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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民公社初期的媒介传播网络

$$$以浙东地区为视点

李
!

乐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

!&'$&&

"

!!

摘
!

要!建国之后#执政党和政府即着手在农村构建媒介传播网络&经过几年的努力#尽管农村报纸发行网(读

报网(有线广播网和电影放映网等都已初具规模#但媒介传播网络与乡村社会之间仍存在裂隙&人民公社兴起之

后#媒介传播网络在公社体制下实现了与乡村社会的整合#其作用也得以充分发挥&这种整合之所以能够实现#主

要是较之于互助合作组织#人民公社不仅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而且本身就具有政治职能#因而能为媒介传播网络

在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和组织依托&

关键词!人民公社%媒介传播网络%乡村社会%报纸%有线广播%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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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曾支配中国乡村

社会
$%

余年'其影响在乡村社会至今依稀可寻)人

民公社制度终结之后'关于它的学术研究渐成气候'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更有成为显学的势头)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的研究成果颇多'它们所关注的问题

也很丰富'但公社的传播问题却始终没有成为研究

的兴奋点)相应地'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也比较

少)

%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浙东地区为视点'研究农

村人民公社初期的媒介传播网络'剖析公社体制下

媒介传播网络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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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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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

#'男'湖北荆门人'博士'主要从事新闻

传播史研究)

一%公社兴起之前农村媒介传播网络的构建

农村媒介传播网络并不是人民公社化之后才出

现的)实际上'人民公社兴起之前'执政党和政府就

已经开始致力于在农村建设各种%网&'如报纸发行

网(读报网(有线广播网和电影放映网等)

"一#报纸在农村的发行和读报工作的开展

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程度越来越高)这些互助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

能力'因而组织订报的数量逐渐多起来'报纸也越来

越成为这些组织向农民提供的文化消费品)

&F''

年
#

月'在农业社政治副职训练班上'慈溪县浒山区

委对全区报纸发行情况做过一次全面调查之后'发

现到会的
&&&

个农业社中还有
&E

个没订报纸)会

议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动员'一些农业社当场就订了

报纸)

*

&

+

&F''

年
F

月'宁波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农村

党支部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向农业社(互助组积
0

极推广党报)

*

$

+之后'鄞县县委召开全县农业社社主

任会议'传达宁波地委的通知'使社主任们认识到订

报(读报的重要性'会议期间各农业社就订了
&%!

份

1宁波大众2)

*

!

+与之同时'接到地委通知后'踭湖乡

%

&

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传播问题的研究成果中'

张学齐的论文1试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教育2"1当代

中国史研究2'

$%%!

年第
&

期#(许静的专著1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

播2"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

年#较有代表性)

本文所述农村人民公社初期指的是
&F'D

年至
&F'F

年'这

两年正是人民公社兴起的年份$所谓浙东地区指的是建国初期浙江

省下辖的宁波市和宁波专区'其中'宁波专区辖有鄞县(余姚(慈溪(

镇海(奉化(象山(宁海(上虞(新昌(嵊县(诸暨等县$所谓媒介传播网

络指的是由报纸(广播和电影这三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成的网状传播

结构'本文之所以将报纸(广播(电影作为论述对象'主要是因为它们

在众多农村传播媒介中同属最具现代性的传媒'不仅如此'它们在

&F'%

年代执政党和政府的农村宣传工作中也受到过高度重视)此

外'还需说明的是'1宁波大众2是本文重要的史料来源'它于
&F'&

年

F

月创刊'为中共宁波地委机关报$该报面向农村'主要发行对象是

农民和农村干部'以报道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为主要内容)



党支部也对农业社和互助组逐个发动'全乡订报数

量从
F

月份的
$!

份上升到
&%

月份的
!'

份)

*

"

+互助

合作组织成为乡村订报的主体'这说明%组织起来&

不仅关系农民的经济生活'而且涉及其政治文化生

活)然而'由于互助组和农业社主要是经济组织'所

以'它们有时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愿承担更多的政

治宣传责任'从而对订报持消极态度)互助合作组

织对订报的消极态度首先表现为不订报纸)

&F'#

年'上虞县委宣传部在一份报告中称'不少农业社对

报纸的宣传作用认识不足'把应该订的报纸统统说

成是浪费)该县谢桥乡
!

个文盲党员为响应号召勉

强订报'相反'

!

个农业社则
&

份报纸也没订$皂湖

乡东光高级社原计划订
&'

份报纸'由于社内会计未

尽力也
&

份都没有订)

*

'

+其次'不能持续订报也是互

助合作组织对订报持消极态度的一种表现)

&F'#

年
&$

月'嵊县共发行
&F"'

份1宁波大众2'

'$'&

份

1嵊县报2$

&F'E

年
&

月'报纸发行量突然下降'1宁

波大众2减少
$&!

份'下降
&%@FU

'1嵊县报2减少

"DE

份'下降
FU

)

*

#

+嵊县是这样'慈溪县也是如此)

&F'#

年'1慈溪报2每期发行量为
'D&'

份'到
&F'E

年'每期发行量则下降到
!%%%

份左右)

*

E

+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为使农民广泛接触到报纸'

执政党和政府除努力推广报纸之外'还致力于在互

助合作组织中开展读报工作)那时'宣传读报的口

号先有%生产参加互助组(学习参加读报组&'后有

%生产参加合作社(学习参加读报组&)遵循这两个

口号'党组织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时'也特别注意将

生产与学习结合起来)慈溪县委曾指示各区委动员

乡村干部'在互助组和农业社中建立读报组'开展读

报和讨论活动'以增强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动爱

国增产竞赛运动)

*

D

+上虞县委提出%读报组的形式可

以互助合作组织为基础&)该县宋浦村的读报组就

是建在互助组里的'因为比较方便'%村里从来没有

参加过村民大会的何阿仪老婆婆'也常常到读报组

去听报&)

*

F8&%

+慈溪县西顾乡党支部在建社扩社时'

也特别注意%在社内建立读报组织'作为党加强对合

作社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

&&

+可是'由于互助组和

合作社属于经济组织'并不具有政治职能'它们所担

负的政治教育职责是执政党和政府从外部赋予的'

这就导致它们难以长期保持政治热情'读报组也因

此不免出现涣散状态)上虞县东关镇%新建农业社&

&F'#

年并社前共订有
&F

份报纸'党支部指派专人

管理并负责组织读报'并社后'新建社对报纸工作有

所放松'已有的报纸也不能经常同社员见面'报纸到

农业社后无人管理'有人就顺手牵羊拿去包东

西)

*

&$

+

"二#以县广播站为中心的农村有线广播网的

形成

建国之后'执政党和政府除努力将报纸推广到

农村并开展读报工作之外'还极力在农村构建广播

收音网)可是'由于成本较高(成效不彰'广播收音

网很快就被有线广播网所取代)人民公社兴起之

前'浙东农村的有线广播网是以县广播站为中心发

展起来的)

从
&F''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呈

现出超高速发展的势头)同时'在农业合作化高潮

当中出台的1

&F'#

年到
&F#E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2提出'各地须从
&F'#

年开始'按照各自情况

在
E

年或
&$

年内基本普及农村广播网'各乡和大型

的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都要安装接收有线广播或无线广播的工具)

*

&!

+这些

都成为农村有线广播网发展的催化剂)

&F'D

年
'

月'奉化县广播站宣称已形成全县规模的广播网'

全县
!$

个乡镇都已通广播'共安装喇叭
"!%

只'

平原地区的江口(西邬(城关
!

区已经做到每社都

有喇叭)

*

&"

+截止
&F'D

年
F

月底'宁波专区
&&

个县

共安装广播喇叭
&D%%%

只'

#D%%

多个农业社中有

'F%%

多个社装上喇叭)

*

&'

+可见'在人民公社化之

前'浙东农村已初步形成以县广播站为中心的有

线广播网)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字出现于%大跃进&

运动当中'因此难免有浮夸的成分)而即使从这些

带有浮夸成分的数字来看'公社化之前的农村有线

广播喇叭也为数不多)从平均数来看'

&F'D

年
'

月'奉化县每个乡镇大约只有
&!

只喇叭$而截止到

&F'D

年
F

月底'即使宁波专区
&&

个县的
&D%%%

只

喇叭全部安装在
'F%%

多个农业社"没有
&

只安装在

城镇#'每个农业社也大约只有
!

只)在数量有限的

情况下'有线广播喇叭必然不能有效地覆盖整个村

落)如果想要有线广播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靠

乡村干部经常性地组织农民到喇叭下收听广播'而

对乡村干部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由此可以认为'公社化之前'由于有线广播喇叭数量

不多'所以以县广播站为中心的农村有线广播网所

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发展及县电影放映队

的成立

与报纸和广播相比'电影更为乡村民众所喜闻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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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所以'执政党和政府在农村构建媒介传播网

络时自然不会忽视它的存在)建国之后'在执政党

和政府的推动下'电影放映活动开始大规模出现在

浙东农村)资料显示'建国初的两三年间'浙东地区

的赤水(杖锡(云洲(大皎(龙观(爱中(西林(浒山(小

港(彭 东(俞 塘 等 地 的 农 民 都 先 后 看 过 电

影)

*

&#

+

&%&

'*

&E8$%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期间'农村电影放

映事业发展迅速)

&F'!

年
&&

月'为向农民宣传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浙江省文化事业管理局

派出
&&

支电影队到宁波专区各县农村巡回放映)

仅从
&F'!

年
&&

月中旬到
&F'"

年
!

月'这
&&

支电

影队的放映活动就达
'#E

场'涉及
#D

万多人'大部

分地区的农民已看到
!

次电影'也有看过
"

次(

'

次

的)

*

$&

+到
&F''

年年底'在宁波专区活动的电影放映

队从
&&

支增加到
$E

支'而到
&F'#

年年底则已达

"&

支)

*

$$8$!

+

农村电影放映事业逐步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

是电影放映队由省到专区再到县下放的过程)建国

伊始'浙江省成立农村电影放映队'由省文化行政机

关负责举办和管理)

&F'!

年
&&

月'为落实中央关

于电影工作%放映腿短&"即放映队活动范围缩小#的

精神'浙江省文化局决定将全省农村电影队的活动

范围固定到各专区)于是'在宁波专区建立起一个

电影中队部'负责领导本地区的农村电影放映活动)

&F'#

年'浙江省文化局发出1关于全省电影放映队(

电影院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通知2'撤销各专

区电影中队部'将农村电影队固定到各县开展放映

活动)

*

$"

+

'$

值得注意的是'县电影队下乡放映时经常受到

乡村干部以工作繁忙为由的抵制)在慈溪县巡回放

映的电影队曾四次到泗门区'该区某些干部认为放

电影与中心工作存在矛盾'因此只有第一次按照计

划放映'第二次和第三次只被允许在一到两个点放

映'第四次则完全被拒绝)

*

$'

+乡村干部之所以存在

抵制电影放映的倾向'固然不能排除工作确实繁忙

的情由'但%怕麻烦&也应是重要原因)电影放映需

要乡村干部安排场地'通知群众'维持秩序'这些尚

属于比较简单的工作'最令乡村干部感到头痛的是

收费问题)从档案资料来看'当时逃票看电影的现

象很严重'向农民收费也很困难)

&F''

年
D

月'常

驻奉化县的
$%F

放映队在一份报告中称'部分乡的

包场费是平均摊派的'许多干部用强迫命令的方法

来收电影费'%结果拿出钱的没有来看电影'没有拿

出钱的人看的很多&$若强迫命令不成'就只能由乡

村干部自己垫付)

*

$#

+乡村干部由于担心收费带来麻

烦而存有抵制倾向'这必然妨碍乡村民众更多地接

触电影)

总之'尽管人民公社兴起之前农村媒介传播网

络已初具规模'但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却受到一定

程度的限制)这主要表现为部分互助合作组织虽订

购了报纸'并且建立了读报组'但退订报纸或订后不

读的现象比较普遍$以县广播站为中心的农村有线

广播网虽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喇叭数量有限'其作用

仍不能充分发挥$农村电影放映队虽已下放到县'但

其下乡放映活动却时常受到乡村干部的抵制)也就

是说'人民公社化之前'农村媒介传播网络与乡村社

会之间还存在裂隙'两者并未实现整合)

二%公社体制下农村媒介传播网络的变动

&F'D

年
'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浙江省

委布置部分地区开始人民公社的试点工作'到
&F'D

年
D

月'全省已经办起
ED

个人民公社'当时正在举

办的还有
!%

个)

*

$E

+

$"F

&F'D

年
D

月
$E

日'浙江省委

发出关于发展人民公社的意见'计划从
F

月开始大

规模发展人民公社)

*

$E

+

$"F截止到
&F'F

年
&

月
!

日'

浙江全省已有
#E&

个人民公社'包含
"F!D

个管理区

"生产大队#和
"'FE$

个生产队'参加公社的共有

'D'%EFD

户'占农村 "包括小城镇#总户数的

FFU

)

*

$D

+农村人民公社取代原来的乡级行政建制'

直接受县政府领导和管理'并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

一起'力求工业与农业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努力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可以说'农村人

民公社是国家基层政权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结合体)

而新确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又势必触动建国以来业已

建立的农村媒介传播网络'这种触动在报纸(广播(

电影这三种传播渠道上都有体现)

"一#报纸发行的扩大及读报组织的强化

与互助合作组织不同'人民公社是国家的一种

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它必须接受上级的行政指令)

此外'在人民公社初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收入的

分配权都集中在公社'这就使上级的报纸订阅指令

能够落到实处)

&F'F

年
"

月'诸暨县委宣传部要求

各公社(管理区订1人民日报2(1浙江日报2(1宁波大

众2(1诸暨报2等四级党报'生产队应有省(地(县三

级党报)

*

$F

+这就是说'农村最小的生产单位都被要

求订阅省(地(县三级党报)在高指标的压力之下'

农村报纸的发行量确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F'F

年

&&

月'鄞西协作区的樟树(望春(鄞江(横街(石?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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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支局'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就使党报发行量从原

来的
!$"!

份增加到
"'#&

份)

*

!%

+

除报纸发行量有较大幅度增长之外'人民公社

体制的确立还使读报组织得以强化)人民公社把劳

动力按照军队的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用大兵团作

战的方式从事工农业生产)

*

!&

+与农业社相比'人民

公社生产生活的组织化程度显然更高'而这种组织

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

必然会影响读报组的活动)在
&F'D

年秋收冬种%战

斗&中'鄞县东钱湖人民公社第三营五千%战士&都吃

住在田头'党总支为使%战士们&及时得到丰富的精

神食粮'与邮代所联系后将报刊分发到田头'通过时

事政策学习'推动%三抢&工作$第四连第一小学全体

师生组成
'

个读报组'利用劳动休息或中饭后的时

间向各队读报)

*

!$

+镇海县庄市公社一营尖兵连通过

%四定&来组织读报'%四定&即定人(定时(定数量和

定内容)定人是指确定专人读报'他们推选排长王

忠定和文化员陈少波为读报员$定时是指确定读报

时间'他们规定每天早晨(中午(晚上各抽出
$%

分钟

左右的时间来读报'另外'会前也是读报的好时机$

定数量是指确定要读消息的条数'他们根据每天
&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事先安排好要读的消息'尽量做

到重要消息不漏掉'时间又够用$定内容是指确定消

息取舍的原则'他们抱持的总原则是结合生产'结合

中心'结合思想实际)

*

!!

+在公社体制下'个体农民的

劳动和生活不仅高度依赖公社'而且被高度组织化)

所以'个体农民对集体性读报活动的抵制能力大幅

下降'读报活动也因而变得更容易组织)

"二#公社广播站的兴起及农村有线广播网的

扩展

人民公社兴起之前'农村有线广播网是以县广

播站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公社化之后'公社广播站就

成了农村有线广播事业发展的中心)公社广播站不

仅是农村有线广播网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而且在它

的推动下农村有线广播网的覆盖面也得以进一步扩

大)

&F'D

年
&$

月'上虞县
&$

个公社全部建成有线

广播站'共装有
!!'%

只喇叭)

*

!"

+

&F'F

年
$

月'宁波

专区有人民公社广播站
#D

个'钢铁和水利等基建工

地广播站
!%

多个'全区广播喇叭数量已接近
!

万

只)

*

!'

+尽管%浮夸风&盛行年代的任何数字都不免引

人质疑'但同以县广播站为中心的农村有线广播网

相比'以公社广播站为中心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在喇

叭数量上有所增长'并且其覆盖面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扩展还是可以肯定的)

由于人民公社初期时值%大跃进&运动'社员早

出晚归'许多人中午就在田头阴凉处休息'所以很难

接触到架在村落中心位置的有线广播喇叭)在这种

情况下'使有线广播喇叭深入到田间地头就成为必

要之举)宁波市郊区各人民公社广播站为%让广播

喇叭在夏收夏种中起到更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活跃

农村文化生活&'曾在田头合适的地方装上高音喇

叭)据不完全统计'

&F'F

年
E

月'宁波市郊区各人

民公社广播站已在田头装上
D"

只高音喇叭$喇叭播

送的主要内容有公社党委的指示(本地新闻(音乐(

戏曲等)

*

!#

+广播只需要耳朵听而不需要付之于视

觉'在听广播时还可以从事别的活动)这就是说'广

播在农民劳动时仍然可以萦绕在他们的耳际'而不

会妨碍劳动生产)广播的这种特性显然是读报和看

电影所无法比拟的)

关于以公社广播站为中心的有线广播网'有两

点值得注意)第一'有线广播喇叭的音量比较大'只

要喇叭的数量足够多并且分布合理'声音就会自然

飘进农民的耳朵'根本用不着费力去组织'这正是有

线广播的优势之所在)人民公社化之后'农村有线

广播的喇叭数量有所增长'其覆盖面得以进一步扩

大'这就使它在农村的作用得到了更充分发挥)第

二'公社广播站寓于公社之中'是公社领导的传媒机

构'这有利于公社传播自身信息)

"三#公社电影放映队的出现及电影放映的经

常化

人民公社化之前'电影放映队已由省下放到县)

就举办主体而言'县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点'因此'

县电影队还不是完全意义上乡村自己的电影队)人

民公社化后'由公社举办的电影队才是完全意义上

乡村自己的电影队)仅
&F'D

年一年'宁波专区放映

队由
"!

个发展到
D"

个'%其中大部分由公社贯彻勤

俭办电影队的方针'自行举办&)

*

!E

+

&F'F

年人民公社

电影队仍然有所发展'鄞县的大嵩公社电影队(古林

公社电影队(四明山公社电影队都是在这一年创办

的)

*

&#

+

F#实际上'除部分公社新建过电影队之外'一

些县还将自己所属的电影队予以下放'以壮大公社

的文化事业)余姚县本有
#

支电影队'除一支
!'

XX

的电影队仍由县管理之外'其余
'

支全部移交

给公社管理'放映计划由公社统一安排'财务也由公

社自负盈亏)

*

!D

+这样'公社自己新建的电影队加上

由县下放的电影队'就共同构成了公社的电影放映

事业)

电影队由公社经营可以省却原来县电影队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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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时所受到的牵绊)电影队由公社经营意味着公

社可以在自己内部统筹电影队的收支'并安排放映

时间表'这样乡村干部就不用再为收缴观影费而烦

恼'农民也可以更多地接触到电影)镇海县东风人

民公社建立自己的电影队后'%社员们都欢天喜地&'

%该队每天到各村去巡回放映'使很多七八十岁的老

人和因家庭琐事不能出门的妇女也看到了电影'人

人都称赞共产党的领导好'赞美公社道路优越&)

*

!F

+

鄞县横溪人民公社电影队放映电影后'有社员高兴

地说!%人民公社力量真大'自己办起了电影放映队'

我们有自己的放映队'今后能更多的看到电影

了)&

*

"%

+

三%公社体制下媒介传播网络与

乡村社会的整合

!!

与人民公社化之前相比'人民公社兴起之后'农

村媒介传播网络确实发生过较大变化)报纸方面'

不仅乡村组织不订或退订报纸的现象得以克服'报

纸发行量有所增长'而且建立在乡村组织中的读报

组也得到巩固)广播和电影方面'人民公社兴起之

后'不仅农村有线广播喇叭和电影放映队的数量有

较大幅度增长'使更多乡村民众接触到广播和电影'

而且有线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本身也被纳入到公社

体制之内'由公社加以领导和管理)这就是说'在公

社体制下'媒介传播网络实现了与乡村社会的整合)

而这种整合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是由于人民

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它既是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国

家政权在基层的一种组织形式)

众所周知'

&F'%

年代的中国农村集体化进程表

现为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

作社'最后到人民公社这样四个阶段)就集体组织

的经济能力而言'互助组是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

联合而成的共同劳动组织'其主要活动方式是互换

劳力和畜力'经济能力比较弱小)初级农业合作社

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其特点是土地

入股'耕畜(农具折价入社'由农业社统一经营'收入

除上缴农业税以及按社员的劳动和所持股份进行分

配之外'还要留下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和公益金

供农业社使用)可见'初级农业社具有一定的经济

能力)高级农业合作社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

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其收入分配

与初级农业社类似'只是不再给社员按股分红'但由

于高级社的规模比初级社大'所以高级社的经济能

力也相对较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民公社'它

的规模更大'所以经济能力自然也更强)很显然'从

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总的趋势是集体组织的经济能

力越来越强)正是由于人民公社拥有较为强大的经

济能力'公社报纸订购数量的增长(公社广播站的建

立以及农村有线广播网的扩展(公社电影放映队的

建立以及农村放映频次的增多'才成为可能)这就

是说'人民公社为媒介传播网络与乡村社会的整合

提供了经济支持)

从理论上讲'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都是经济

性的集体组织'并不具有政治职能'但它们却被执政

党和政府赋予某些政治教育职责)

&F''

年'浙东地

区已经建成的初级农业社被普遍要求设立政治副

职'初级农业社政治副职归乡党支部领导'在农业社

内部负责对社员的政治教育事务)鄞县望春乡党支

部要求在有
!

个以上宣传员的农业社设宣传小组'

小组长由农业社政治副职兼任'以便统一分工'各负

其责)

*

"&

+

&F'#

年'浙东地区绝大多数初级社通过合

并升格为高级社'之后经过
&F'E

年的闹粮和闹退社

风潮'农民的政治教育问题再度引起执政党的高度

关注'高级社的政治工作机制也随之得到强化)

&F'D

年
&

月'余姚县委宣传部要求!在高级社应设

政治主任'一般由社党支部书记担任'取消原来政治

副职的称谓$在生产队设政治队长'其职责是运用各

种方法'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教育$在高级社还应成立

俱乐部'俱乐部委员会主任一般应由社政治主任或

党支部宣传委员担任'委员和各小组组长应从宣传

员中挑选)

*

"$

+如果说互助合作组织的政治教育职责

是执政党和政府从外部赋予的'那么对人民公社来

说'这种职责就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国家

政权在基层的一种组织形式)正是由于人民公社具

有政治职能'它才能持久地保持对农民的政治教育

热情'从而为公社读报组织(公社广播站和公社电影

放映队提供更牢固的组织依托)这就是说'人民公

社为媒介传播网络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提供了组织

支持)

综合起来讲'尽管互助合作组织在执政党和政

府的要求之下承担着政治教育职责'并且要接受乡

政府的领导'但从根本上说它们不是政治机构'而是

集体经济组织'乡政府对它并没有产权)这就导致

政府没有权利强制要求互助合作组织承担媒介传播

网络建设和运行的费用$同时'作为经济性组织'互

助组和合作社也不是在什么时候都能保持足够的政

治热情)与互助合作组织相比'人民公社不仅拥有

更为强大的经济能力'而且它本身就是国家在农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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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层政权'自然承担着更多的政治教育职责)这

就是媒介传播网络在公社体制之下实现与乡村社会

整合的根本原因)

媒介传播网络与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意义在

于'媒介传播网络的建设和运行由此获得了持久的

经济支持和政治动力'这正是它在人民公社期间长

盛不衰的根本保障)反过来看'上个世纪
D%

年代中

期之后'由报纸(广播(电影构成的农村媒介传播网

络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固然与电视的冲击不无关系'

但
&FD"

年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村缺乏能为媒介传

播网络的建设和运行提供经济和政治保障的基层组

织'也应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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