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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风雨兼程，80年一曲壮歌。201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即将迎来80岁生日。自诞生那日起，大众日报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频，
与时代同行，创出党报连续出版时间最长、输出人才最广等多个奇迹，实现了由一张报纸到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型传媒媒集团的跨越。
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大众报业集团启动“重走创刊路·溯源80年”大型融媒采访活动，寻访报纸在沂蒙

老区的主要活动足迹，重温80年不改的初心和信仰，展现记录时代风云、推动时代进步的使命担当，坚定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
责使命的信心。今起陆续推出一组文字和视频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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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大众日报在烽火中诞生。
80年时光流转，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初心———

烽火沂蒙铸初心
□大众报业记者 鞠杰 马玉峰

12月3日，临沂市沂水县夏蔚镇云
头峪村。
凛冽的北风裹挟着密集的雨点，拍

打在云头峪河的水面上。薄雾中的锥子
崮，像极了一把钢刀，捅开层层雾气，直
插云霄天边，仿佛带人回到了硝烟弥漫
的80年前。
1939年元旦，在这大山深处的小村

落，伴随着老式手摇印刷机的咣当咣当
声响，4000份沾着墨香的大众日报创刊
号在雪夜付印，并被交通员装进草筐、挑
着扁担分数次带到根据地各处。这一刻，
标志着中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
的党报正式诞生。
一颗不灭的初心，由此开启。

初心是什么

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
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成为
他们所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

——— 大众日报发刊词

12月3日，重走创刊路前方报道组
来到沂水县夏蔚镇王庄村，村里最引人
注目的建筑，莫过于已有百年历史的王
庄天主教堂。巍峨耸立的哥特式建筑见
证了近代史的百年更迭，并于1938年迎
来了一批身着土布军装的人——— 中共山
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同志们。
“这里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旧址纪
念馆。”随着王庄村党支部书记公培建的
指引，一幢灰瓦红柱的二层小楼，跃入记
者的视线。斑驳的砖瓦、暗红的窗棂、发
黄的照片……旧址纪念馆的一切仿佛都
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山东被

摆在了全国敌后战场重点发展的中心位
置，毛泽东豪迈地发出指示，“派兵去山
东”！12月，根据中央决定，苏鲁豫皖边
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
山东分局的建立决定了有必要创办

一张党报，以鼓舞带动全山东人民的抗
日斗争。而大众日报，就在这历史性的节
点应运而生。
“一是党的报纸，二是有利于统一战
线，三是广泛发动群众。”创刊之前，中共
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大众日报首任社
长刘导生、首任总编辑匡亚明谈话，敲定
了办报的三原则。
王庄村171号，一处沂蒙山区普通

的农家院落，正是80年前的大众日报编
辑部。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匡亚明、刘导
生和郭洪涛围坐在一张旧桌子前，讨论
着报纸的名字。
“当时匡老说，报纸的宗旨是‘立足
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就叫‘大众日
报’吧。”公培建介绍，“郭洪涛听后也说
很好，名副其实为大众人民服务。”两人
的一番讨论，既确定了一张报纸的名字，
也框定了一张报纸的灵魂。
光阴流转，四季更替。当年的中共山

东分局驻地早已变为旧址纪念馆，静静

躺在纪念馆中的《大众日报》创刊号，纸
张已经泛黄，但报头的发刊词依旧醒
目———“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
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
成为他们所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
关”。
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这就是大众

报人的初心。

初心由何而来

“俺嫁到这儿的时候，俺娘也一直不
让住东屋，她常念叨说，指不定啥时候报
社的同志还回来看看哩！”

——— 云头峪村村民狄元梅

诞生在巍巍沂蒙山间的大众日报，一
穷二白、创业维艰，却始终初心不改，生生
不息，是什么赋予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心怀这个疑问，12月3日，冒着蒙蒙

冬雨，重走创刊路前方报道组来到距王
庄村8里外的云头峪。这里依山傍水、隐
蔽性强，创刊之时，大众日报印刷所就定
址于此。
69岁的狄元梅老人一见到记者，就

热情地招呼进屋，“俺家堂屋边上，就是
老印刷所，平时闲着没事，俺就过去打扫
打扫，落上灰就不好了。”
狄元梅口中的“老印刷所”，就是《大

众日报》创刊号的诞生地，也是她的婆婆
刘茂菊当年的婚房。当年刚刚嫁到牛家、
住上新房的刘茂菊一听办报纸是为了打
鬼子，二话不说就把东屋让了出来，跟公
婆一家挤到一间房住。
“这间屋当年可是全村最好的房
子。”狄元梅回忆道，“俺嫁到这儿的时
候，俺娘也一直不让住东屋，她常念叨
说，指不定啥时候报社的同志还回来看

看哩！”
推开斑驳的栅栏门，茅草铺成的屋

顶、青石垒成的屋墙，让这间十平方米左
右的农家小屋在冬日的雨天显得格外阴
冷。然而，时间拨回到80年前，这里却涌
动着一份火热的激情。
外面大雪漫卷，寒风刺骨，屋里却人

头攒动、热火朝天。拣字工托着油灯拣
字，印刷工手摇印刷机咣当咣当一刻不
停，4000份喷着墨香的大众日报创刊号
在这个雪夜诞生。次日五点天还没亮，交
通员张之佩便披着蓑衣，挑起扁担，顶着
风雪，将报纸分数批小心翼翼、一步一步
送到王庄编辑部，再从这里由报社营业
部分发到根据地各处。创刊半年多的时
间，张之佩就是这样沿着崎岖的河沟，往
返于王庄编辑部与印刷所之间。
“听俺大爷说，大众日报社来到云头
峪的时候，庄里不少人都把房子让给报
社，自己去搭团瓢住（团瓢：类似窝棚的
简易住处——— 编者注）。”张之佩的曾孙
张德生回忆道：“俺们祖辈能给报社、给
打鬼子出份力，到现在俺脸上都觉着很
有光！”
漫漫80年，大众日报深深地扎根在

齐鲁大众的沃土上，吸根之甘醴精华，传
递生命的给养，成就了强大力量的源泉。

初心缘何弥坚？

“老一辈的给大众日报社作贡献，俺
们小一辈的享福了！以前只能到山外去拉
水，现在家家户户都能喝上自来水了。”

——— 云头峪村村民张守来

1996年12月，匡老逝世时留下遗
愿：将自己的部分骨灰安放在云头峪。背
靠着高高的锥子崮，匡老骨灰安葬处，栽

了一株雪松苗。如今，这里已长成一片枝
繁叶茂的雪松林。
在前辈的影响下，80年来，大众报

人脚沾泥土，始终不忘根在何方。
“这些年，报社对我们村帮助很大。”
云头峪村党支部书记王付永说，“先是投
资30多万元，修通了一条长3公里的宽
阔的水泥路，还投资建了蓄水池、扬水
站、希望小学。”
在印刷所旧址旁，狄元梅早已搬进

了3间宽敞的瓦房，这是1991年报社出
资为老房东刘茂菊大娘盖的新房。
云头峪水源难寻，2008年，报社寻

求省地矿局的支持，为老区打了一口深
井。这个曾为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小山
村，由此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喝“地窖
水”的窘况，喝上了安全卫生的地下水。
“老一辈的给大众日报社作贡献，我
们小一辈的享福了！”为匡亚明守墓15年
的张守来说，“以前只能到山外去拉水，现
在好了，我们村民都感谢大众日报！”
80年风雨兼程，80年一曲壮歌。
从笔墨纸砚到数字网络，无论媒体

的形态怎么变，我们始终铭记，为大众服
务的初心不变。从金戈铁马到和平岁月，
无论植根的时代怎么变，高举旗帜、引领
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使命不变。
从家长里短到家国情怀，无论新闻的主
题怎么变，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
人、凝心聚力的基调不变。从本地视角到
全球视野，无论传播的范围怎么变，澄清
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的
职责不变。
用脚力丈量，用眼力辨析，用脑力思

索，用笔力传递。变与不变中，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的
大众报人必将守正创新，精准发力，努力
走在媒体深度融合转型前列，续写壮丽
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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