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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竹如：中国新闻史上最著名的烈士

建议请毛主席题词

1939年夏天，李竹如同志在
山东抗战形势十分艰苦之时，随
八路军第一纵队来到沂蒙山区。
这年初冬，他在大众日报发表了
庆祝苏联革命二十二周年的纪
念文章，是为他在山东开展新闻
工作的开始。

1939年底，大众日报创刊一
周年之际，毛主席发来题词：“动
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
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
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
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
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
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
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主席
的题词既是对大众日报的希望
与鞭策，也是对抗日军民的庄严
号召和指示。请毛主席题词，正
是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民运部长
李竹如的建议。他代表分局到报
社主持研究纪念创刊一周年事
宜时提议，并亲自起草电报稿。
几天后，毛主席用电报发来了题
词。

“历史上从没有无立

场的报纸”
1940年初，李竹如同志担任

了分局宣传部长，并兼任大众日
报社管委会主任。从一开始，他
就以坚定的党的立场和清晰的
新闻理念主导办报，这些思想集
中体现在《抗战三年来的宣传鼓
动战》和《光荣的历史与光荣的
任务——— 为九一记者节而作》等
文中，它们分别发表于1940年的
大众日报上。

李竹如同志认为，办报要讲
科学性，要贴近当地实际、引导

舆论，讲究方式方法，重视印刷
与发行。他明确指出：“历史上从
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也从来没
有无立场的新闻记者，‘抗战和
进步’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新闻记
者所共有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
上，坚固地团结起来，并接受进
步政党的领导，才能胜利地担负
起光荣的时代责任。”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大众日
报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在
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下，成功进
行了“联合大会会议”、“皖南事
变”、“减租减息”等重大报道，特
别是“皖南事变”报道，大众日报
在当时全国报纸中领先。作为管
委会主任，他亲自撰写社论和文
章，从1939年11月到1941年5月，
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12篇，
计8万多字，至于不署名的社论
和专论就更多了。

1941年冬，鲁南区委书记赵
鎛英勇就义，李竹如率大众日报
第一战时新闻小组，跟随分局鲁
南巡视团到鲁南区处理危局，并
在能“一枪打透”的危险境地中
坚持对外发稿。此时，大青山战
斗刚刚结束，以近千人的牺牲换
来了九千人的胜利突围，但形势
依然紧迫。12月8日，在行军路上
休息时，大众日报电台队长刘承
塾打开收音机，忽听到日军偷袭
珍珠港的消息，他立即抄收后交
给李竹如。李竹如随即在鲁南区
党委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形势报
告，他在总结沂蒙根据地的形势
时说：“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漫
子宝山前，南北十余里，东西一
线牵。”

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人权保障条例
在对抗战进行呐喊鼓动的

同时，李竹如还对山东根据地的

民主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努力。
193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

推动下，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要求
国民党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
实行宪政的决议，蒋介石假装同
意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为了
揭露这种欺骗，1940年2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各界宪
政促进会，与此同时，各解放区
普遍开展了宪政促进运动，为在
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
权做舆论准备。李竹如是山东宪
政促进会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
并具体负责筹备工作。1940年7

月，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 山
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李
竹如当选为委员和文教负责人。
从此，山东3800万同胞第一次组
织起来，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

1 9 4 0年1 1月，山东根据地
的临时参议会相继讨论通过了

《山东省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
等有关财贸、教育和减租减息
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条例，这
些都是李竹如组织起草的。其
中《人权保障条例》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其中
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
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
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人
民均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
社之自由”；还根据山东的实际
情况，规定“凡人民因犯罪嫌疑
有逮捕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
状不得逮捕之”等。《人权保障
条例》经临参会通过后，在大众
日报公开发表。这是山东抗日
根据地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
果，在全国也是一个先例。

李竹如在一系列的工作中，
显示了一个革命组织家的才能。
有一个故事在大众报人中间广
为流传：1940年春，李竹如到报
社任职后不久，分局拨付给报社
一笔款子，经理部长刘力子派会

计去取，路程80里。晚上开会，李
竹如问刘力子：“钱取了吗？”刘
力子说：“才去取。”“几个人？”

“一个人。”李竹如马上说：“这笔
钱一个人取放心吗？你别开会
啦，快去。”他说：“不是不相信同
志，是两人好商量，战争环境万
一出问题，你也说不清。”刘力
子二话没说，拿起匣枪，连夜追
去。二人取了款子后，情况果然
起了变化，刘力子他们与地方
干部取得联系，组织了民兵护
送，才绕过敌军驻地安全返回
报社。几十年后，刘力子仍无限
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李竹如同
志盯得紧，稍许松懈大意，就会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血洒沂蒙年仅37岁

1 9 4 2年秋末冬初，日本侵
略 者 在 山 东 实 行 大 规 模“ 扫
荡”，“战工会”机关向鲁中撤
退，到达对崮峪时，已是第二天
的早晨八九点钟，还没吃早饭，
战斗打响了。我军被八千余敌
人包围，敌军将我军压制在东
西长约一里、南北不过半里的
山头上，敌人集中火力向我军
阵地密集扫射、轰击。

在这种情况下，从黎玉、王
建安和肖华等领导同志到军区、
政府机关干部都行动起来，投入
战斗。李竹如在战斗中表现得沉
着勇敢，毫无畏惧。中午，在战斗
的间隙，他谈笑自若地鼓动大
家：坚持到天黑，一定会胜利突
围。午后，数倍于我的敌人向我
军发起一次次猛烈攻击，我方弹
药打光，便用刺刀、石头与敌人
拼杀，连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
一直坚守到黄昏。天黑后我军开
始突围，李竹如在翻越山顶的石
墙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壮
烈牺牲。那年，他才37岁。

军事记者陈冰：笔枪墨弹战山头

半夜编抄电讯

唯恐出纰漏
山东对陈冰来讲很重要，

20岁到29岁，开启了他从旧社会
的一个青年学生到党的干部的
成长之路。大众日报是他真正
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参加革命
后使他真正有长进的是大众日
报。特别是在大众日报，他结识
了刘芬，跟刘芬组建了家庭，而
刘芬一家先后有七人在大众日
报工作。山东岁月成了塑造陈
冰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
个南方人从此忘不了山东的大
葱和萝卜。

1940年底，经时任报社管委
会主任的李竹如亲自挑选，四
位年轻人来到大众日报社报
到。他们都有相当的文化，有的
还办过报，来了马上就能投入
工作，对当时编辑记者奇缺的
大众日报是雪中送炭。

其中，年方2 0岁的陈冰被
分配去抄电讯稿，当时，办报最
主要的新闻来源是电讯稿。总
编辑于寄愚看他字好，不久就
派他去做记者。1 9 4 1年元旦刚
过，陈冰与王力一起被派去采
访士绅名流座谈会暨费东行署
成立大会，这是陈冰第一次采
访。采访前，报社对两位初次上
阵的新兵交代：建立我党领导
的、实行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
权，是当前根据地建设的一件

大事，这次采访是重要的政治
任务，报道要用以指导根据地
建设，一定要搞好。二人跑了一
二百里路，全力以赴地参加了
几天会，把大会小会上每个人
的讲话都详详细细地记了一大
本。但回来后，根据编辑的要
求，只写了几百个字的一条消
息。几百字的消息二人还是反
复修改，才最终见报。陈冰后来
回忆，当时我们真是战战兢兢。
从此，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把每
一项新闻任务都提高成政治任
务来对待。

1 9 4 1年6月，原“大众通讯
社”改为“新华社山东分社”，陈
冰调入通讯部编电讯。他后来
回忆说，那时编辑是我，大众通
讯油印版的编辑是我，采访是
我，抄重庆口播的也是我。最累
的是抄重庆口语广播，讯号很
弱，干扰很多，抄时困难极了。
陈冰要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
抄收，精力非常集中地抓好那
个微弱的讯号，仍然难免错漏。
天亮时抄完，要跑十几里路送
到分局，先给李竹如同志看，再
由他转送给山东分局书记朱瑞
同志看。如果恰好在重要的地
方有缺，李竹如同志就会严格
批评。因此，陈冰每夜抄收电讯
时，总是注意力高度集中。一
次，他在低头抄收时，棉军帽的
帽舌被豆油灯烧着了，直到感
觉疼了才发现头发已烧焦了一
些。

作为战地记者

深入前线
1941年冬天，日军发起了对

沂蒙山区残酷的铁壁合围，陈冰
随李竹如同志与第一战时新闻
小组一起参加了山东分局的鲁
南巡视团。一方面要坚持以新华
社山东分社的名义对外发稿，另
一方面要坚持出版油印的大众
电讯，随团记者还要就地采访，
由电台向本省新闻单位和延安
新华社发稿。1941年12月1日在延
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就刊登了

“鲁中沂蒙区大战敌酋畑俊六督
战惨败”的消息，使党中央和全
国各地及时了解山东对敌斗争
情况。这个经历是陈冰此后军事
记者生涯的开端。

1943年冬，我军歼灭汉奸刘
黑七的“讨刘战役”打响，陈冰作
为战地记者与同事文菲一道深
入前线采访，先后发回现场新闻
7篇。这是大众日报第一次成规
模组织军事报道，军委总政治部
和延安新华总社予以表扬，认为
是军事宣传中“比较系统比较生
动的一次”。接着，在1944年7月的

“讨李战役”中，大众日报对军事
报道采取了“重点主义”的姿态，
空前地组成了由记者、电台和发
行人员的采访团队，由陈冰率队
亲临前线采访，10天发稿19件，
部队打到哪里，报纸就发到哪
里，不仅最大化地体现了报纸的

特性，最重要的是鼓舞了广大军
民的战斗意志。

此后，陈冰总是活跃在军事
报道第一线，在担任大众日报副
总编辑后，他更是大众日报军事
报道的领军人物。

解放战争时期，大众日报的
军事报道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陈冰依然活跃在采访一线。
1945年8月，正在前线采访的陈冰
与同事们一起在刚解放的淄博创
办了《大众日报淄博版》，创刊社论
称：愿为十万工人与广大市民服
务。这是进城后的大众日报面临
的新课题。

1945年10月，大众日报组成
前线记者团参加津浦战役，陈冰
任团长。除了报道正面战场外，
陈冰还策划了揭露国民党进攻
解放区事实真相的报道，派记
者刘亮只身穿越开战区，写回
了长篇报道《记国民党陈大庆
进攻夏镇前前后后》。当津浦战
役第一阶段结束时，我军在攻
克官桥战斗中，俘虏了一名姓
华的团长，是陈冰的同学，部队
决定给陈冰一项临时任务，由
陈冰护送他回济南，以便利用
他争取国民党军。陈冰与另外
一个同事带着华姓团长步行8

天，将他送到济南市工委，顺利
完成了任务。

1947年9月，奉中共华东局指
示，陈冰正式参军，任新华社华
东前线分社社长。从此，他离开
了战斗了7年的大众日报。

2012年11月2日，是中国
抗战史、中国新闻史上著名
烈士，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
长，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
李竹如同志壮烈牺牲70周年
纪念日。1942年，在对崮峪突
围中李竹如同志壮烈牺牲，
他也是大众日报社史上职级
最高的烈士。

陈冰同志在战争年代曾
任大众日报副总编辑。在参
观大众日报报史馆时，陈冰
次子陈嘉在“530多位烈士英
名永存”展板前久久驻足，

“父亲常说，战争年代办报纸
也是要掉脑袋的”。的确，陈
冰的革命经历可谓“笔枪墨
弹战山头”，他在战争年代写
的东西，既是革命工作的一
部分，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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