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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广播电视志

六盘水市的无线广播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贵州省广播事

业局在六枝店子兴建了一座中波广播转播台(代号763台)，总功率22千瓦。

1979年，又在六枝老马地兴建调频广播转播台(代号794台)，提供贵州省西部

各台、站收转信号源，1983年元旦正式播出o 1985年，盘县特区广播电视局购

进50瓦调频发射机一台，用95兆赫播音。1985年，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在钟

山区凤凰乡兴建，1986年9月20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成立六盘水中

波广播电台，呼号为“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1987年元旦用711千赫试播节

目，用765千赫转播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同时还有实验频率播出，播出功

率12千瓦，1989年6月正式开播，从此结束了六盘水市没有自办调幅广播节

目的历史。之后，水城、六枝相继开通了调频广播o 1993年，六盘水人民广播

电台经批准又在市中心区朝阳山天波楼兴建了1千瓦调频立体声广播，1995

年正式开播。

六盘水市电视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1年，随着国家204微

波工程的建设，电视信号传输途经市区，为开办电视创造了条件。1972年7月

在梅花山711微波站用1台l千瓦电视发射机首次试发中央电视台2频道节

目，年底又在该站进行第二次试发。次年春，改在37处大丫口进行第三次试

发。由于多种原因，均未获得成功。故1975年4月用电视差转机在梅花山收

转云南宣威电视转播台信号，定向发射6频道。1976年4月，又增配简易中频

调制器，播出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76年，水城钢铁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筹

建电视转播台，于1978年用1千瓦电视发射机在11频道播出。1982年8月，

该台移交六盘水市广播事业局管理，并筹建六盘水电视转播台，于1986年10

月1日开始插播“六盘水新闻”。1989年6月，该台发射机房迁到钟山区肖家

松林，并兴建了125米高的电视发射铁塔。1992年10月，经广播电影电视部

和贵州省广播电视厅批准，成立六盘水电视台。1993年3月1日，六盘水电视

台正式开播o 1994年，六盘水市广播电视局通过六枝七九四台将六盘水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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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台的信号传输到六枝和盘县的部分乡镇。

1985年，盘县开始筹建大尖山电视转播台，同年10月1日，用3频道1千

瓦发射机转播贵州电视台节目。

四

1993年以前，六盘水市城镇没有较大规模的有线电视台，只有少数经济

状况较好的工矿企业安装小型闭路电视网。1993年3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同意筹建六盘水有线电视台，隶属于六盘水市广播电视局。1993年5月，六盘

水有线电视台开通试播。至1998年底，入网用户达2．35万户。1999年初，用

微波向周围厂矿和农村传送10套电视节目，并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

准，正式设立六盘水有线电视台，呼号为“六盘水有线广播电视台”。省广播电

视厅下文从1999年10月起将六盘水有线电视台纳入全省的技术维护管理。
K

五

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地面电视新技术的运用，国家对广播电视投入

大量资金，四级投资兴建卫星地面站，并提出到2000年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

的目标，六盘水市卫星地面电视得到迅猛发展。1992年，全市广播电视系统

兴建了卫星地面站240座；1993年到1998年，兴建乡级卫星地面站83座；

1999年至2000年，在“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中，兴建卫星地面站530座。

到2000年，全市有地市和县级广播电台2座，总发射功率14．1千瓦。市级台

平均每日播音时间为13小时30分钟，县级台平均每日播音时间为6小时50

分钟，分别转播中央台、省台节目和自办节目一套。中波发射台、转播台2座，

发射机5部，总功率32千瓦；调频发射台、转播台3座，发射机5部，总功率

22．1千瓦。截至2000年底，全市广播覆盖人口233．1357万人，广播人口覆盖

率为85．08％。电视事业到2000年底，全市系统内有电视台2座，平均每周播

出时间为186小时，有电视发射台、转播台204座，总发射功率16．370千瓦，

其中千瓦以上台4座，发射功率15．050千瓦；千瓦以下台200座，发射功率

1．32千瓦；有卫星地面站2072座，有线广播电视台1座；传送29套电视节目，

其中自办综合节目2套；有线电视站及共用天线系统820个，终端用户8．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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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广播电视志

万户，传输线路干线网络总长2012．57公里，其中电缆总长1910．69公里，光

缆101．88公里。全市电视覆盖人口249．5319万人，电视人口覆盖率

91．07％。全市99个乡镇、1910个行政村中，有乡广播电视站98个，通广播电

视的乡99个，通广播电视的村1569个。广播喇叭合计3632只。广播电视节

目传输线路800公里，其中专线杆路18公里、电缆773公里、光缆9公里；有

乡镇级卫星地面站2009座。全市基本形成了广播与电视、调频与调幅、有线

与无线、城市与农村相结合，以大中功率台为骨干，以各特区、县、区、乡镇广播

电视站为基础，以企业、学校广播电视站，室为补充的广播电视网络。全市事

业经费收入1477．22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722．12万元、事业收入683．10

万元)；全市广播电视系统共有职工750人，其中正式职工652人。

市直各台在转播好中央台、省台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特点，增设了不少

有影响的栏目。截止2000年底，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六盘水新闻”、

“红绿灯下”、“信息直通车”、“音乐风”、“共度好时光”、“健康乐园”、“空中服务

台”、“青春驿站”、“今日都市”、“倾心夜话”等栏目。

六盘水电视台在原“六盘水新闻”的基础上开办了“今日六盘水”、“视点”、

“动画天地”、“心心桥”、“身边事”、“下周荧屏”等栏目。

六盘水有线电视台开通节目29套，自办节目两套。在自办的节目中有

“今日报道”、“观察”、“荧屏情”、“荧屏导视”等栏目。

盘县广播电视台除转播中央、省、市的节目外，还自办了“盘县新闻”、“广

告点歌”、“农村天地”、“艺苑彩虹”等栏目。

全市的广播电视作品多次获省部级广播电视好新闻一、二、三等奖；由市

广播电视局组织、编剧拍摄的电视剧《乌蒙情》荣获贵州省第二届电视艺术作

品三等奖，被省人民政府授予“鹰盾”杯。各台的技术维护管理工作多次获省

部级奖励。

经过近50年的建设，六盘水市的广播电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精

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之一，成为党和政府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和联系群众的

桥梁纽带，节目的数量不断增加，制作水平和播出质量在不断提高，产生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越来越大。新闻报道的领域不断扩展，内容丰富多彩，全方

位、多角度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全市的重大活动、重

点工程、重大任务的宣传报道中发挥了优势。通过大量的宣传舆论引导，振奋

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发展。给千家万户带来了信息，传播了知识，繁荣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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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了文化，丰富了生活。为六盘水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繁荣稳定、社会进步

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上
／＼

当前，广播电视已进入多元化，跨国际、跨洲际和数字化时代。进入21世

纪，科技的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卫星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广

播电视的技术质量、制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改变了广播电视传统的工作方式，

开创了网络、卫星、交互电视的新纪元，给广播电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媒体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的态势加

剧，互联网的崛起，改变了媒体原有传输方式和格局。随着中国加入W嗣，国

外媒体的激烈竞争，广播电视面临“内挤外压”的竞争态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和冲击。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广播电视多年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少

问题日益显现，现行的广播电视体制机制严重制约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亟

须进行大的变革。
。

根据上级精神，近几年，六盘水市广播电视系统进行了一些改革，七九四

台、七六三台和八九六台上划省广播电视局管理，市电视台和市有线电视台进

行了合并。广播电视正向集团化、数字化、多功能化方向和实现产业化发展的

目标迈进o ”

六盘水市广播电视在“十一·五”期间，计划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总体方向，

以建设完善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网为重点，以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为支持，以提

高广播电视宣传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广播电视需求为目标，着力提

高六盘水市广播电视事业与产业的全面发展。基本建成有线与无线结合，市、

县、乡联通，台、站机构整合的全市广播电视覆盖网络，并加快六盘水市广播电

视科技创新步伐，全面推进六盘水市广播电视节目采集、制作、传输、交换的数

字化，网络化与基础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实现六盘水市

广播电视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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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广播电视志

第一章 广 播

第一节 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

建台经过

198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实验电台的

有关决定，在青岛会议上提出在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建立实验电台的实施意见。

1983年9月20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根据贵州省广播电视厅在六盘水市建

立六盘水实验电台的请示[黔广(83)网字第25号文]，同意建立六盘水中波电

台[(83)广地发建字611号文]，用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贵州人民广播电

台的节目和实验台的广播。

1984年初，六盘水市广播电视局对筹建六盘水实验电台的工作进行初步

考察和调研后，提出六盘水实验电台和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合建为一的设想，

合建后的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担负两个任务，即既完成转播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和实验台的任务，又肩负中共六盘水市委和市

人民政府的宣传媒体任务。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经研究后，同意市广播电视局的意见，并责成市广播电

视局成立筹建组。1984年11月3日，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筹建组成立并开始

工作o 1985年1月20日，筹建组向六盘水市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六盘水实

验电台和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合建为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的建设任务书》，1

月22日，市计委审核后转报贵州省计委。贵州省计委立即委托贵州省广播电

视厅进行审核。4月11日，贵州省广播电视厅通过对该任务书的审核[(85)黔

广字第095号文]，1985年4月6日，贵州省计划委员会正式行文批准六盘水

实验电台和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合建计划任务书[(85)黔计教字第112号

文]。4月24日，六盘水市编制委员会正式下达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筹建组人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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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 播

员编制通知，定员10人。1985年12月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发射机房定点在

水城特区凤凰管理区松树坪山坡上(今钟山区凤凰办事处松坪村)，21日，六

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工程动工。

1986年初，六盘水市人民政府根据贵州省计委的批准书，行文成立六盘

水人民广播电台[(86)市府通字67号文]。是年7月，中波发射机房竣工，9月

20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成立六盘水中波广播电台，呼号为“六盘水人

民广播电台”。

1986年12月27日，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用711千赫和1000千赫中波频

率，试播文艺节目o 1987年1月1日，开始用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呼号试播节

目。1989年6月30日正式播音，用1000千赫频率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

一套节目，用765千赫频率转播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用711千赫频率播出

自办节目。‘

节目设置及宣传内容 ‘

。

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1987年1月试播，1989年6月30日正式开播，节目

的设置和变化，经历了3个时期，即1987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9年、

1999年以后三个阶段。 ·

一、1987年1月至1989年试播期间播出的节目有：“本市新闻和报纸摘

要”、“天气预报”、“每周一歌”、“文学欣赏”、“长篇小说连播”、“综合文艺”。

二、1990年1月，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对自办节目进行调整，设置的节目

有：“六盘水新闻”；“天气预报”；“谈天说地”包括“五色土”(周一)、“学习与生

活”(周二、四)、“农家百事”(周三)、“企业之声”(周五)、“青年之友”(周六)、

“听众信箱”(周日)6个栏目；“综合文艺”包括“影视剧场”(周一)、“歌曲欣赏”

(周二)、“广播剧场”(周三)、“曲艺、听众点播”(周四、日)、“戏曲欣赏”(周五)、

“周末文艺”(周六)6个栏目；“广播文摘”；“每周一歌”；“广告及市场信息”；

“小机灵”；“音乐欣赏”。

1992年增设“金融之声”、“税务之声”2个新栏目。

1994年“综合文艺”节目进行部分调整，“广播剧场”分为“广播剧场”、“文

学欣赏”两部分，“戏曲欣赏”分为“戏曲欣赏”、“曲艺”两部分，“周末文艺”分为

“综合节目”、“周末特别节目”。

1994年9月，开设“环球时空”节目，每周一、三、六、七播出，“环球时空”节

目包括5个小栏目，即“倾心咖啡座99、66女性漫步”、“军事天地”、“广播文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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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世界”。

“六盘水新闻”原为“本市新闻和报纸摘要”o开办于1987年元月1

日，每天播出3次，每次15分钟。1998年3月在这一节目中加入“新华

电讯”，每天通过新华社的新闻信息网络接收国内外最新消息，“六盘水新

闻”增加为每次30分钟。该节目重点报道市内重大新闻和各个特区、县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消息，配合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采

访和组稿。

“六盘水新闻”从1989年开始先后在节目中开设“今日六盘水”、“重走长

征路”、“两会专题”、“铁路之声”、“普通劳动者”等几百个专题报道。每年根据

党的宣传中心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重点组织几次大的采访活动，全方位、多层次

进行宣传，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六盘水新闻”每年采用本地新闻稿件3800多条，其中本台自采占

30％，新华电讯5000多条。新闻节目播出的稿件每年在省、市新闻评奖中

均有获奖。

“广播文摘”始办于1989年，每天播出3次，每次10分钟，是一个为增大

广播信息的包容量而设立的栏目。该栏目要求在10分钟内向听众传递10至

15条信息。由于节目的综合性、知识性、趣味性，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通过

它，人们可以了解国家出台的最新政策，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背景材料，为听众

提供了解各类信息的窗口o“广播文摘”1991年播出《关于立过战功的劳动模

范的待遇问题》一稿后，省有色地勘二总队的一名职工，听到广播后，专程到台

里询问有关待遇政策，引起各方面重视。1990年该栏目播出的稿件《煤磷粉

尘的综合利用》，市科委有关人士收听后认为这条信息很重要，来电台收集有

关资料，认为这条信息对开发本地煤炭资源很有价值。1992年电台播出一组

《如何科学养猪致富》的信息，被水城县的农民收集，经过试验使用，获得较好

的经济效益。

始办于1989年的“学习与生活”，每周二、四播出。通过专门从事理论工

作的人员撰写文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本市实际搞好理论宣传。几

年来该栏目分别播出了“税法知识讲座”、“行政诉讼法讲座”、“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有关讲座。电台已成为全市理论宣传的主要渠道之

一，市委宣传部两次在电台举行全市理论宣传座谈会。电台理论宣传的做法

被市广播电视局的《六盘水广播电视》刊发，对两个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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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 播

始办于1990年的“农家百事”，每周播出一次，每次10分钟。这是一个针

对性很强的服务性栏目，深入浅出地向农民朋友介绍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传

播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农业先进经验，引导农民致富奔小康。该栏目开播以来

先后播出“怎样栽果树”、“农村养殖业”、“科学种田推广良种”、“农村致富信

息”等专题和讲座，收到来信735封，向农民朋友解答疑难185次。

始办于1990年的“青年之友”，每周六播出2次，每次10分钟，是一个以

青年人为对象的教育性节目。节目从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人手，加强对青年的

引导和教育，解决他们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开办

以来该节目播出“为您分忧”、“青春话语”、“青年修养”、“同学生对话”等栏目

和专题。至1995年收到听众来信近500封，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校刊主动与

该栏目联系，一起在节目中探讨人生理想和追求。

始办于1990年1月的“企业之声”，每周播出2次。是一个为企业和经济

界朋友服务的栏目。该节目向听众介绍本地和全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企业改

革的新思路、新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使企业界朋友了解到全国、全市经济发

展的各种信息。至1995年该栏目播出本市企业的新闻稿859篇，配发评论

120多篇，有力地宣传了企业的新人新事和先进典型。

每周日播出的“听众信箱”，时间为10分钟。这是一个服务性栏目，针对

听众来信提出的问题，记者编辑通过采访调查来解答。该节目长期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社会上不正之风进

行批评，成为听众朋友的聚焦点。几年来开设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听众

热点”、“市场追踪”等专题。收到听众来信734封，市委、市政府、市广播电视

局等各级领导亲自为该栏目撰稿。
。

始办于1991年12月的“金融之声”，每周播出3天，每天3次，时间为5

分钟。该栏目与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行和建设银行联办。播出由金融

部门和电台记者撰写的新闻稿件、知识问答、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法规讲座及

金融信息1300多条，接到听众打来电话询问78次，收到各类信件636封。

始办于1992年的“税务之声”，每周播出3天，每天3次，时间为5分钟。

该栏目传送税务部门的动态消息，传播税务知识，讴歌税务干部及纳税人中的

先进典型，曝光偷漏税等不法行为，宣传新税法和税制改革。该栏目是与税务

部门联办，除配合每年1次的税法宣传月活动外，还播出大量的新闻和信息，

同时对每年的宣传稿件进行评比，评选出优秀稿件给予奖励，这种联办节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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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受到省税务部门的肯定和好评。

创办于1989年7月的“小机灵”，每天播出3次，每次10分钟。是～个以

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教育性节目，以主持人形式向少年朋友讲知识、播童话、放

乐曲、做游戏，寓教于乐。开播以来播送了大量的中外童话、寓言故事，先后邀

请多所学校和幼儿园的孩子参加节目播出，演唱儿歌和讲童话故事，共计10

个半小时。同时还播出了《赖宁的故事》、《雷锋的故事》、《水浒故事》、《学拼

音》、《跟我唱》等节目，收到家长和孩子的来信431封。

开办于1988年10月的“五色土”，每周星期一播出，时间为10分钟。这

是一个文学栏目。播出内容有国内外文学动态，介绍名人名著，探讨文学创作

等。该栏目开播以来同5所学校和3家文学刊物建立了联系，编发文学稿件

1500多篇，收到山东、新疆、广西、福建等地寄来的稿件860封o

始办于1989年1月的“音乐欣赏”，每天播出2次，每次10分钟。该节目

向听众介绍古今中外的著名乐曲，介绍不同风格的民族音乐，中外著名作曲

家、音乐家的趣闻趣事，音乐作品的产生过程和历史背景，介绍音乐的发展历

史。该栏目开播以来以弘扬民族文化，倡导高雅音乐为宗旨，系统地向听众介

绍我国的传统民乐、古曲和民族音乐。以国外音乐发展历史作为线索，介绍了

作曲家和音乐家的不朽之作。

每周播出2次的“听众点播”，每次1小时。开播后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

每周可收到几十封来信和电话。一位听众在来信中说：“点播节目融洽了朋友

之间、邻居之间的感情，大家的矛盾减少了，多了一份情义和真情。”听众点播

也使一些伤残人员，一些考试失利、工作受挫的人鼓起了勇气。一些远在他乡

的人给该节目来信诉说对家乡及亲人的思念之情。开播以来，节目内设专栏

话题130多次，收到来信近6000封。

每周二播出的“歌曲欣赏”，向听众介绍全国各地方台制作的有地方特色

的歌曲，各地作曲家及歌唱家的成名作。推出最新出版的歌曲专辑，介绍各地

方民歌。每年该栏目都要推出500多首歌曲，制作编排介绍我国著名歌唱家

和作曲家的专题十几部，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每周一播出的“影视剧场”，向听众播放中外著名电影的录音剪辑，介绍影

坛的最新动态，演员以及导演的成长过程，介绍市内将要上映的电影内容。该

栏目得到了市电影公司的积极配合，为电影的繁荣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开

播以来播出电影录音剪辑257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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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感谢信75封，信中赞扬节目是联系心灵的桥梁。

“体育世界”每周播出1次，跟踪本周的体坛赛事，评析赛事精粹，反映场

内场外的新闻人物。

“军事纵横”每周播出1次，反映国内外军事动态和世界各地军事冲突，回

顾重大军事历史事件，介绍外军及兵器知识。

“女性漫步”每周播出2次，时间为5分钟，是一个为广大妇女朋友服务的

栏目，节目内容涵盖从日常生活到女性维权等方面。

“双休话题”时间为5分钟，每周播出2次。该节目是服务双休，为听众提

供假日休闲服务。

三、1999年1月，六盘水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全面改版，2月正式实施。这

次节目改革总结了开播10年来的经验，参照借鉴了其他地方台的节目设置和

管理办法。改版后除正常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全国新闻联播”，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继续办好原有自办节目“六盘水新闻”外，开办了“倾心

夜话”、“今晚有约”、“健康乐园”、“红太阳健康栏目”、“健康伴你行”、“神戈夜

话”、“红绿灯下”、“今日都市”、“开心罐头”、“青春驿站”、“信息直通车”、“音乐

漫步”、“音乐风”、“我爱普通人”、“都市情缘”、“律师在线”等大板块直播节目。

经过改革，从过去节目采、编、播分离的旧模式中走出来，建立起一套用亲切自

然的语言、丰富多彩的内容、灵活机动的节目方式与听众全接触的主持人直播

体系，实现了节目和听众的交流和互动。改版以后打造出一批深受听众喜爱、

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名牌栏目，电台的形象和知名度大大提高。

“倾心夜话”每天晚上22点至23点播出，为夜话类无主题式谈心节目。

节目主持人和听众通过热线电话共同交流，讨论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烦

恼和疑难问题。通过主持人积极引导，使听众能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看

待生活、工作、学习中受到的挫折，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倾心夜话”

每月接到听众电话180-_240个，收到听众来信60—80封。先后播出了“帮助

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关于维护婚姻稳固问题”、“逆境中学会自我鼓励”、“中

学生的烦恼”、“与人相处的艺术”、“中专生的创业机遇”、“一个女税收员的感

叹99、66围城里的故事”、“怎样面对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早恋与学习”、“法治美

德与现代时尚”、“忠诚是生命的帆”等几百个话题。“倾心夜话”节目开办以来

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好评和喜爱，成为广大听众的良师益友。1999年5月，水

城县二中的一位女学生被人杀害，犯罪分子作案前曾给电台主持人写了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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