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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石泉县有线广播事业从1 9 5 6年兴建以来，积极发挥迅速及

时的独家优势，紧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

热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府的法令。在加强政治思想工

作，传播新闻，交流信息，普及科学技术，开展法制宣传，活跃城

乡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被誉为： “顺风耳”、

“千里眼"的广播电视，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生活中的益友和知音。

“秀才不出门，方知天下事。”人们的这种美好愿望，如今已

经变成了现实。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为了振兴我县广播电视事业，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达到“存史、资治、

育人”的目的，编纂《石泉县广播电视志》，确实不是一件可有可

无的工作，而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工作。

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建设工程．遗憾的是过去对档案资料的收集和保

存重视不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一些资料，给这次

整理、编纂广播电视志带来了不少困难。经过搜集资料和编篡人员

的积极努力，辛勤劳动，继完成30余万字的《石泉县广播电视志资

料汇编》上、下两册后，《石泉县广播电视志》又问世了。令人为

之一喜。

《石泉县广播电视志》，是记载我县广播电视事业从创建到



l 9 8 5年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的专业志书。突出反映了以事业

为基础，宣传为中心，技术管理为手段的专业特点。同时反映了全

县广播电视机构沿革、队伍演变、经费收支、事业建设等情况。这

本志书，对于研究我县广播电视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依

据，为今后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资料，为教育培训广播

电视系统的职工，提供了乡土教材。

《石泉县广播电视志》，是我县广播电视史上的第一部专志。

由于人手少，时间紧，又缺乏深入的调查，精确的分析研究，在

本志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为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

便今后续编时修正。

那履坤

1 9 8 7年7月2日

(序言作者原为县广播站第一任站长，现为中共石泉县委巡视员)



凡 例

一、《石泉县广播电视志》，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本县广播电视

争业的历史和现状．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勺求体现社会主义新时期专业志的科学性和时代性。

二、本志结构设篇、章、节三个层次。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以横为主，融为一体。

三、全志运用述(概述)、志，图(包括照片)、表、录(附

录)五种体裁记载。以志为主，图表分附其中。文体采用语体文，

勺求通俗易懂。

四、报送省广播电视厅、地区广播电视局的《石泉县广播电视

志》，不设入《大事记》。报送县志编委会的设入《石泉县广播电

况工作大事记》。

五、本志上限自l 9 5 0年，下限至l 9 8 5年底．

1 9 8 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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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石泉县位于陕南中部，地处北纬32。457 37∥一33。97 56∥，东经

l 0 3。17 8∥一108。287 42∥之间。东南同汉阴县交界，西南和西乡县接

壤，西北角与洋县和佛坪县相邻，北与宁陕县毗连。东西宽42．75

公里，南北长63．o 5公里，总面积为l，525平方公里。全县设6区、

26乡、2镇，l县辖镇，．267村、l，541组，总人口为1 72，892人。

石泉地势北高南低。北依秦岭山麓，南接巴山北坡，中有汉江

穿过，全县呈“两山夹-)il"的地形轮廓。

“石泉依山阻水，旧无城池”①，关山重隔，消息闭塞。建国

前无一台收音机，人们长期闭目塞听，孤陋寡闻。

‘石泉县的广播电视事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兴起

的．从l 9 5 O年9月建立收音站到1 9 8 5年，已有三十五年的

历史。

三十五年来，石泉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由建

国初期靠一部干电池直流收音机收录新闻，发展到现在已初步形成

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乡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的农村广

播网．到l 9 8 5年底，全县6个区都建有广播管理站，28个乡

(镇)建起了放大站，县，区、乡三级拥有扩音机36台，总功率

1 5，600瓦．全县有25 1个村通广播，通村率达94．7％．喇叭总数为

注。①引自“通志》。



23，600余只，入户率占64．4％．各区、乡均有了节目信号专线，金

长226．7 3杆公里。其中93％的乡、80％的村馈电线路和部分用户线

路实现了水泥杆化。

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声图并茂的电视事业亦蓬勃兴起。全县

已建成8座电视差转台，拥有3，400余部电视机．人口复盖率达

48．5％，地域复盖率为45％。县城及周围的2区8乡可以收看中央

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和陕西电视台四频道节目。闭路电视开始萌生，

录象放映进入石泉。逐步形成中央与地方，有线与无线，广播电视

系统内外相结合的宣传网。

全县广播电视系统有干部、工人ll7人。其中正式职工7 1人．

计划外合同工46人。

现在，广播电视已深入千家万户。听广播、看电视成了入民

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每天从广播电视里学到党的

方针、政策，了解天下大事，获得科学知识、经济信息，丰富文化

生活，推动了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广播电视的

影响越来越大。

三十五年来，石泉广播电视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几起几

落，艰难曲折的过程。

l 9 5 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

收音网的决定》。同年9月，石泉县收音站建立。收音站设在中共

石泉县委宣传部，编制一人，配发一部收音机。每天早，中，晚

收抄三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北电台记录新闻。记录新闻稿送县

委书记安桂槐等阅看，重要新闻在县委门口黑板报上登写。l 9 5 1

年，县委确定每周出一期油印报(八开二版)。每期发行100余份，



供各级领导参阅，供文化馆、街道、学校黑板报刊用。收音站在向

干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在宣传党的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方面以及在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农业合

作化等运动中发挥了宣传鼓舞作用。

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逐渐到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建立强大的

宣传舆论工具。于是，毛泽东主席发出： “要重视发展农村广播"

的指示。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明确规定： “从l 9 5 6年起，

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l 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

在这种形势下， 1 9 5 6年4月，中共石泉县委、县人委决定建立

石泉县广播站。县人委选派5人前往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学习编辑、

播音、机务等广播业务月余。他们学习回县后，即积极筹备建站工

作。 l 9 5 6年l 2月30日，石泉县广播站正式成立开播。只只喇叭

下听众云集，山城顿显活跃。县广播站建在人委后院，配有编辑、

播音员、发电机务员、扩大机务员各1人，由那履坤负责。每天

早、晚播音2次。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

的部分节目外，还办有：“本县新闻"节目。金县自架用户线路32公

里，利用电话线lo 1．4公里，通广播的村22个，共安装喇叭94只，

入户率占总户数的0．52％．

农村有线广播兴建初期，农民迫切要求安装广播喇叭。1 9 5 7

年上半年，段家乡给县站打了五、六次电话要求安装喇叭。在人民

代表大会上，群众让县人民代表提出要求安装喇叭的提案达I l件，

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发展。截止l 9 5 7年l 2月20日，自架广播线路

108公里，安装喇叭l 75只，分布在金县5个区、I 9个乡(镇)。

：S·



l 9 5 8年，正当广播网路开始向农村发展的时候，石泉、汉

阴、宁陕三县合并为石泉县。县广播站与“石泉日报”社合并，广

播站成为报社的一个播音组。报社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报上，很

少过问广播，广播事业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l 9 5 9年10月l 3

日，广播站与报社分开。县站于l 1月份整顿了全县广播队伍，开始

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农村广播网。到l 9 6 1年，金县通广播的村有

l 96个，喇叭总数达241只，入户率占2％。县至乡广播信号专线有26

杆公里，乡以下广播线路有l 83杆公里，广播事业出现生机。l 9 6 2

年，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本县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将3名编采人员全部调出，两名老工人也退职回家，

县站只保留4人。刚开始建起的农村广播网，又处于停顿状态。

l 9 6 3年，全县经济形势开始好转．8月6日，县人民委员

会在行政会议上对整顿广播网作了专题研究，并向各区社批转了

县广播站“关于整顿农村广播网的安排意见"、 “收取广播喇

叭收听费试行条例"两个文件，同时解决了整网经费，用工和吃粮

等问题，广播随之逐年发展。截止l 9 6 5年，全县28个公社和城

关镇均通了广播。通广播的大队l 69个，占总数的50．7％：通广播

的生产队334个，占总数的I 8．8％。喇叭总数达l，081只。自架广播

线路348公里。全县农村有线广播网初具规模。

l 9 6 9年，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在《关于农村

广播网经费开支问题的通知》中规定： “县、市广播站的日常事业

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在广播经费列入省财政后，规定新建一个放

大站的标准为l万元。县财政每年还另给3万元左右的补贴．全县

广播事业开始较为迅速而又稳步的发展．



l 9 6 9年，全县广播职工人数增加到43人。其中计划外用工

29入．财政拨款由几千元增加到40，31 2元。建立起区广播放大站4

个，通广播的大队达236个，通队率占89％。喇叭总数达5，l 50只，

入户率占36．5％。县至乡的广播信号专线由几十杆公里，增加到

162；f于公里。乡以下的广播线路达l，463秆公里．

1 9 7 O年，省广播载波化会战指挥部通知，将广播线并入电

话线，全县大搞载波化。新建的广播专线，因无人维护．，有的杆倒

线断，有的金部拆除，造成经济损失约3万余元。 ．

1 9 7 3年4月l 5日，石泉县委批转了《县广播工作会议纪

要》。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广播工作的领导，把广播工作列

入议事日程，认真讨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l 9 7 4年9月21日，石泉县委发出“关于加强广播工作的通

知”，对搞好广播宣传和巩固发展广播事业提出了四点要求。确定了

全县广播事业建设的重点是继续建设好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

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的高效能的农村广播网。 l 9 7 4

年l 2月，县广播站集中县站技术人员和各区、公社的线务人员，在

松柏公社全面开展网路整顿和线路匹配工作，为各公社整网作出了

样板。

全县广播事业迅速出现了普及、提高的局面。到l 9 7 5年

底，26个区社广播放大站相继建立。县至社建起259．1杆公里专线，

通响2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l 00％。广播喇叭总数达24，753只，

入户率上升到88％。

l 9 7 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县广播电视事业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石泉县委和县政府更加重视广播电视，经费逐年增



加，人员不断充实。 l 9 8 2年8月26日，石泉县人民政府决定成

立石泉县广播事业局。 1 9 8 4年2月10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石泉县广播事业局”改名为“石泉县广播电视局”．到l 9 8 3

年底，全县6个区成立了广播管理站，28个乡(镇)建起了广播放

大站．县至乡实现广播信号传输专线化。

l 9 7 6年2月9日，石泉县黑白电视差转台建成开播．

1 9 8 1年，中央、省、地驻石单位和县级各部门集资6万余元，

着手筹建彩色电视差转台。 l 9 8 2年元月，石泉二级彩色电视差

转台试播成功。 l 9 8 5年又在电视差转台新增差转机一套，石泉

县城及周围长安、古堰、银龙、石磨等乡镇，可收看中央电视台第

一套节目和陕西电视台四频道节目。

石泉县广播站，自l 9 5 6年l 2月30日开播后，即办起了“本

县新闻”节目和文艺节目。

二十九年来，县站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对节目的构成、设置、

内容、编排．形式，逐步进行了改革和调整。节目构成上，逐渐从

以转播为主发展为转播与自办并重；节目内容上，从长期宣传以阶

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宣传经济建设为主，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宣

传教育；节目设置上，把长期鲁办三十分钟板块结构的综合性节

目，分解为若干栏目，突出新闻性节目，办好主持人专题节目：节

目编排上，突出中心，兼顾全面，扩大容量：节目形式上，发挥广

播特点，注意口语化和通俗化，尽量让人们听得懂，记得住，广播

宣传坚持“走自己的路”。
’

建站初期，只有一名编辑，通讯组尚未建立，每天只能收到

3一一6篇稿件。编发一组稿件，安排20分钟，播出两天。县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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