报刊，逐步由油印、石印发展

到铅印，印数也从初期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

份。它们是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战新文化

的传播者。”这里提及的《救国报》，便是如今中共唐山

市委机关报《唐山劳动日报》的前身。

它是冀东地区第一张党报。

（注：《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即《人民

日报》前身之一；《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中的冀东《救国报》

冀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侵华日军入

关后统治时间最长，控制最残酷的地区之一，中国共

产党带领冀东广大军民，面对日寇的炮火硝烟，战斗

得悲壮而惨烈。

这其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敌人一次次的“扫

荡”“围剿”中，他们一手握枪、一手拿笔；背着电台、扛

着器材；一边与敌人周旋打游击，一边写稿宣传、出版

报纸。不管情况多么危急，斗争多么残酷，他们舍生

忘死，保证党的消息及时地传送到群众手中。

他们就是《救国报》的红色新闻人。

1、《救国报》的创刊

1938 年 7 月，以 20 万农民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揭

开了冀东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页。此后，敌人疯

狂地加强了对冀东的统治。在此形势下，党领导军民

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坚持抗战。于 1939 年 1 月恢复中

共冀东特委，同时着手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工作，并与

八路军留下的第一、二、三 3 个支队配合开辟多个小

块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1939 年 3 月，吴德到冀东

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

是冀东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将冀东特委改为冀东地

委，属冀热察区党委领导。1939 年 7 月，冀东地委改

称冀东区党分委。1939 年秋，冀东所有武装力量统一

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

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领

导。1940 年 1 月，成立晋察冀边区冀东办事处，这是

最早的冀东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办事处建立后

即着手筹建各县抗日民主政权。

在此之前的 1939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颁布《关

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

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

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

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各中央局、

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

刷所，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

子。在不能设立铅印机时，即石印油印亦极为重要。

7 月，冀东地委（后改称冀东区党分委）在平西开

会时，讨论了中央的这个指示，决定创办党的冀东地

方报纸，也是中共冀东区分委的机关报，以宣传党的

抗日路线、团结人民，组织为报纸定名为《救国报》，选

派崔林担任社长兼编辑，并让他组织人员筹办。

崔林（后期化名李杉），河北玉田县人，原名马宗

周，字承武，号吟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接受

了党交给的筹备出版《救国报》任务之后，在遵化一带

经过实地调查，反复研究，最终决定把报社的地址选

在遵化县南部的山区卢各寨（今隶属遵化市娘娘庄

镇）。中共冀东区分委宣传部部长徐志（又名国荣）来

到遵化，通知地下党员、卢各寨小学校长戴景初协助

为崔林安排新的身份。很快，卢各寨小学多了一位博

学多才的“马老师”。崔林就这样以教师的身份作掩

护正式开展工作，党组织给他配备的交通员刘海山，

则是化身为卢各寨小学的一名校工。崔林经过了解

和选择，又从本村发展了 3 位同志参加报社的筹建工

作，他们是：尹铭钰（化名齐树德，后改名范捷民），卢

各寨小学教员，他文化水平较高，字迹工整，负责刻写

蜡纸；冯国玺（曾化名朱仁、宋红，后改名杜风），本是

福益农林场的养蜂工人，负责用一台旧收音机接听广

播抄收新闻；严德成（化名孔三华，后改名刘敏），本地

行商，他承担了报社的印刷、采购和发行等事项。再

加上崔林和刘海山，这就是最初 5 人组成的《救国报》

社。此外，还吸收了两位半脱产的印刷员。

《救国报》创刊时，是一张秘密的报纸，最初的活

动地点在福益农林场。这里是当地一个规模很大的林

果园，农林场主尹福卿是一位开明士绅，当时不在原

籍。尹福卿的长子尹铭枢主持经营果园等事项，他在

当地也有一定的名望，且一直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

政策和抗日主张，对我党同志做过很多掩护工作。为

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崔林就住在尹福卿的家里。1940

年 6月，党组织又派根据地的丰原到《救国报》工作，当

时她化名为柳梅（后来又曾改名李纹），以尹铭枢妻妹

的身份作掩护。丰原的到来，增强了报纸的编辑力量。

《救国报》创刊初期，报纸在福益农林场编出刻好

以后，转送到严德成家的地窖内印刷。印报都是在夜

深人静时进行，由严德成的妻子担任警卫，在家门口

站岗。黎明前印完后，由严德成打包成捆，亲自背到

离卢各寨数十里外的一些村庄秘密发行。

因当时条件有限，故对刻印技术要求极高。担任

蜡纸刻写的同志很下功夫，每张蜡纸能印一两千张，

印出来的字迹依然清清楚楚。报纸的字体多为仿宋

字，标题字有大有小，而且字体多样，有仿宋、黑体、正

楷。版面安排也很活泼，有时还附有插图。

在报纸初创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冀东地区孤

悬敌后，日伪势力极强，各种信息屏蔽严密，导致延安

新华社的消息抄收不到。新闻没有来源，只能由冯国

玺用一台普通收音机收听中央社和莫斯科电台的新

闻广播，先记录下来，再由崔林等人从字里行间寻找

比较可靠的内容，经过去伪存真、沙里淘金，整理出可

用的内容。关于冀东本地区的新闻，则由冀东军区司

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组织供稿。这些稿件，是

当时《救国报》的灵魂。

1940 年 1 月 1 日，第一期《救国报》与读者见面。

由于当时人力、物力和游击环境的限制，最初的《救国

报》单面印刷，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稿件或

消息多时曾出过八开四版），7 天出版一期，每期印刷

1000 多份。报纸一经问世，就成为鼓舞军民斗志、坚

定人民信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是冀东党组

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像火种一样，

在冀东迅速传播，熠熠发光。

新中国成立前我出

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如

今，虽然已届耄耋之年，

但依然记得小时候家里

穷得叮当响。一家五口

人相依为命，挤住在一

座历经风雨岁月农家院

中两间破旧不堪的茅草

房里。院子不大也没有

花草，但却有三五成群

的鸡鸭。

虽然居住的房屋老

旧狭窄，但父母都是老

实巴交的庄稼人，不辞

辛 苦 地 带 领 一 家 人 过

着 普 通 人 过 的 普 通 日

子 ，全 家 和 睦 相 处 ，其

乐融融。

也有烦心事。由于

居 住 的 两 间 草 房 基 础

差，又是用土坯垒砌而

成，房上苫的芦苇早就

老化面目全非，加之多

年失修，随时都有坍塌

的危险。特别是一到雨

季，屋外下大雨，屋内下

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

还依然嘀嗒嘀嗒地下个

不停。遇有夜间降雨，

我总是心情不安地从被

窝里爬起来，把洗脸盆、

大海碗、吃饭的饭碗摆

放在炕上、柜上，去接带

有岁月灰尘的雨水。全

家老少通力合作忙活着

接雨水、倒雨水，几乎彻

夜不眠，以尽量减少因

屋 漏 雨 水 而 带 来 的 损

失。在那贫困的年代，

一家人谈雨色变，好像

形成条件反射，只要是

下雨天，一家人总是吃

不好饭、睡不着觉。

其实，我的老父亲在乡间就是一个远近闻

名的泥瓦匠，他经常分文不取地为乡亲们翻盖

新房、维修旧屋，而对自家漏雨老屋却无暇顾

及，也无力顾及，更甭说翻旧建新了。一代又一

代“泥瓦匠住草房，编凉席睡光床”就是我家那

时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

年代，我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看成了天方夜

谭，而把能够住上冬不透风、夏不漏雨的新房当

成可望不可求的一场梦。

当年为了求得时来运转，年迈的老爸每到

新春佳节总是把口挪肚攒节省下来的几个钱，

拿到集市上请回极富神秘色彩的大福字画。

回 到 家 中 张 贴 在 门 窗 、板 柜 、盛 粮 食 的 大 缸

上，还精心巴意地贴在泥灰斑驳脱落的顶篷。

爸爸告诉我这就叫：“抬头见福”，寓意苦尽甘

来，时来运转。尽管老爸的做法和解说都很

有趣，但一家人依旧居住在遇风透风、逢雨漏

雨的老屋里。

天 地 悠 远 ，岁 月 有 情 ，物 换 星 移 ，时 过 境

迁。奔波、辛劳一生的父母相继因病离世，我

则走出柴门参加了工作，那熟悉而又钟情的家

已经变成了身后的一道 陈 旧 风 景 ，成 为 不 可

再生的文化资源。真是“少小离家老大还，乡

愁记忆留心间，常思孩提嬉戏事，多少懵懂伴

悲欢 ，老屋旧貌诗意长 ，再现往昔泪成行，陈

光碎影随风去。诸多感慨染斜阳”。魂牵梦萦

的两间老屋像我心中的一条河，时时从我梦中

流过。

老屋，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洗礼，承载

着鲜活的草根精神，记录着人生的苦辣酸甜 ，

同时也见证了农耕文化的发展历程，传承着乡

愁记忆和精神寄托，步入更接地气，更具有活

力，更有温度的新时代。

风雨吹老了岁月，但却永远也吹不老我对

家的思念和对父母的怀念，虽然那两间茅屋草

舍已不复存在，只能深深地埋藏在记忆里。为

了深入挖掘家这一特有的文化资源，为了给子

孙补上不忘乡愁这一历史课，进城后逢年过节，

我总会携全家老小重回故里走一走、看一看。

每当我带领家人站在老家的旧址上，久久凝视

近在咫尺这块曾经生我养我的老地方，浮想联

翩，思绪万千。虽然前世的风情难以寻觅，但最

让人兴奋和欣慰的是，原来村里的泥泞路已经

变成了水泥路，路两侧满目花草溢香，街道上全

部把路灯安装，一排排楼阁临街而立，店铺鳞次

栉比，健身器材随处可见，文化广场欢快舞曲

回荡在春风里，到处充满欢歌笑语。村民们安

居乐业、幸福无忧地生活在和睦、和谐的大家

庭环境里。一个充满新时尚、新气象的新时代

古镇名村已经成为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线。

透过家的前后变化，落伍的念想早已无法缝补

和链接对老宅、老屋的老印象。从中我也深切

地感悟到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它

是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也是先辈们生

活经验的积累和草根情结。生而为人不能忘

本丢根，因为它承载着老一代人的情感和无悔

的追求。我也读懂了父爱如山，情深似海的老

爸生前的一举一动是在以拳拳之心、殷殷之

情、深深之爱诠释和表达对家的眷顾与钟情；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与向往。

因为家是心灵的驿站，是爱的港湾。家的真正

含义是有爱才有家，有家就有爱，有了爱也就

有了一切。总之，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要

感恩新时代、感恩党的好政策。这正是“拆旧建

新难寻根，只见高楼不见村，儿时记忆今犹在，

小康社会暖人心”。“家”之变，永远成为我人生

经历中一段文化与历史交织融合的温馨而又温

暖的记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7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

余年不屈拼搏，迎来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也是在 75 年前，一份已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坚

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鼓舞军民抗日斗志近

十年的党报《救国报》，在新的历史阶段正式更名《唐

山劳动日报》出刊，它将在今年 8 月 1 日迎来 75 周岁

“生日”！

从 1940 年 1 月 1 日到 1949 年 7 月 31 日，这份在抗

日烽火中诞生的报纸，见证着艰苦抗战时期，冀东党

组织与人民群众面对日寇与反动派的屠戮而奋勇抗

争、无畏牺牲的精神与风云际会的历史变化；

1949 年 8 月 1 日起，这份由毛主席亲笔题写报头

的报纸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一次次

创造奇迹，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辉

煌荣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几十年坚守、几代人努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时代同路行，与人民共信仰。

这份浴血而生的报纸，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既

是对历史的传承，更是对今天的见证，它不仅担负着新

闻记录者的使命，而且已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救国报》，到解放战争时期的

《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冀东日报》（含《新唐山日

报》），这张报纸诞生在炮火纷飞、血洒山河的年月，一

位位先烈捐躯、一次次资料被毁，残存世间的痕迹寥

若晨星，令人扼腕。

新中国成立后，《唐山劳动日报》在和平年代继续

履行着先烈们未尽的新闻事业。许多亲历者纷纷提

笔，用文字回忆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几十年间，报社

也数次组织人力物力，以撰写文章、编辑刊物，出版书

籍、画册、纪念封等形式，记录、缅怀前辈的功绩，以保

留下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

这些资料珍贵、翔实但也分散，且互有交叉，或有

出入。笔者因父辈当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因，自懂事

起便经常出入于报社大院，也曾得到几位老前辈爷爷

的呵护，更曾有幸亲见过他们珍藏的信件、日记等实

物。时光荏苒、天不假年，近些年，老前辈们多已仙

逝。痛惜之余，更多的是遗憾，遗憾未能多留下他们的

记忆，没能多留存那个时代的记录。

近两年，笔者一直在致力整理相关资料，以业余时

间，将 1940~1949 年间报社部分史料归纳整理集结成

文，将于今日起连载于《唐山劳动日报》副刊·文史版。

本人虽尽力而为，然历史年代久远，余生也晚，且

才疏学浅，行文所至，难免挂一漏万。期待尚健在的

前辈和广大读者补充指正。

谨借此文致敬为新闻事业奉献青春与生命的红

色新闻人！

另：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六

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冀热辽人

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中国共产党唐山历史》等文

献为基准。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丰原、陈大远、肖铃、

赵景华、刘士烺、陆明、徐楠、叶遥、史向荣、李远、薛枫

春、董雪原、王雪松、柳达、王省汉、山桥、吴明、岳欣、

白瑛、金涛、周新华、马建国（排名未分先后）等老同志

的书籍、文章、日记、信件等。文中所用图片多为已故

老前辈肖铃、刘士烺等人生前珍藏，恕不一一注明。

感谢他们用这些珍贵的文字与图片，记录下那些

用生命传播党的声音、宣传红色思想的不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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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

□ 王烁辉 整理

写 在 前 面 的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