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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所记为今咸阳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广播电视事业，以记述国家广播电视部

门的事迹为主。

二、本志有关广播收音站的记载，皆为有专职(专区、县)或兼职(区、乡)收音

员，由政府(经广播电台)发给收音机，供给经费的收音站，不包括一般有收音机的机

关、团体。

三、本志上限自1936年，下限一般均至于1985年底，个别事项延续止1987年辍笔

之时。

四，本志以志为主，包括图、表、录，记，分五篇，计十三万字。

五、本志用现代汉语规范语体文记述，志书中名称都用全称。凡有简称名词均在括

号中注明其全称或准确完整的含义。

六、本志所用统计数字，凡来自陕西省广播电视厅制表，各县(区)广播电视局

(广播站)填报的《广播电视历史资料整理表》和广播电视部制表，咸阳市广播电视局

填报的历年《广播电视基本统计年报》者不另作注，凡来自其它资料者均有脚注。

七、本志所记之“村”，1958年前均为自然村，1983年后均为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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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总，述

威阳市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北纬34。127—30。347东经107。397—109。ll 7)，

东邻渭南地．区，南接匹安I若，西与宝鸡市接壤，北连铜川市和甘肃省。辖11个县和2个

区，总面积lo，213平方公里，有845，oQo户居民，计39lo，000人口。

成阳最早建置于公元前350年，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兴建的一座新国都，因其

在九宗山南，渭水之北，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故称“廊阳’’。从汉到清；廊阳的行

政区划稻建制屡有变化。1949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原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予

1950年改称“成阳分区专员公署”，其辖区称“成阳专区”。辖周阳、兴平、户县、周

至、高陵，三原、泾阳、淳化，礼泉、旬邑、富平、耀县、铜川13个县，专员公署驻成

阳县城。1953年1月，咸阳分区专员公署和成阳专区行政区划撤销，咸阳县改由省直

辖，同时在成阳县城区分设威阳市，也归省直辖。1958年12月，咸阳县制撤销，归并于

咸阳市。1961年10月，成阳专员公署和成阳专区行政区划恢复，辖咸阳市(即今秦都

区)和兴平、户县、周至、高陵、三原、泾阳、淳化、礼泉、乾县、永寿、旬邑、彬

县、长武13个县。专员公署设成阳市。1966年7月，威阳市划归西安市管辖，成阳专员

公署仍驻威阳市。姻68年，+威阳专馐改称咸阳地区，政府首脑机关称“咸阳地区革命委

员会，，。1971年成阳市从西安市划归咸阳地区。1983年’9月，成阳地区改称咸阳市，原

威阳市改称秦都区，原咸阳地区所辖高陵、户县、周至3县划归西安市，原宝鸡市所辖

武功县，杨陵区划归威阳市。现成阳市辖泾阳、三原，兴平、武功、礼泉、乾县、永

寿，彬县、长武、旬邑、淳化11个县和秦都、杨陵2个区。咸阳市人民政府驻秦都区。
． 咸阳市广播电视事业与国内、省内其它地区相比，起步晚，发展慢。无线广播最早

出现是在1936年，有线广播事业产生于1956年，电视最早出现于1969年，历史都比较短。

1936年，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发给三原县中学，。三原女子中学，三原县工人

职业学校，泾阳县姚家巷小学，兴平师范学校直流收音机各一台，分别建立收音室。其

后甏滢÷民众教育馆，成阳县民众教育馆，。三原县．民众教育馆，’礼泉县参议会等逐年由国

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配置了无线电直流收音机，建立了收音室。至19《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前，国民党中央先后配给咸阳各地民众教育馆和学校韵收音机共计“台。建

立收音室11个，其中有7个因收音机损坏，停止收音。私人享有收音机薛‘，在中华民国

时期，有据可查的仅为l_{946年泾阳县银行经理崔贯一有一台直流收音机。

中华民国时期由国民党中央配给各地学校、民众教育馆收音机建立收音室，其活动

都是由国民党各地方当局控制，以收斫收抄国民党中央社广播新闻为主，对学生及社会

各界进行三民主义宣传教育，进行“反共”宣传，个别私人拥有{拘敬音机，也受到当局

的严格监督检查，被禁止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革命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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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入级标准，一些厂矿企业为解决职工收看电视既问题，自筹资金，办起了小型电视嫠
转台。

1980年，成阳地区已有9个县全部建成县广播站到公社放大站的广播专线j农村有

线广播专线长达9loo多杆公里，建起公社广播放大站255座，城乡广播喇叭数发展至臻

597，112只。收篙机的社会拥有量猛增到237，969台，与1975年相比教量增长了一倍，发

。晨速度超过过去25年的总合。电视机良社会拥有量也猛增到15，300台，与1975年相比觌
i艄长了10倍。各种小功率电视差转台建成13座。随事业建设发展，广播电视宣传工
作，也发生了大变化，以新闻改革为主良广播宣传改革相继在各县广播站开展起来，备
县广播站自办节目在重点办好新闻节目如鹾时，开辟了许多听众喜欢的新节目，围绕经

济改革反映新时期国家和人民政iLk济文化生活的新闻报道，取代了广播中对听众进行

政治说教式的宣传教育。

1983年，礼泉县烽火大队、袁家大队、咸阳市(今秦都区)红旗三队先后成为家家

有电视的“电视村挣。

1984年，为适应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形势，加强对广播电视事业的领导管理，咸隅

市广播事业局改为“成阳市广播电视局”。兴平、武功、淳化、三原、泾阳等县也都成．

立县广播电视局。

1985年底，咸阳市，13个县(区)已建成县级广播站13个，有lo个县(区)成立了县

(区)广播电视局，建成乡镇广播放大站216个，建成广播专线总计9715杆公里。所有

县(区)到各乡镇的广播讯号传输基本I实现专线化。有线广播通到59．5％能村，5l％的

农户，城乡各种广播喇叭共有3469lo只，其中农村入户喇叭339000多只。建成各种小班

．率电视差转台36座，发射总功率0．7千瓦。城乡居民拥有电视机计59000多台，平均一每

16户居民，77人有电视机一台。城乡居民拥有收音机总计579000台，平均每7人，1．5户

就有一台。据1985年咸阳市统计局在秦都区的抽样调查，每百户城乡居民箱收音机103

台，录音机43台，每百户城市居民有电视机77台。表明收音机已在咸阳城乡普及，电视

机也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城市中普及。据《咸阳市广播电视局1985年统计报表》，中央

．A晟广播电台中波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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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电视覆盖情况统计录

时间 全市人口 全市面积 省台四频道 省台八频道 西安市台十频道

(年) (万) (平方公里)
覆盖人口 覆盖率 覆盖人口 覆盖率 覆盖人口 覆盖率

198 l 443 14372 376万 85％

1 982 446．7 14372 420．8万 94％ 16．988万 O．37％

1983 447 14372 430万 94．5％ 18万 0．4％ 80万 2l％

1984 380 10213 360万 94．7％ 110万 29％ 50万 13呖

l 985 39l 10213 365万 95％ 150万 38％ 55万 13．3呖

说明l l，覆盖人口和覆盖率的计算包括各地差转台覆盖的人口。

2，秦都区可以收看到省台四频道八频道和西安十频道三个频道的节目。

3、各县城区都能收看省台四频道节目(北部五个县须经过差转台转插)。

4、各县区都有部分地区和人口能收看到本地差转台转播的八、十频道节目。

5、1985年尚有北部山区10乡、295村，约全市5％的人口看不到任何频道的屯视

节目。

咸阳市有线电视情况调查录

1985年底统计，咸阳市仪有两个单位使用有线电视：陕西彩色显象管总厂和咸阳纺

织机械厂，有电视接收机4200台，收看总人数为17000人。每周播放一次，节目内容主要

是播放国家出版发行的文艺录像带。 ．

主管 ：发射 每周自办节 电视机数 收看人数单位名称 建立时间 开播时间 接收频道 4频道 目 时 问部门

陕西彩色
显像管总厂

1985．12 1985．12 总 厂 4、8、10 2 1次3小时 3000 10000

成阳纺参
机械厂

1 985．12 1985．12 厂工会 4、g、10 6 1次3小时 l 2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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