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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报导<新报>
百年支持中共百年奋斗史

国 际 在 线 报 道 （
记者 贾建京）从1921
年到2021年，中国共
产党走过了100年光辉
历程。百年间，各国
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
共产党、又如何报道
中国的？

创办于1910年10月
1日的《新报》，是印
度 尼 西 亚 创 办 最 早 的
报 纸 之 一 。 自 创 刊 之
日 起 ， 它 就 一 直 关 注
着 中 国 的 发 展 变 迁 ：
从 辛 亥 革 命 爆 发 到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壮 大 ， 从
抗 日 战 争 打 响 到 解 放
战 争 胜 利 ， 从 新 中 国
成 立 到 改 革 开 放 ， 从
中 国 进 入 新 时 代 到 中
国 脱 贫 攻 坚 战 的 全 面
胜 利 ， 一 百 年 多 年
来 ， 中 国 的 变 化 翻 天
覆 地 ， 发 展 日 新 月
异 ， 印 尼 《 新 报 》 都
一 一 记 录 。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百 年 之 际 ，
曾 经 担 任 印 尼 《 新
报 》 主 笔 的 资 深 编 辑
李 卓 辉 接 受 了 总 台 记
者专访。

《 新 报 》 是 印
尼 华 侨 创 办 的 一 家 报
纸 ， 办 报 初 衷 是 表 达
华 人 的 心 声 ， 传 递 来
自 祖 籍 国 的 消 息 。 《
新 报 》 起 初 是 周 刊 ，
用 的 是 马 来 文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 读 者 越
来 越 多 ， 1 9 1 1 年 ， 《
新 报 》 改 为 中 文 ， 并
以 日 报 发 行 ， 发 行 量
最 多 的 时 候 超 过 了 3 6
万 份 ， 是 印 尼 华 侨 了
解 中 国 情 况 的 重 要 渠
道 。 李 卓 辉 曾 经 担 任
印 尼 《 新 报 》 主 笔 ，
他 介 绍 说 ： “ 《 新
报 》 出 版 的 第 二 年 ，
辛 亥 革 命 就 爆 发 了 。
每 天 报 纸 有 一 大 半 都
是 报 道 中 国 发 生 的 各
种 事 件 ， 包 括 袁 世 凯
称 帝 等 当 时 中 国 社 会
的 乱 象 。 当 时 《 新
报 》 支 持 孙 中 山 先 生
的 革 命 立 场 ， 《 新
报 》 后 来 向 中 国 派 了
很 多 记 者 ， 有 驻 南
京 记 者 、 驻 上 海 记
者。”

1921年7月23日，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在 上 海 召
开 。 李 卓 辉 说 ， 《 新
报 》 是 印 尼 最 早 报 道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报 纸 之
一 。 抗 日 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 《 新 报 》
站 在 进 步 的 立 场 上 ，
大 量 报 道 了 中 国 人 民
为 争 取 国 家 独 立 和 民
族 解 放 而 奋 斗 的 光 辉
事 迹 。 “ 《 新 报 》 最
大 规 模 地 宣 传 抗 日 ，
还 设 立 了 一 个 专 门 的
邮 箱 ， 有 人 要 捐 款 就
寄 给 《 新 报 》 ， 《 新
报 》 是 当 时 全 印 尼 最
大 的 华 文 报 纸 ， 每 天
到 处 都 有 人 举 行 捐 款
活 动 ， 支 持 中 国 的
抗 日 战 争 。 1 9 4 5 年 以
后 ， 国 共 谈 判 的 每 一
天 ， 《 新 报 》 都 非 常
详 细 地 登 载 。 毛 泽 东
到 重 庆 、 周 恩 来 在 重
庆 … … 还 有 怎 么 样 举
行 谈 判 ， 《 新 报 》 都
很 详 细 地 报 道 整 个 过
程。”

1949年10月1日，
新 中 国 宣 告 成 立 。 当

年 以 半 月 刊 发 行 的 《
新 报 》 在 十 月 的 头 条
刊 登 报 道 ， 并 撰 写 了
评 论 。 时 任 《 新 报 》
主 编 是 印 尼 华 侨 总 会
的 主 要 成 员 ， 他 们 带
领 印 尼 华 侨 成 立 进 步
团 体 ， 推 动 印 尼 与 新
中 国 建 交 。 “ 当 时 有
个 华 侨 总 会 ， 领 导 全
印 尼 进 步 的 华 社 团 体
成 立 了 一 个 促 进 印
尼 与 中 国 建 交 委 员
会。”

1950年4月13日，
新 中 国 与 印 尼 建 交
后 ， 《 新 报 》 继 续 致
力 于 促 进 中 印 尼 友
谊。

进 入 到 2 1 世 纪 ，
《 新 报 》 密 切 关 注 中
国 各 领 域 的 发 展 与 变
化 。 在 李 卓 辉 看 来 ，
中 国 在 5 G 、 移 动 支
付 、 电 子 商 务 等 多 领
域 处 于 世 界 领 先 地
位 ， 这 些 创 新 科 技 都
极 大 提 高 了 民 众 生 活
的 便 利 程 度 。 而 中 国
在 减 贫 、 脱 贫 方 面 取
得 的 成 果 与 经 验 更 是

让 世 界 赞 叹 。 “ 我 们
一 直 关 注 中 国 的 发
展 。 《 新 报 》 和 其 他
印 尼 报 纸 非 常 密 切 地
关 注 中 国 发 展 。 在 习
近 平 主 席 领 导 下 ， 中
国 日 新 月 异 ， 发 展 非
常 迅 速 ， 成 为 世 界 的
模 范 ； 扶 贫 政 策 、 解
决 贫 困 问 题 成 为 世 界
的 典 范 ， 实 现 了 五 千
年中国人的梦想。”

2018年，《新报》
改 为 电 子 报 ， 李 卓 辉
希 望 通 过 新 的 传 播 介
质 ， 让 印 尼 华 人 乃 至
全 球 华 人 更 好 地 感 受
到 祖 籍 国 蒸 蒸 日 上 的
发 展 变 化 。 “ 通 过 电
子 传 媒 ， 可 以 传 播 给
印 尼 的 华 人 华 侨 ，
新 时 代 中 国 的 发 展 变
化 ， 在 习 近 平 主 席 领
导 下 的 新 时 代 、 新 格
局 。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 0 0 周 年 ， 没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就 不 可 能 实 现 这 些 伟
大 的 理 想 、 实 现 中 国
梦。”

2021年6月，《新报》总编辑
李卓辉先生接受总台记者采访。

1949年4月26日，印尼《新报》刊登
文章介绍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命令
陈毅率部进军上海。报道说，当时陈

毅的部队距离上海只有17公里。

1952年10月，《
新报》半月刊刊登
封面报道，庆祝新
中国成立三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