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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明是我所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今年上半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这部专著便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的。
其论文选题研究的是党报的“三农”报道，这也是我负责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新闻传媒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项子课题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信息中重要的制衡工具，既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
在地的混凝土”(N维纳语)，又是社会变革、发展的推进器。
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党报的“三农”报道，正在逐渐成为新闻传媒推动解决“三农问题”
、提升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一种传播范式，同时也开始呈现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党报塑造公
信力的良性互动。
因此，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张明的这部专著，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三农”报道的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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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报“三农”报道研究》为党报《三农》报道研究，其内容包括了“三农”报道的历史概述，
党报“三农”报道的内容分析与报道策略，“三农”报道呈现的问题分析等。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党通过《解放日报》等报刊提出扫除文盲的号召，并经常刊登对失学的农村青年
和壮年进行政治教育和识字教育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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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1969年出生，湖南永顺人，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实务。
参编著作两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其中发表在《新闻大学》的《政府新闻发布与民众知情权、话语
权冲突与协调》一文，被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持编撰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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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党通过《解放日报》等报刊提出扫除文盲的号召，并经常刊登对失学的农村
青年和壮年进行政治教育和识字教育的报道。
当时有些报道也指出有些冬学、民校和识字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生产和群众实际生活的需要；有
的地区仅重视“有条件有重点的建立民校”，强调集中学习，甚至规定“出粮出柴”等，致使农民群
众教育受到严重影响。
1944年4月18日，陕甘宁边区发出《关于提倡研究范例试办民办小学的指示信》，就在群众教育中实行
“民办工助”的政策作了三点说明：1．民办小学的形式与执行“民办公助”方针的步骤不求一律。
2．民办小学的学制、教学内容不求一律。
校址、经费、教员待遇等也可由群众决定。
3．要加强对民办小学的领导。
同时，还强调指出，办教育要注意群众的自觉和自愿。
这一政策的确定，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②《解放日报》等党报报道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收到了良好的办学效果，使边区处处吹拂着文明的新风
。
许多报道都认为开展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教育是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的重要一环。
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紧紧抓住了这个重要环节，通过社会教育帮助农民群众消灭文盲，摆
脱愚昧，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并发挥“民教民”的作用，既学文化，又学时事政治，还可结合生产
，使“农民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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