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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华人民击和．国囊毫后，商洛地区的广播电视事业，自1951年春全

区第一个收音站诞生至今，已走过了38年的艰苦历程。38年来，广播电

视密切伴随商洛人民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的脚步，呐喊未来，开拓前

进，求得了自身的发展，经历了由点到线而接网连片，由先声夺人而

声图并茂这样一个起步、成长，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它步覆维

艰，但又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广播电视传播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直观性之强，感染力之大，在

目前可以说是其他新闻媒介所不能相比的，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提供新闻、信息、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反映广犬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

求诸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最有效工具

之一。在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文化不发达的山区，它更有着特殊地

位，发挥着特殊作用，成为人们每日不可离开的朋友和伙伴，被群众

称为自己家里的一口“能人一。

《商洛地区广播电视志》如实地记述了商洛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的

发展历程，对于研究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规律，取鉴历史之经验，

防止今日之失误，求得未来之发展，都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商洛地区广播电视志》凝聚了参予编志人员的心血，同时承蒙

省广播电视志编委会、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以及其他有关方面也给了无

私的帮助和支持，这里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



《商洛地区广播电视志》虽言几易其稿，但因资料残缺、编者力

薄，难免疏漏，敬请斧正．

谪洛地区广播电视局局长

郭树哲

l’988年5月30日



凡 侧

_、本志基本上采取篇、章、节三层结构。有的则以具体内容而

足，不完全都是三个层次．设概述、宣传、事业、管理、大事纪要、

附录，共6篇1 2章30节。

二、本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志

为主，辅以序、图，表、录的体裁著成。采取语体文记述，图、表、

照片分附其中。

三、志中的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称

谓，均依当时的习惯称谓·历史纪年及有关数字均以阿拉伯字数列．

四、本志所记资料，均经校正核实，统计数字以本局年报统计表和

各县入志数字为依据。

五、本志上限时间从本地区第一部收音机出现时起，下限至1987

年l 2月底止。

六、志中注释采用括号注解的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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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瓮

(1)出席1986年7月桎商南县召开的l牙洛地区广播电视__L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 (上)

(2)出席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代表参观商南县龙窝乡有线广播建设，听、看入户的动吲喇

叭。 (下)



(3)1987年12月，地区

局举行优秀机、线员考试，这是

报考的机线员正在精心答卷。

(上)

(4)IIJ阳县广播站因陋

就简，自制水泥杆。(巾右)

(5)商县r播转播台值

机人员正在工作。(下)



县
各
地
够

节
曰
。

^

右
上

(T)山阳广播站“丰阳塔

下拉家常》节目主持人杨敏荣正

在播音(左下)

(8)1988年建成的地区广

播电视局办公大楼。(右下)

^0v洛．|匪县广播站播音员何小芹正在广播A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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