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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志为《桃源县志》第四十五卷，是桃源县

广播电视局根据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订的

编写方针编写的。它既是《桃源县志》的组成部

分，又自成系统，单独成册。

‘本志断限于1928年至坶88年(个别史事录至

】989年3月)。全志分概述及机构沿革、广播事业

建设、电视事业建设、广播宣传、电视宣传、广

播电视服务、广播电视电子技术、行政管理，职工

队伍9章，近7万字。在记述上，对有关资料采

用图、表录及附件等方法以存史。 、

本志由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县广播

电视局所组成的广播电视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

部负责编写。1987年9月开始收集资料，1989年5

月写成初稿，6月，通过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组织的评议审查，然后几经修改，于1991年3



月获本县和常德市人民政府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的批准，同意公开出版。

本志的资料主要依据县内有关单位的档案资

料和有关人员口碑资料，韭查阅湖南省档案馆，

湖南省广播电视厅的有关资料，查阅抄摘复印近

50万字；访问征询在县内及广播电视系统内工作

过的龙志斌、兰爱三、李仔儒及鄢昌元、佘秀英、

庄立清、刘友芳、涂成业、孙永铴等近百名历史

的见证人。i本志原稿修改涉笔者有邹国权，县志

副总纂李荣禄全面审阅定稿。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共桃源县委宣传

部等县直机关及区、乡、镇广播电视站干部职工

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掌握和涉猎史料不全，

编写人员水平有根，加上是众手成书，错漏之处在

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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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县内广播事业自民国17年(1928)留声机入

境开始，到民国25年(1936)，仅少数店铺拥有

留声机和收音机，且仅限于家庭娱乐或招揽生

意。民国32年(1943)，县政府始设广播收音

室，每周星期三、星期六转播南京台节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的广播事业随

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呈波浪式发展。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广播事业，

但受客观条件制约，仅县政府、桃源师范及青

林、庄家桥等6个重点农业生产合作社设有收音

室(站)．利用邮电线路输送广播信号。

1957年，成立县农村有线广播站，利用邮电

线路搭挂喇叭280只。自此县广播站开始自办本县

新闻和文艺节目。这时，电唱机、录音机相继进

入县内。1961年，广播喇叭发展到6125只，1962

年，因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为执行统一的调整政



策，广播事业建设被迫压缩，喇叭降至1500只。

1964年，县内经济复苏，有线广播也相应回升与

发展o 1967年，县内“文化大革命"掀起高潮，

“造反派”组织争夺广播站，县广播站机构因而

瘫痪，1968年，县人民武装部对其实行军事管

制，始维持正常宣传秩序。1971年，全县农村广

播放大站发展到68个，配备专职人员66人，并全

面推广“三网合一”经验(电话网、电力网，广

播网)，全县61个公社全部试用载波传输广播信

号。是时，电视机开始进入县内。1974年5月23

日，成立桃源县广播事业管理局，使全县广播事

业在70年代中后期获得较快发展。

19 7 6年，为解决广播传输与邮电通讯的矛

盾，县内开始架设广播专线，到1979年11月17

日，架通县城至公社(镇)的广播专线550杆程

公里，公社至大从、生产队的广播专线10781杆程

公里，广播通社(镇)率达100％，通大队率达

98．8％，通生产队率达98．4716，入户喇叭达到

1】．91万只b但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用广播

专线杆只有少量的标准离心水泥杆，绝大部分是

利用杂木，楠竹及各种不规则的铁丝架设起来



、的、，质量低劣小容易腐朽，一经风吹雨淋，便线

断杆倾，迫使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在线路

维护上，，且不熊及时恢复j经常有半数。左右的

公社、大队的广播信号传递受阻。， 。

80年代，在电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路线

指引下，县内广播电视系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县教育文化系统等部门，开始利用录相机进行教

学和文化宣传性放映；以加强教学和宣传效果。、

1984年，县广播站自建调频广播发射台成功，到

1987年，全县广播通参。率从此恢复并稳．定在

100％，通村率恢复到94j2％，覆盖率为6，5．6％。

随着千梯d!、牯牛出等五座电视差转台的建成，．

县内电视接收频道明显增加o 1988年止，全县已‘

拥有电视机440anO余台，闭路电视系统76套，收

录机8000余台，收音机8万余台，摄像规．4台，
录像放映点215个。

与广播事业的发展相适应，广播宣传正作不’，

断发展。50年代初期，县收音站仅收听上级台节j

目；摘要印发掰闻纪录i以为宣传。随着县广播

站自办节目的加强，广播宣传的重大作用越来越

为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所重视b但在“大跃‘

3



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内广播宣传受“

宁左勿右，，剧想干扰，为当时推行“左"的错误

推波助澜，教训良深。然而，在50年代至Zo年代

全县大规模的治山治水运动中，作为县内唯二杀

统的宣传手段～广播宣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1979年，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

确定之后，县内的广播宣传摆脱“左"的禁锢，

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开辟新闻、专题、文艺、

服务等14个自办节目，熔新闻性、知识性、教育

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炉，较之以往，其宣传效

果明显加强，曾多次在湖南省、常德地区(市)

获奖，尤以1981年《风雪中抢救滑向悬崖的客

车》一稿，分别获全国第四届优秀广播节目一等

奖和全国第七届好新闻评选二等奖。

自50年代起，县广播电视事业的管理机构和

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88年止，全县有局

级机构一个，局属二级机构7个，区、乡、镇广播

电视站69个，村、学校、厂矿广播站(室)901

个。全县共有广播电视专职人员169名，其中有

新闻、编播、工程、财会、经济系列专业技术职

4



称人员44人；此外，全县有村级广播维，修员765

人，业余通讯员740人。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