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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样

为了纪念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建台 55 周年，省电台编辑出版了《山

西人民广播电台简史》。这部书的出版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它展现了

山西广播事业发展壮大的轨迹，展示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 55 年来取得

的辉煌业馈，纪录和讴歌了几代广播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同时，为总结研究山西广播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广大新闻工

作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光荣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简史》可信，可读，可鉴，可存。相借一切关心山

西广播和中国媒体的人士，定然可以开海得益。

1949 年 4 月 25 日，倒随着太原解放未尽的硝烟，山四人民广播电台的

前身太原取严扣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三晋大地发出人民广播的第…声。从

此，作为党的喉舌的山四人民广播电台踏上了自己艰背创业的辉煌历程，

以其为标古的山丽人民广播事业由此掀开了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55 年来，山四人民广播电台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唱响

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为己任，坚

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奋斗奉献，节目宽传、

队伍建设、事业发展、文明创建、经营创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和骄人的业绩。发射功率由开播初期的 1∞瓦增加到 361.5 千瓦，覆

盖全省及周边地区，有效覆盖人口达"阴多万人。频率由过去的…个

中搜频率，发展为调幅调频 6 个频率，形成了以新闻综合广播为龙头，

文艺广播、经济广播、健康之声广播、交通广播和城市之南广播挥各具

特色、优势互补、专业化发膜的广播事业新格局。每天不|闯断播音 119

小时，挂牌栏目 125 个。 2∞3 年以来自筹资金 4栅多万元，完成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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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区扩建和改造工程，广播技术全面升级换代，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播挫。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深化节目宣传改革，全方位张扬广播

个性，先后推出各种大型广播活动数百次，在全省乃至全圄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确立了山西广播的新形象。广大采编人员坚持"三贴近"原则，

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讴歌英雄模范，繁荣文化生活，谱写了一

篇篇时代的乐章。同时，积极探索节目质量管理改革，创立和实施了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腊最管理体系}，节目质量和人员素质得到全

面提高，涌现出一批定位准确、专家认可、听众喜爱的名牌节目、栏目和

主梅人，井有千余件广播作品分获国际、国家和省级奖。

山西广播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山西广播人的创业史、奋斗史和奉献

史，是山西人民广播事业、乃至全省新闻事业发展史中的…个重要篇

章。这一切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归功于

几代广播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奋斗O

修史明道，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广播工作者要始终以

马克思宝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捋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宜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

向，围绕宣传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主题，为全省改

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梅。

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发牒管理的新模式、新途

径、新方法，积极推进广播产业化发展与市场化运膏。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节目质量管理改革，努力提高节目质量，积极扩大广酣甘社会影响力。

要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作风硬、业务精的广播宣

传队伍。继承和发扬人民广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王贴近"

原则，提高舆论引导和宣传工作水平，把广播真正办成宣传科学理论、

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重要思想文化阵地。

回眸历史，我们为山四广播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别骄傲和自豪;展望

未来，我们对山西广播事业的灿烂前景充满信心和希望。让我们高举

邓小卒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宙团结在以胡锦涛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把握时代脉搏，剪

子开拓进取，迎接传媒界新的挑战，共同创造山西广播事业的英好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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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太原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与人民广播的诞生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太原新华广播电台。 1949 年 4 月 M

日，太原解放当天，以嘟嘟新华广播电台台长常振玉为组长的太原市军

管会电台接管组，接管了太原市东后小河 8 号院(现为 21 号)国民党政

府的"山西广播电台"。

接管人员分别由石家庄和榆次先后抵达太原。他们是常振玉、李

兴旺、李涛、郑笃、荣一农、王洪烈、钱国胜、何静、丁毅、王海葵、吴册、于

明昭、范德民、陈继、吴荫碧、王立新、李秀琴、周敬先、吕怀祖、张庆锦、

郭向新等。

陈继、吴荫碧等几位年轻人坐着马车，于4 月 M 日 13:∞左右到达

太原首义门。

解放太原的激烈战斗结束不久，城内硝烟还未散尽，被摧毁的确堡

废墟以及倒下的电杆、碎砖烂瓦和蒋阎士兵的尸体堵塞在路上，通行十

分困难。直到晚上 19:∞，这一路人马才抵达东后小河广播电台门前。

解放军战士已在门前站岗，守卫着人民的电台。先遣人员，也就是从嘟

嘟新华广播电台来的常振玉等十几位同志，已经接管了国民党第二战

区设在太原市的广播电台。

当时，由于机房被炮火轰塌，砸坏了 5∞瓦中波发射机和 lω 瓦

短波发射机，只剩下一部 1∞瓦的中波发射机还能使用。为了保全这

部发射机，解放军战士没有使用重武器摧毁敌人设在院内的两座钢筋

水泥凋堡，硬是使用轻武器打垮了敌人。这部 1∞瓦中波发射机，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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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解放军战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当天晚上，解放军代表、接管组组长常振玉主持召开接管人员和留

用人员全体会议。他首先宣布了我党对旧电台人员继续留用的政策。

接着要求全体人员尽快抢修机器，争取尽早把人民广播的声音传播出

去。

4 月 25 日天刚亮，就开始了播音前的紧张工作。何静、刘月桂、李

兴旺带领原电台的机务人员检修了 1∞瓦中波发射机，寻找元线电收

转机，以及调试播音室、控制室的话筒、唱机等设备，到供电局联系抢修

高压供电线路。同时，荣一农、丁毅和陈继、吴荫碧等人忙于编写稿件、

整理文件，做文字方面的准备工作。

经过八九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在 25 日下午 17:∞试播成功。晚上

21:50，两位女播音员于明昭和吴册坐在话筒前，呼出了人民广播第一

声"这里是太原新华广播电台，周率 1270 千周，现在开始播音。"这声

音宣告了人民广播的诞生。

第一次发布的新闻主要有:太原市已经在 24 日中午全部解放;太

原市军管会和太原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全体工作人员已经入城办公;

《山西日报》己经筹备就绪，将在 26 日正式出版;太原生产自救委员会

在城外已收容职工和职工家属 33∞多人;还播报了军管会和市人民政

府发布的各项政策和法令等。人民当家做主的正义之声，通过电波传

到千家万户。

太原新华广播电台是太原解放之后，第一家在当地与公众见面的

媒体。

1949 年 6 月 1 日，太原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太原人民广播电台。

1950 年 12 月 20 日，太原人民广播电台更名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

此呼号一直延用至今。

第二节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展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迅速发展(1949 茸至 1956 年)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建立 55 年来，就像历史见证人一样，随着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进而前进，真实地记录了半个多世纪山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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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战线、各项事业发展变化的足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紧密配合中国共产党工作重

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战略转变，及时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报道了全省人民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

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运动中那种意气风发的政治

热情和干劲，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进行

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广播对全省各条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涌现出

的先进人物与先进集体，进行了持续不断、大张旗鼓的宣传，极大地鼓

舞了全省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

神。

二、曲折前进时期 (1957 年至 1966 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

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 1957 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成绩是主要

的才且是，也遇到严重挫折，出现了不少偏差和错误，有着深刻的教训。

1957 年，在整风运动中进行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一批

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

果。作为重要舆论工具的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在反右派斗争中播出了

大量有关新闻报道、社论和文章。

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内部的反右派运动中，一些属于党内生活和

业务工作的具体问题，被无限上纲，一些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

在以后的现别平反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得到平反。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包括广播事业的健康

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批有经验的广播工作者受到不公正对待，

被调离广播岗位。反右扩大化严重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作

风，助长了广播宣传中"左"的思想的膨胀。以前那种摆事实、讲道理、

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淡漠了，代之而起的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广

播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被夸大，其他功能日渐萎缩甚至被取消。

舆论监督成为禁区，一些广播节目变得单调乏味。

50 年代末期，山西的广播宣传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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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倾向，宣扬高指标，瞎指挥，

助长了浮夸风和"共产风"。这些错误后来都得到及时地纠正。

三、十年动乱时期 (1966 年至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山西的广播宣传受到了严重摧残。林彪、"四

人帮"反党集团控制舆论宣传阵地，将过去 17 年积累的"按照广播特点

办节目"、"广播宣传在注重思想性的同时也要有知识性、趣味性"、"要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等好经验、好做法，都诬蔑为修正主义的产物，以

致在广播中充斥着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节目，假大空泛滥成灾"帮腔

帮调"不绝于耳，使广播节目单调枯燥乏味，严重地败坏了广播在群众

中的声誉。

四、振兴改革时期 (1977 年至 1泊4 年)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后，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拨乱反正，纠正

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错误，逐步恢复了过去的优良传统，使广播真

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

1叨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也进人

了一个兴旺繁荣的新时期。

首先，在宣传内容上实行了重大转变，将宣传的重点由以阶级斗争

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大力宣传四

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 1980 年以后，山西人民广播电台

紧紧围绕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对国家"六五"期间在山西建设的

山西化肥厂、山西铝厂、大秦铁路、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等重大项目进

行了突出报道，对太原钢铁公司、长治轴承厂、太原铝厂等全省 56 个大

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了系列的连续不断的宣传，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大力宣传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

策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宣传了发展

市场经济的典型，大量传播了经济信息和科技知识，在促进农村改革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其他宣传工具无法比拟的巨

大作用。

其次，在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上注重发挥广播的特长与优势，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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