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为使广大读者对我市新闻界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编印

了这本书。本书得到中共北海市委的重视，市委书记岑鸿平亲自题写书名，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彭段生同志亲自审定本书，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张兴勉同志做了大量具体的组织工作，并负

责全书总纂。市委宣传部新闻科董晓燕、刘蒙平二位同志负责了本书的组稿、编

辑、校对工作。各人选单位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但由

于时间仓促，所收资料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教正。

编 者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附录：

解放前的北海报纸

北海自辟为通商口岸以后，交通较为方便，上海、广州等地出版的书报通过

邮寄、海运，打开北海文化、新闻之门。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德国教会创办《东西新文》周报，这家报纸是北

海最早的新闻报纸。报纸刊登的时事新闻，主要来源于省港各报刊，订户有 1900

户。1906 年停刊。

1915 年，德国教会在北海创办《觉民报》（周刊），主要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的战事新闻，发行量约 1500 份。停刊时间不详。

1929 年 7月，北海办有《钦廉日报》，因销路过少，年终停办。

1931 年夏，国民政府第八路军在北海设无线电台，出版《特电日刊》，刊登

国内外新闻。停刊时间不详。

1932 年，伍曼朗主办《世界日报》，该报副刊主要靠登载色情小说吸引读者，

终因销路不佳，很快便停刊。

1932 年秋，合浦一中（即北海中学前身）学生组织出版有《新潮》、《缪丝》

等进步刊物。内容及停刊时间不详。

1935 年夏，北海进步青年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秘密出版《晨光报》三日刊。

1936 年，北海又有《战声》三日报出版，内容不详。后被地方当局追查而停

刊。

1937 年，北海出版《北海日报》（内容及停刊时间不详）。

抗日战争期间，或因日军侵略，或因其他战事影响，北海均无报刊出版。

1946 年末，北海热心青年把在合浦出版的《青年日报》搬迁来北海，在北海

出版了三十一个月之后，因经济困难，维持不了正常出版，于 1949 年 10 月底停

刊。随后，黄湘等一班文化界人士又着手筹办另一家报纸，经过一个月的积极筹

措，1949 年 12 月 1 日便正式创办了《南天日报》。《南天日报》社址在市中山东

路东二巷口，负责人黄湘。报社编辑部人员基本上是原《青年日报》的班底。总

编辑是张亮材。编辑有罗受烈、谢光复、李丹云等人。印刷部有检字、排版、印



刷等工序的工人 10 多名，印刷机器由日新图书社庞松晖无偿提供两台平版印刷

机使用。该报为对开二版、日刊，每天发行量在 300 至 400 份之间。该报只出版

了三期，便因北海解放而停刊。



解放初期的北海报纸

时事简报

1949 年 12 月，北海解放。北海军政委员会接管了《南天日报》。随后，军政

委员会编辑出版《时事简报》，该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稿，以国内国际新闻为

主，新闻来源由北海广播站提供。办报人员有何家英（兼职）等人。后来，《时

事简报》又改名为《消息导报》。（停刊时间不详）。

北海报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年代。广东省各县市纷纷创办县市报，北海市当时属

广东省辖，在北海市辖区范围内，创办有《北海报》。

《北海报》是中共北海市委机关报（县级市），1958 年 6 月 21 日正式创刊，

铅印横排，对开二版。1958 年 11 月 16 日改为四开四版。

《北海报》每三日出版一期，由北海市印刷厂承印。报纸由市邮电局发行，

发行范围主要在北海市辖区范围内，合浦县、钦州县、上海市、北京市等地也有

北海籍读者订阅。报纸每期发行数约 3000 份，报纸零售价为每期 3 分。

《北海报》的办报方针和宣传宗旨，主要是适应大跃进年代的形势，宣传党

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北海解放后的各项建设成就，反映人民群众的生

活情况。

《北海报》为对开二版大报，其版面设置大体是：一版是地方要闻版，主要

刊登本地新闻，兼刊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二版分为两个部分，半版为综合版，主

要刊登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时事等方面的文章；半版为“北部湾”副

刊，每两期报纸出版一期，主要刊登本地文艺作者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

《北海报》社址设在解放路原市印刷厂厂内（即现在的大兴商场）。报社的

经费来源主要靠市财政拨款。参加办报的工作人员有吴礼俊、张冠俊、梁禹、梁

祥绍、李昌文、邓曜、朱子田、潘池（女）等。报社设有社长、正副编辑组长等

领导职务。社长由当时市委副书记刘开智兼任，张冠俊任编辑组长，李昌文任编

辑副组长。



报社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配备有通讯员为北海报写稿，来稿一经刊用，

即付稿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六角。来稿量可勉强维持出报。

《北海报》诞生于大跃进年代，可以说当时还没有商品经济，故报纸刊登的

广告量很少，且刊登的广告基本上都是“寻人启事”“遗失声明”之类的小广告，

广告收费标准是每 100 个老五号字宽的面积，每期收费 1.5 元，广告收入甚微。

1958 年 11 月 16 日，北海报出版到第 48期（以北海市档案局存报为准），北

海市机构变更，改为北海人民公社，北海报社遂与浦北日报社、合浦日报社合并。

北海报于 1958 年 11 月下旬停刊。

1959 年 8月，北海改为镇建制，北海报于 8 月下旬复刊。复刊后的北海报为

四开四版，每三日出版一期。复刊后参加办报的人员有张冠俊、梁祥绍、梁禹、

邓曜、朱子田等，张冠俊为报社负责人。复刊后的北海报只办了 4期，由于当时

经济困难，新闻纸供应短缺，北海报于 1959 年 9月上旬终刊，报社解散。

《北海报》从创刊到终刊，经历的时间虽然不长，报纸的内容、规格也不尽

同，但在宣传党在大跃进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宣传北海

市的建设成就，介绍传播先进技术、知识，反映北海市新人新事和人民群众心声

等方面，都起到教育、鼓舞、激励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当然，作为诞生在大跃

进年代的县级市办的报纸，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