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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骏马辞旧，银羊迎新。莺飞草长、万物争春

之时，政通人和、四海静谧之际，《沅陵县广播
，，’ 电视志》经三载孕育，终于映着桃红柳绿，沐着

和风暖雨问世了。它的出版，为沅陵蓬勃发展的

改革与建设事业，又增添了一枝秀色。这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大事。作为一名曾为发展沅陵广播电

视事业而奔走呼号的宣传战线的老兵，我感到由

衷的欣慰和喜悦，并向志书的编纂人员、广大广

，播电视工作者和一切关心，爱护、支持沅陵广播

电视事业的人们寄以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广播电视是现代化的强大信息工具。是现代

社会中人们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县广播电视事业，经过几代人近半个世纪

殚精竭虑、．艰苦不懈的努力，从元到有，从小到

大，铢积寸累，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广播电视以其迅捷的时代

步伐，走进了山川田野、千家万户，5800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广播电视网

络。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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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政策，弘扬民族精神，更新人们思想观念，沟

通山区信息渠道，促进经济发展，丰富活跃文化

生活，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沅陵县广播电视志》推本溯源，求实存真

地记述了我县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总结

了经验教-iJlf和发展规律，兴衰起伏，长短得失，尽

寓其中。内容完整，资料翔实，编排合理，记述

得体，是一部服务当代、惠及后世，具有资治、

教化、存史三大功能的志书。它的出版，对我县

广播电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

响和积极的作用。

广播电视事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社

会是高度发达、瞬息万变的高科技社会。作为信

息载体的广播电视，必将顺应时代的需要，越来

越受到重视，得到发展。藉《沅陵县广播电视志》

付梓之机，我衷心地祝愿全县广播电视工作者以

志为鉴，继往开来，开创我县广播电视事业更加

美好灿烂的未来。
曹丰禄

曹丰禄系中共沅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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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广播电视志》的编写，在中共沅陵

县广播电视局党组织领导下， 自1987年6月开

始，仅用两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14万余字的志

稿。

沅陵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建县，至

今已有2000余年，而县内广播电视事业才50多年

的历史。本志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客观地记述

了从民国22年(1 933)以后，沅陵县广播电视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对50多年的机构沿革，广播电

视事业的兴衰起伏，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其

间，又侧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40年广

播电视的发展史实。全志资料翔实，史实可信，

承前启后，可供借鉴。

搿修史莫难于志”，缀史成志，并非易事。

编者自受命之后，认真拟定篇目，多处收集资料，

历时一年半时间，到1988年冬，整理资料达70余

万言。翌年初始，伏案握管，夜以继日，笔耕不

已，半年时间，即成初稿。’再回头听取在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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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的意见，补充遗漏史

料，核实技术熟语，然后组织评稿。1989年下半

年起，在评稿的基础上，综合多方意见，又三订

篇目，四易其稿，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纂成送

审稿，呈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中共沅陵县委

宣传部审批。审批小组进一步推敲观点，核对史

实，匡正体例，笔削文辞，最后审定通过。总之，

该志能够在较短时间里面世，无疑，编者作了巨

大的努力；然而，又并非编者一人之力，亦非一

蹴而就之功，实乃群策群力、各方通力合作、反复

磨砺的结果。借此机会，对为此而给予大力支持

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广播电视战线的老同

志，尤其是为本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审人员，

表示衷心的感谢。今专志付梓，谨以数语，是以

为薄。
陈世桢

1990年5月



；，一、，沅陵县广播电视志

编写领导小组’

陈世帧周高栋陈明钧 符祖兴

组长陈世桢

主编。符祖兴

审批单位

中共沅陵县委宣传部
’

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稿小组

。 (以姓氏笔划为序) 。

印文广邬凤官陈世桢钟玉如 周光烈

张先潮陈自耀

组 长周光烈． ．

副组长陈自耀．

。， 张先潮

主 审 陈自耀

副主审印文广



^梅v采晷靶

^心v嚣誉遂。擐篷

^祀v蜷幄叵

^刈v筇封遴芷篙}{

鹾罐崭、f，曲鞲秆蒜(《柏露脚寒L_罾谜蠼))



凡 例

一、沅陵县广播电视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 记

述本县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有述、记、志、图、表、 录， 以

志为主，图表附各章节之中。

三、志首设《概述》、《大事记》， 纵记

脉络，概述兴衰；全志7章23节34目，横分事

类，纵叙始末；后设《杂记·附录》。

四、时间断限，起1933年，迄1989年。

五、数字书写，次第及专用名词用汉字，

其余均用阿拉伯字。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写成新中国。 各时

期的党派、机构、职务、地名， 均记当时称

谓。志中“党”、 “党组”、 “党组织”均指

中国共产党。

七、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县地方志办公



室、省广播电视厅史志编辑室、本单位档案，

并收集部分口碑资料，所用资料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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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沅陵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怀化地区北端，境内雪

峰、武陵横亘，对峙南北，沅水，酉水交汇，纵贯西

东，面积5850．21平方公里，人口近62万，系全省幅员

最大的山区县，且交通不便， 民居分散。繁衍生息在

特殊自然条件下的山乡各族人民，渴望有“千里眼"、

“顺风耳”，构成了较好的办广播、电视的群众基础。

沅陵素有“湘西门户"之称，昔日不仅是湘西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西南军事要塞。民国22年

0933)，沅陵县政府建立广播收音室，收抄南京广播

电台之音，以灵通消息，统一舆论。抗日战争期间，民

国27年，湖南广播电台迁徙沅陵中山公园(今胜利公

园)播音。但是，民国时期，战事频仍，官匪一家，民

不聊生，广播事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况且，国民党政府

唯恐人民群众收听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广播宣传，对无线

收音严加控制，购置收音机者寥寥无几，广播宣传为官

僚、军阀控制利用。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广播电视事业，依靠

群众办广播电视，办好广播电视为人民。建国初，‘即成

立沅陵县收音站，收抄中央、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消

，≯



息，出刊《广播新闻》o 1953年，建县人民政府有线广

播站，县城安装12只高音喇叭，转播中央、湖南人民广播

电台节目，开创了沅陵人民的有线广播事业。1956年，

县广播站建成，定为事业机构，配编辑、播音员、机务

员d县广播站扩音机功率850瓦，利用电话线路785．1杆

程公里，架广播专线68．5线条公里，区、乡人民政府、’

学校、粮店、供销社安装广播喇叭194只。1958年，实

行名土洋结合，中小并举刀的方针办广播，各人民公社

均建简易广播站。1960年，广播扩音机发展到15台，总

功率1425瓦，．入户喇叭1021只。全县271个大队，2154

个生产队，能听到有线广播的有228个大队、162个生产

队广-分别占84．1％和7．5％。1961年， 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县内广播事业相

应“紧缩规模，提高质量"，人民公社广播站撤销；对

入户广播喇叭则调整布局，整顿质量，是年末，能正常收

听的喇叭761只o

“文化大革命’’初期，县城装配的喇叭、架设的线

路等广播设施，部分被“造反派”拆去办“宣传站”。

1967年8月，县广播站被“造反派’’占领，广播事业建

设停滞，县广播站工作瘫痪。1968年4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驻县部队对县站实行军事管制o 。

j 1969年后，落实毛泽东主席“努力办好广播"的指

示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中关于普及农村广播网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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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区．．社各级成立了发展广播事业领导小组，领

，

i
导亲自抓，全县58个区(镇)、社陆续建立广播放大

站，配备专职广播机线员。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出钱

r 办广播，’并注重扶助边远．．贫困社队发展广播事业，至

I 瓦19，71主喜≥篙篆蓑薹浆翟眙392以2个,絮夏：。
， 生产队通播率分别为72．2％和79．4％，农户安装喇叭

19313只，广播事业建设得到较大的发展。

1974年，成立沅陵县革命委员会广播事业管理局，

为县属一级机构，尔后几经更名，1983年末称沅陵县广

播电视局，至1989年，局机关先后成立中共党组、党支

部以及工会组织，局下设办公室，事业股、财会股、人

事保卫股，广播站，广播电视服务部．．红山界电视调频

台、广播电视工程队、音像管理发行站、广播电视报发

行站、广播器材附件厂等，全县广播电视职工队伍发展

● 到百余人o．1974年至1979年，组织架设县至区、社广播

。i’ 专线，国家投资10余万元，架通了县广播站至沅陵镇及

气 太常，乌宿，凉水井、麻溪铺4个区辖24个公社的广播

；． 专线，共256．85杆程公里。此期间，各人民公社亦纷纷

筹集资金、木杆，购置广播器材，架设公社以下广播

线，发展入户喇叭，形成办广播的热潮。全县622个大

队、5031个生产队，一度有546个大队、4450个生产队通

有线广播，分别占87．7％和88．4％，人户喇叭达3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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