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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I活动先进集体

九八四年我局被评为1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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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捡修电视差转机
严冬里黄腊寺的电视天线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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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在测试太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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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廉 陶家齐 马自笃

任开春唐成鑫，覃她虎

周 泉郑中立．孙枝j}翟
77

。

敬靖康 牟应元’杜国家 米文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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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办主任s陶家齐 ·。．|
，

。

’

～

哥4 主 任。杜国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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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编：文治章。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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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总 ．编：孙枝：；}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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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八三年以来，因机构改革，领导人员更迭，曾任青川县
’

，，
．

P

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有：冯元鼎，何启书、廖义安；副主任委
‘

员的有：’张自浩、’李实、陈洪浩、郑中和，张鹏程，孙禹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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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广播电视志编写组名单

编写组组长s谢元荣

。9 副组长。安仁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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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实，钗现实的真情，。面不广而意义深。可供当今和后世辨是非，‘

后人。 ·j+．

视志》由于领导重视，经过修志人员的努力工作，现在问世了。它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依照专志特点，。专项立篇述事，较全

统地反映我县三十多年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揭示了广播电

作的经验教训。写法得体、史料翔实、，层次清楚，详嗡饴囊，宥资

值。
。

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当时因经费不足，旋而终折。中华人民共

广播电视事业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经历

大，从土到洋曲折发展的过程，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为亟要

的地位。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递信息，丰富城

乡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科技水平，增强法制观念，以及促进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广播电

视的服务质量和宣传效果，显得尤为重要。

欣喜((青川县广播电视志》付印之际，赞勉为编好此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由

于过去文件资料保存不齐，初成志书．错漏难免，望后来同志增补充实．不断完善。使

这项成果，无愧于前人，有道于今人．造福于后人，仅此共勉。
一

秦光泉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

3



凡 例

j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国以来党的

看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鉴别、核实资料，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限民国37年(1948)，下限1985年。 ．

三、以记、志、图、表、录体或，用语体文记叙，按时序分章节目。以类系事，因

事系人，详近略远，详重略次，横排纵写。 ，

四’'本志对宜于用数字综合的用表格反映，对文字难以说清的用简图表明J需要展

示原貌的用照片再现。

五、对更名的区、乡(公社)和机构更迭，仍依当时名称记载，

。．六、本志对桌纳入或未全部纳入章节的重要文献、资科，收入付录。

七、资料数据来于档案馆，室和统计年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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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与陕甘两省交界，境内重峦叠蟑，壑谷幽深，面积
’

为2946平方公里，1985年人171202478人。36个乡(镇)，只有3个乡未通公路，且居住

分散，信息不够灵通，发展广播电视事业十分必要。 ．、

1。I民国37年(1948)，青川县政府设无线电收音室，使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由小

到大的向前发展，
、

1951年至1958年建立收音站，进行收音宣传阶段。。当时的收音站仅有一台长江牌木

壳手提五管直流收音机，收听中央台和省台广播节目。宣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

改革，抗美援朝及工农业生产等各项成就。配收音员一名，负责抄录“新闻黟，提供宣

传部门办((新闻简报》，《油印小报》供机关传阅，深入重点区乡组织群众收听。

1959年3月县人委根据全国第三次广播工作会议精神和人民群众愿望．决定建立

矗青川县广播站，，。培训人员，增添设备，借用邮电线路传输县站广播，并对发展全县

农村广播网作出全面规划。．1960年_至1962年，县广播站停止播音，1963年2月恢复。到

，1968年底，36个公社都通了广播。
’

，

1969年至1979年，农村广播网经过十年的建设发展。干部群众热情很高，积极购买

喇叭，生产队捐助劳力栽杆架线，县站人员装配扩音机和广播电器设备。1969年1月，1

县委，县革委召开全县农村广播工作会议。1973年3月，县站去红旗公社(上马乡)普

及农村广播专线试点。1974年8月，县成立“专线整网领导小组刀，对广播专线建设统

筹规划、加强领导，全面整治。贯彻“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土洋结合’，的方针，

动员干部群众捐工献料，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据1978年统计，除三元公社外，35个公

社都先后建起广播站，基本实现了广播网路专线化。
‘

1973年，县站迁进新建的广播大楼，给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77年成立“青

川县广播事业管理局玎。通过揭批“四人帮秒，．澄清了搿十年浩劫黟在人们思想上造成

的混乱，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充实领导班子，完善股(室)机构，更新设备，各项

工作走上正轨，’形成以县站为中心，以公社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的农村广播

网。

在建设农村广播网高潮中，强调搿联通J，播出。因年久失修，多有损坏。特别是7

1977年和1981年两次特大洪水j使农村广播网损失80％以上，水力发电站全遭破坏。县

，委、政府先后两次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恢复农网。由于损失面大．实难全部恢复的

情况下，采取恢复农村广播网和修建调频台，以提高广播覆盖率。’

． 青川电视事业，近年来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自1978年与国营万众厂共同筹集资

一’金，在县城对r了马家山首建电视差转台后，1981年迁黄腊寺。以后陆续在房石，关庄，

骑马、茶坝、大院，曲河；石坝，马公、凉水等区乡建立中小型电视差转台18座。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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