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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雨雨四十年．历史的推移，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已将撰写我

市第一部广播电视志的重任落在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身上。我们踊跃

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并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编撰广播电视志

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播电视战线老前辈与新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在此，

我代表局领导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广播电视是最强大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它的传真性，它的传播速度

以及超越空间的能力，都是其他传播媒介不可企及的。广播电视是深入

受众家庭的传播媒介，它给予人类生活和社会进步以巨大而深刻的影

响．它给人们带来了信息，带来了知识，带来了美的享受。它使人们生

活变得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

广播电视是一块圣洁的园地。在这块园地里繁花似锦，姹紫嫣红，

青山、绿水、茂林、修竹，娓婉动人的歌声，优美舒展的舞姿在这里集汇、

外溢。这里是真、善、美的天地。许多人欣赏她、赞美她、羡慕她、向往她。

然而却很少了解其中的苦衷，不晓得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从事广

播电视工作的耕耘者有切身体验，才清楚它的艰辛，才知道它的份量。

美好的东西是难求的。为了让人们从广播、电视上得到美的享受，我们

广播电视工作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广播电视战线上的老领导、

老同志默默无闻、矢志不移，为广播电视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献

出了自己的一生。让我们后辈人永远记住他们吧．

我们编撰的这部广播电视志，从各个不同角度展示了广播电视战

线自力更生，艰苦拚搏，乐于奉献发展事业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广播

电视工作者的艰辛和献身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在

1984年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我市广播电视事业获得

了高速发展。这个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波澜壮阔的时代。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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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我市建起了市级电台l座、市级电视台1座、县级电台10座、

县级电视台3座、电视转播台9座、微波站2座、卫星地面接收站11

座．农村有线广播又得到了新的恢复和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成

就，倾注着一大批废寝忘食、全心全意办好事业的“千里马”、“老黄牛”

的汗水和心血，他们的业绩已在孔孟之乡这块古老大地上闪烁出耀眼

的光芒。‘

我市的广播电视事业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起步的。从50年代

的收音站、60年代的有线广播发展到今天的无线广播和电视，都是各

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党和政府领导

的关怀、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块园地早就荒草萋萋冷落无人了．在这广

播电视园地鲜花盛开的时节．我们要深深感谢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对

我们的一片厚爱。

当前，正是广播电视兴旺发达的时期。然而不是它的顶峰，只不过

是刚刚起步，它的前途很广阔，路子很长很长．作为广播电视战线上的

耕耘者，我们要以党的总路线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坚持以正面宣传为

主的方针，增强喉舌意识，牢牢把握经济宣传这个主旋律，团结、进取、

开拓、求实，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为党为人民作出新的奉献．

广播电视志的编撰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时过40年后，再去寻觅

历史的踪迹，收集资料是很困难的，幸而当时的老同志都还健在。参加

撰写史志的同志们不辞艰辛，查阅历史档案。寻访当年的知情人．尽了

最大的努力，但也不是没有漏洞，请读者谅解．

历史的画页还要一页页翻下去，后来者会谱写出更多更美的诗篇．

还有广播电视的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历史会更壮观．更为人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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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

求是地记述全市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断限：上限自1950年，下限至1990年，个别条目延至

1992年．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

市广播电视事业的状况．

三、本志记述范围按．1990年的全市行政区域，包括市中区、市郊

区，充州县、曲阜市、泅水县、邹县、擞山县、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汶

上县、梁山县．

四、本志篇目设置：采用章、节、目三级结构。正文分8章、36节，附

图l幅、表9份、照片85帧，全志共25万余字。

五、本志横排纵写．记述以时为径，以事为纬，纵横结合，既立足全

市，又兼及县、区．体裁采用记、志、录、图、表多种形式，以志为主，一律

使用规范的语体文。

六、本志所用统计数字，出自历年全市广播电视统计年报表、总结、

报告等资料。数字用法，执行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

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

七、本志称谓：行政建置按当时称谓，凡“全市”、“境内”指1990年

的全市行政区域；中共党的组织，简称。党”或“×委”． ．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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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广播电视通过无线电波和导线传播声音和图像，传播速度快、范围

广，感染力强，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传播工具．

济宁市(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从1950年到

1990年经过40年间全市广播电视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逐步发展壮大，她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济宁市(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壮大也是有起伏的，在这短暂

商又漫长的40年中，经历了5次事业建设的兴起和6次机构设置的演

变．
‘

济宁市(地区)位于鲁西南，南临枣庄市、北临泰安市、东临临沂地

区、西临菏泽地区。共辖市中区、市郊区、曲阜市、兖州县、泅水县、邹县、

微山县、金乡县、鱼台县、嘉祥县、汶上县、梁山县12个县(市)区180个

乡(镇)6668个自然村，总面积为10685．7平方公里，总人口7270697

人。这就是济宁市的有线、无线广播电视可覆盖的面积和可服务的对

象。

一、五次兴起

(一)1949年9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

领》规定“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开始，到1955年期间，由国家拨款分配每

地(市)县一都“5042”直流收音机和一只15或25瓦高音喇叭，普遍地

相继建立了地(市)、县、(区)乡三级收音站，每站配备一名专(兼)职收

音员，收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发送当地党政主要领导，传送信息， 广l

形成了全市(地区)收音网，这为第一次兴起。 少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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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23日，国家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三十

二条规定：“从1956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

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在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

的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全区认真贯彻这一规定，市(地区)组织

县区选拔业务骨干参加全省首批建站干部业务培训班，积极进行建站

筹备工作。1956--1958年，普遍建立起了县级有线广播站。同时按中央

邮电部和广播事业局联合通知：县广播站利用电信线路开放有线广播，

配电盘上设倒换搬闸，定时播音，并搞了载波广播。设倒换搬闸时期，广

播时不打电话，打电话时不通广播。为解决打电话与通广播的矛盾，

1964年在曲阜市(原曲阜县)搞了县至公社杉木杆专线化的试点，在全

省建成了第一个广播专线化的县。接着又在兖州县搞了木杆和地下线

相结合的县至公社(乡)专线化县，推动了全区广播网路专线化建设，这

为第二次兴起。

(三)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

和陈云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等n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广播事业题

词。毛主席题词号召“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

务0titl968年下半年。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召开了有关办好

广播、发展农村广播网的一系列会议。1969年1月13日，中央财政部

和广播事业局联合下达了“从1969年1月起，县(市)广播站(或相当于

该级的广播部门)的日常事业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公社广播站(或放大

站)的日常事业经费由地方经费解决．不再向群众收取收听费”。中央四

-机部(68)物器字第416号文规定“把广播使用器材的地位置于军工、国

防之上，至少不次于军工、国防的需要。”中央广播事业局(68)广军发地

字第580号文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拟将广播建设(主要是农村广播

网)列为国家的年计划的首位。”1971年10月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专门

下达了关于公社广播管理员一律改为正式工人，不再使用临时工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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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从此全市(地)农村广播网建设，由始以来得不到解决的“入、钱、

物”老大难问题解决了J从而大大促进和激发了全市(地区)广播事业的

大发展、大提高，掀开了全市(地区)广播事业牢固发展的新篇章，这就

是第三次兴起。 ．

(四)1973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天津会议，肯定了广播网路搞专

线化建设的经验，制定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乡)放大站为基

础，以专线传输为主的质量高、效能好、适应战备需要的农村广播网的

技术政策．全区为贯彻这一技术政策，在微山县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县至

公社(乡)通微波，公社以下通专线的广播站。在嘉祥县建起了全国第二

个县至公社(乡)通微波、公社(乡)以下通专线的广播站。在滕县广播站

搞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的质量

高、效能好的农村广播网试点，滕县22个公社(乡)、1208个行政村也

都建成了水泥杆和石头杆相结合的专线，就连丁山顶、胡芦套偏远的村

庄也安上了广播喇叭．中央广播事业局转发了济宁地区关于滕县自力

更生，普及提高农村广播网的调查报告，全国各地都去滕县参观学习，

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农村广播网的普及和提高．全区12个县、市(区)实

现了“村村队队通广播，社社(乡)建立放大站，网路架专线，院户安喇

叭”的要求。这就是第四次兴起。

(五)1983年党中央以37号文批转《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

视工作的汇报提纲》，确定了中央、省(市、自治区)、市(地、州)、县四级

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施，调动了各

级党委、政府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办好广播电视的积极性，促进了广播

电视事业的发展．全区为贯彻这一方针，。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

华”，发挥广播电视传播迅速性、功能多样性、受众广泛性的优势，在进

一步抓农村广播网巩固、提高、再发展的同时，重点抓了市、县(区)广播

电台、电视台的建设．从1984年微山县建起全国第一家县级调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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