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通讯社 记者站(组) 

  镇江的第一家民办通讯社是民国5年(1916年)1月由张润琛建立的镇闻通讯社。民
国16年国民通讯社设立，次年2月晨光通讯社又相继成立。民国19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
创办了镇江第一家官办通讯社--江苏通讯社。 

  民国20一26年，镇江的通讯社逐渐增多。民国25年，镇江通讯社有17家，但除官
办江苏通讯社外，其余民办通讯社均“规模简单，消息空虚”，发稿也极不正常。 

  镇江沦陷期间，有伪中央电讯社镇江分社(后改为镇江通讯处)，伪大众新闻社镇
江分社2家。抗日战争胜利后，镇江通讯社渐多，到民国36年镇江有江苏通讯社、苏建
通讯社、建国通讯社、导民通讯社、江苏省闻通讯社、保健通讯社、镇江法闻通讯
社、江苏青年通讯社、江苏联合通讯社10家通讯社发稿。从民国5年到镇江解放前止，
镇江先后创办过32家通讯社。 

  解放初，镇江成立了新华通讯社镇江支社。1950年《苏南日报》社在镇江设立了
驻镇记者组，后撤销。1953年至1985年《新华日报》社设立了驻镇江记者站。 

第一节 通 讯 社 

  [江苏通讯社] 民国19年(1930年)9月22日创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停办，抗
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民国38年初停办。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办，是镇江第一家官办通
讯社。通讯稿为日刊、16开、油印、日发稿1至2次，发行量245份。经费来源于党政津
贴。社址在镇江中正南路(现解放路)。其宗旨是宣扬政令。发行人胡玉章。该社设编
辑、采访、总务三部。编辑、记者(访问员)由省党部宣传部人员兼任。民国24年江苏
省政府令，全省各市县政府指定专人担任通讯员，负责报道各县政情。该社通讯稿内
容，以通讯、本埠新闻为主。 

  [民声通讯社] 民国21年2月创办，民办，通讯稿为日刊，16开2版，油印，发行
量40份。该社有职员3人，经费来源于资金生息以补稿费收入之不足。社址在镇江中正
路(现解放路)98号。其宗旨宣称“宣扬三民主义，传达政府政令”。发行人祝宁声。 

  [中央电讯社镇江分社] 汪伪县政府于民国30年创办，民国34年停办。通讯稿
为日刊，油印。该社有职员6人，经费来源于汪伪县政府津贴。社址在镇江中山路。其
宗旨是宣扬和提倡所谓“和运”、“中日亲善”。主任郑炳元。该社设主任1人，译电
员、报务员等5人，并设有电台，每天收发国内外电报稿供各报社采用。 

  民国31年3月1日，该社奉令改组为镇江通讯处，取消主任制，设通讯员1人，报务
员、译电员数人，电讯完全供应《新镇报》。并向外拍发有关镇江消息。 

  [苏建通讯社] 民国36年1月15日创办，民办，通讯稿为日刊，铅印，自备印
机。该社有编辑6名，经费来源于稿费收入。社址在镇江中正路(现解放路)南府巷10
号。其宗旨是“报道新闻，传播文化”。发行人郁培仁。 

  [江苏三民通讯社] 民国36年2月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支团部主办。通讯
稿为日刊，油印，经费自给。社址在镇江仁章路新村1号。发行人徐作霖，总编辑周
舒。 

  [保健通讯社总社] 民国36年6月创办，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办。通讯稿
为日刊，16开，油印。该社经费来源于党政军津贴。社址在镇江新马路。社长牛践
初。该社设分社，各地保安团政治处干事是当然记者。 

  [前锋通讯社] 民国37年5月创办，民办。新闻通讯稿为日刊，16开，油印，发
行量几十份。有职员3人，经费来源于基金存息和业务经营收入。社址在镇江万家巷32
号。其宗旨：“阐扬三民主义，协行民主宪政，树立公正舆论，达成和平建国。”发
行人芮适存。 

  [新华通讯社镇江支社] 1949年镇江解放时设立，同年底与《前进日报》同时
奉命停办。通讯稿为日刊，铅印。该支社自备印机、电台(用手摇发电机发电)。有职
员16人，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社址在南门大街镇江《前进日报》社内。其主要
任务是为《前进日报》服务，同时也向新华社苏南分社发稿。支社社长由地委宣传部



长兼任。 

  该支社下设采访、报道、通联三科。采访科的任务是根据地方党委和军管会的工
作部署，安排采访工作；报道科的任务是向总社、分社发稿；通联科的任务是发展通
讯员，编写新闻业务辅导材料，发报道提示，筹建各县通讯站或记者站。  

第二节 记者站(组) 

  [苏南日报社驻镇记者组] 1950年设立，1952年底撤销。该组主要任务是报道
镇江地区的新闻。建组初期，仅有3人，1951年下半年改由市报道组兼管报道业务，侧
重于镇江市的新闻报道。  

  [新华日报社驻镇江记者站] 该站前身是《苏南日报》驻镇江记者组。1953年
设立，1966年撤销，1968年11月复建。该站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采写典型，搞通联
工作。  

1916-1985年镇江通讯社一览表 

通讯社名称 性质 刊 期 创办时间 主办单位或发行人

镇闻通讯社 民办 不定期 1916年1月 张润琛

国民通讯社 民办 不定期 1927年 刘冠群

晨光通讯社 民办 不定期 1928年 刘廷谟

江苏通讯社 官办 日 刊 1930年9月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

苏法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1年10月 赵自省

民声新闻社 民办 日 刊 1932年2月 蓝学华

长江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2年11月 赵徵预

江南新闻社 民办 不定期 1933年 萧鸿发

润州新闻社 民办 日 刊 1933年 钱丹石

苏声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3年3月 吴达之

时代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3年3月 席 锡

导民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3年4月 邹 壁

新大陆新闻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3年 高芥安

民锋通讯社 民办 不定期 1933年 吴栖凤

华光新闻社 民办 日 刊 1933年 刘冠群

江苏省新闻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4年1月 刘廷谟

正义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4年2月 余天觉

民立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4年2月 傅廷栋

中华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4年8月 范仲英

世界新闻社 民办 日 刊 1934年 马识途

镇江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36年 张欣余

伪中央电讯社镇江分社 汪伪 日 刊 1941年 中央电讯社郑炳元

大众新闻社镇江分社 民办 日 刊 1944年 史 杰

保健通讯社 官办 日 刊 1947年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牛践初

镇江法闻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46年10月 李亚生



江苏青年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46年 王承斌

三民通讯社 官办 日 刊 1947年 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省支团部徐作霖

苏建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47年1月 郁培仁

江苏联合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47年 和香林

建国通讯社镇江分社 民办 日 刊 1947年 邢汉刚

前锋通讯社 民办 日 刊 1948年5月 芮适存

新华社镇江支社 公办 日 刊 1949年 许符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