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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元月1日凌晨，“滕县广播站”

第一声呼号，承载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讯

息，历史性地划破古滕大地的上空，缭绕

至今。我们循着岁月的脚步，穿越铭示着

半个世纪沧桑的时空，寻觅历史的踪迹，

记录下滕州市广播电视发展的轨迹。首部

《滕州广播电视志》终于飘着墨香，摆到读

者面前。这是滕州市广播电视工作的一项

重要成果，是我市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的

一件盛事。

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是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

治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

代化舆论工具，是进入家庭最广、普及率

最高、传播速度最快、超越空间能力最强

的现代化大众传媒。她使党和政府的主张

深入人心，使人民的心声得以放大，是党

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她给人们送

去信息，送去知识，送去美的享受，影响和

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人民群众与她

须臾不可或缺。

滕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弘扬全市三个文明建设的先进经验、

先进典型，反映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的新成就，记录百姓生活，关注社会

热点，倡树社会新风，为建设和谐社会鼓

与呼。人们需要了解滕州，滕州需要走向

世界，滕州电台、电视台加大对上报道力

度，强力推介滕州，滕州电台夺得“省台集

体记者一等奖”十七连冠，滕州电视台十

五次获得山东电视台“电视宣传先进集

体”称号。广播电视宣传推动了全市各项

事业的发展。今日之滕州，政通人和，经济

繁荣，已连续五届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

竞争力百强县，2005年，列全国县域经济

基本竞争力百强县第3l位。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高歌猛进。今天，

滕州广电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数字广播电

视技术作为继黑白电视、彩色电视之后的

又一次广播电视技术革命，正訇然而至。

滕州广电人以大气魄，对广播电视制播设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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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进行了升级换代，实现了操作智能化、

制作无带化、编辑无纸化、传输网络化。滕

州人民进一步享受到了科技与艺术有机

结合的音频和视频的完美效果。看滕州广

电，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盛世修志，鉴往知今。马克思主义认

为，历史具有继承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

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亦有古人

云：“不揽古今，论事不实”o为完整记载滕

州广播电视走过的半个世纪历程，抢救、

挖掘、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达到存史、资

政、育人的目的，我们编纂了滕州广播电

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足迹有声，岁月有

痕，披揽此书，令人感奋。滕州广电人怀着

对事业的满腔热忱，履行着责任，以无比

的自豪感嘉许自己未辱使命。一代又一代

广电人用创业的热情点燃的火炬还要继

续传承下去，历史的画卷还要翻开新的一

页，愿《滕州广播电视志》成为一份可资借

鉴的教材，愿后来者谱写出更美的诗篇。

滕州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E

1例李、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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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广播电视志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滕州市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自1956年，下限至2006年。

三、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述、记、志、

图、表、录互为充实，融为一体o

四、全志分章、节、目记述，首设《概述》、《大事记》，正文分八章、五十五节：共五十九

万字。

五、志中收录的集体荣誉、个人荣誉授奖单位为市(县)委、市(县)政府以上级别(含滕

州市委、市政府或滕县县委、县政府)；获奖作品授奖单位为省广播电视媒体及其以上级

别。同一作品只登记最高奖。同一作品多人分别获奖均归纳登记。各种奖项均以收集到

的获奖证书原件为准o ，

六、志中收录的副科级以上干部职务均以市(县)委或市(县)政府正式任命为准。局

中层干部以市(县)委宣传部或人事局、广播电视局正式任命为准o ，

七、行文遵照《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o ，

八、志中资料主要来源于滕州市广播电视局、滕州市档案局、枣庄市广播电视局、济

宁市档案局、山东省档案局所存资料，另有一部分是知情人的口碑资料或社会上的旁证

资料。所述史实，皆有所本，但不注明资料出处。

九、志中机构称谓，沿用各历史阶段的法定称谓，人物称谓直书其名。

十、《第八章》中的文章，按时间顺序排列；对一些质疑的地方不作解释，存疑备考；

对一些无资料可查的地方，不牵强附会，宁缺毋滥。

十一、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概述

概述

在山东省南部，有一片山前冲积平原。这

里东依沂蒙余脉，西濒微山湖，北邻儒家圣

地，南接枣庄新城，这就是美丽的滕州。滕州

市东西最长45公里，南北最大距离46公里，

总面积1485平方公里，总人口158万，是山

东省第一人口大县。

滕州古为“三国五邑”之地，素有“滕小

国”之称。早在7千多年前，滕州的先民就创

造了灿烂的“北辛文化”o史载：黄帝战胜炎帝

后，率族东进，封其第十子于滕，传至商末。周

灭商之后，武王封其弟错叔绣于滕(故城在今

滕州市姜屯镇东滕城村)o战国时，滕文公问

政于孟子，“法先王”，“行善政”，“施善教”，政

绩“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被誉为“善

国”o春秋战国之际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墨

家学说创始人墨子，诞生于此。历史名人孟尝

君、毛遂的陵墓在这里接受人们的拜谒。

滕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就是在这片被誉为

文化昌明之邦的土地上孕育和发展。从当初

广播、电话共用一条线路传输信号，近百人围

着一个“话匣子”听广播，到现在调频广播、电

视、有线电视混合覆盖，半个世纪沧桑巨变。

在滕州，广播电视作为最现代化的主流媒体，

正发挥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巨大作

用，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成为市委、市政府发布政令、指导工作、推

进三个文明建设的得力工具，成为全市政冶、

●

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

发展有线广播，让党的声音直接传人千

家万户，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滕县人民

的企盼。1955年12月28日，中共滕县县委

宣传部制订了《关于建设农村有线广播工作

方案》。中共滕县县委于1956年2月出台了

《关于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网全面规划和l 956

年具体施工计划》，并成立了滕县广播站筹建

委员会。通过积极筹备，1956年7月，在县城

北门里街4号开始建设滕县广播站，并于同

年11月26日架线试播o 1957年1月1日，

正式以“滕县广播站”为呼号播音，一项崭新

的事业开始在滕县大地蓬勃发展。

滕县广播站建站初期，只有四名编播人

员，每天开机播音两次，共计4小时45分，其

中自办节目《滕县生活)30分钟。由于当时利

用邮电局电话线及倒顺闸刀作为农村有线广

播线路，受电话线制约，到1957年年末，全县

共安装喇叭412只，大部分分布在城关，私人

用户仅有20户o 1958年，全县开展有线广播

建设大跃进，进行“百日奋战”，共运用电话线

700公里，自架线308公里，安装喇叭1115

只o ．

艰苦奋斗创大业，励精图治塑辉煌。广大

广播工作者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精神，大力发展广播事业。滕县以县广播站为

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

为主的质量高、效能好的农村广播网在全国

树起一面旗帜。中央广播事业局转发了济宁

一9一 矿

勺



滕州广播电视志

地区关于滕县自力更生普及提高农村广播网

的调查报告，全国各地到滕县参观学习的络

绎不绝。l 973年4月20日，华东、中南广播

事业规划座谈现场会在滕县召开。1973年9

月25日，全国广播事业发展座谈会在天津召

开，会议规模开到省级，滕县作为发展有线广

播的先进单位应邀参加，并作典型发言，经验

在全国推广。1975年10月，滕县广播事业管

理局成立，与县广播站合署办公，实行局站合

一的领导体制。1984年，全县喇叭总数达27

万多只，入户率98％。

1985年7月1日，在滕县广播站的基础

上成立了滕县人民广播电台。无线代替了有

线，收音机代替了广播喇叭。1988年5月1

‘日随着滕县撤县改市，滕县人民广播电台更

名为滕州人民广播电台。1992年9月，滕州

人民广播电台由股级升格为副科级事业单

位。为了强化广播的宣传作用，1996年在全

市实施了“百只喇叭响全城，万只喇叭遍乡

村”工程，沿街安装户外调频喇叭3600多只，

市民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广播的声音。随

着数字广播技术的推广应用，滕州市广播电

视局于2005年下半年，对电台设备全部进行

了全面彻底的更新升级，实现了采、编、播的

数字化、网络化，一个全新的电台呈现在人们

的面前。在此基础上，电台于2006年5月1

日对节目进行了全面改版，每天早上6点25

分开始播音，到晚间20点50分播音结束，一

改以往分次播音为全天连续播音。在节目设

置上，立足创新形式、办活节目，开办了《滕州

新闻》、《愉快之旅》、《真情发布》、《乡村田野

风》、《广播书场》、(365祝福》等30多个栏

目。广播电台在全面覆盖滕州的同时，加大对

上报道力度，到2006年，滕州人民广播电台

夺得“省台集体记者一等奖”十七连冠。

1985年12月5日，一束声和光的冲击

波传入千家万户，给人们带来一份惊喜。滕县

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电视台。1988年5月1

日，滕县电视台更名为滕州电视台。1992年9

月，滕州电视台由股级升格为副科级事业单

位。1994年7月，滕州电视台组成用一备一

的专用频道，至此，滕州电视台自办节目结束

了在其它节目中插播的历史。1995年，市政

府拨专款和协调财政贷款共120万元，对电

视台设备进行了更新，开始了3／4高带制作

向Betcom带制作过渡。l 996年6月20日，滕

州市广播电视局在官桥镇建成一座电视转播

系统，从而改善了木石、羊庄、张汪、柴胡店、

官桥五个镇电视收视效果不好的问题。1996

年7月投资52万元，新购了PVW系列分量

式编辑机2套、索尼一8000字幕机一台，使

自办节目制作和播出系统全部实现分量式制

作。1996年11月，新购了二台UVWmlOOP

摄录一体机，至此，滕州电视台已有7台高档

一体式摄像机，全部停用了背包录像机。2005

年下半年至2006年，滕州市广播电视局通过

考察论证，先后投资近千万元，按照数字电视

要求，经市政府采购的办法，更新升级了电视

制作播出设备，在节目制作、播出方面实现了

操作智能化、制作无带化、编辑无纸化、传输

网络化，将原制作室、演播室和播出机房进行

了装修、改造，新建了一个大型综合演播厅，

电视节目呈现出科技与艺术有机结合的音频



和视频的完美效果。

电视作为最直观、最形象、最受欢迎的主

流媒体，一问世便受到广大受众的喜爱。滕县

电视台成立之初，仅有每周播出两档的《滕县

新闻》和不定期播出的专题节目。1990年5

月，新闻节目由每周二档改为每周三档o 1993

年4月，《滕州新闻》改为每周六档，新开设

《星期日文艺》。1994年，《星期日文艺》改为

《二周要闻》。1995年8月26日，滕州电视台

第一个新闻性专栏节目《文明大栅栏》开播，

被人们誉为滕州的“焦点访谈”o．1996年10

月，滕州电视台摄制完成了全长25分钟的首

部外宣片《滕州故事》，并先后在中央电视台

国际频道《变化中的中国》栏目和美洲东方卫

视、美国联邦经济台、加拿大中华之声电视台

播出。2000年，首次对全市大型活动进行了

现场直播。2001年，开设《天南地北滕州人》

栏目，组织专题采访组南下北上，对时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政委、现任中央委员、中

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时任

广州军区政委、现任中央委员刘书田上将，曾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景上将，

曾任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主任的杨斯德将军

等近百名滕州籍知名人士进行了专访，节目

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对全市招商引资等工

作起到了重要作用。2005年12月2日，开设

了民生节目《今晚九点》。2006年5月1日，

滕州电视台节目全面改版，综合频道和影视

频道分别全天连续播出17个小时，开设的节

目有《滕州新闻》、《新视点》、《经济纵横》、《今

晚九点》、《欢乐滕州》等节目。2006年7月，

首次组织了大型选秀节目滕州市首届“红荷

形象大使”电视大赛，引起轰动效应。对内宣

传精彩纷呈，对上报道喜报频传，截止到

2006年底，滕州电视台已十五次获山东电视

台“电视宣传先进集体”称号。

滕州的有线电视始建于1993年。这一年

年初，滕州市委、市政府把建设有线电视列入

为群众办的14件实事之一，成立了由分管副

市长任组长，市委宣传部、市广播电视局负责

同志任副组长的有线电视筹建领导小组，市

广播电视局成立了有线电视筹建办公室。当

年，滕州城区就有4000多户居民看上了有线

电视节目。1994年，经山东省广播电视厅批

准成立滕州有线电视台，为副科级事业单位o

1998年，滕州市广播电视局投资280多万元

实施了各乡镇通光缆干线工程。同年12月

10日举行了滕州有线电视台与乡镇有线网

联网开通仪式，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刘学德、枣

庄市委副书记杜学平到会祝贺。2000年12

月29日，全市各乡镇广播电视站人、财、物全

部收归滕州市广播电视局管理o 2001年，市

广播电视局为解决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资金

问题，与浙江天屹网络科技股份公司、广东发

展银行杭州支行达成协议，通过买方信贷的

方式融资3000万元。2005年7月，滕州市广

播电视局针对农村有线电视网络通村率高入

户率低的问题，开展了庆“七一”有线电视优

惠安装活动，仅一个月的时间，新增农村有线

电视用户26000户o 2005年12月底，经过科

学论证，将滕州市有线电视网并人中广有线

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滕州有线电视最初只传输12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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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滕州2．7万有线电视用户，在

全国第一批看上了中央电视台加密电视。

1996年至2005年，多次增加有线电视节目。

2006年8月29日，又新增了10套有线电视

节目，至此全市有线电视用户可以看到45套

电视节目，人们选择节目的空间更大了，更有

利于人们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习

俗、名胜和经济信息，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光阴似梭，岁月如歌。，在半个世纪里，滕

州市一代又一代广播电视工作者艰苦努力、

无私奉献，历经了一次又一次创业，树起了一

座又一座里程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展示

滕州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成就，展现广电人的

良好形象，进L步凝聚力量，鼓舞干劲，2005

年，在庆祝滕州人民广播电台、滕州电视台成

立20周年的日子里，滕州市广播电视局开展

了“六个一”活动，即：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庆

典大会，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印制了一

本精美画册，摄制了一部高质量的电视专题

片，举办了一次大型书画展，开展了一次有奖

征文活动。历史已将滕州广电人的功绩铭记。

老一辈桑榆未晚，新一代风华正茂。今天，滕

州广电人响亮地提出了“打造一流团队，建设

和谐广电，服务全市大局”的口号，为自己提

升了标杆。这是一种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开

拓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滕州广播电视事业的

明天会更加美好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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