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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溢着商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宏

伟大业的豪情壮志．借鉴历史，建设未来，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依靠人民群众妁力量，使广播电视事业在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长足捷进，奋勇腾飞．

值《商县广播电视志》内部出版之际，仅以此文表示祝贺。

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马志雄

一九八七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阐以来

党的若于历史闻题的决议》精神，本着“尊重史实，求真存实，详今

略古”的原则，以事分类，横排纵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方法：

记述了广播电视事业在商县的演变和发展。

二、本志所纂史料，上限起于中华民围二十五年(1 936年)，下限

断于1985年12月底。史料来源，均经考核查证，辨伪存真，详实、准

确。

三、本志采用平列设章法，章下辖有节、目。体裁以志为主，并

辅以图、表、录等，共三章二十四节，计五万余字。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文风力求严谨，朴实、通俗

易幢。

五、本志的历史纪年、地理状况和各个时期的政权机构及官职名

称，均依当时称谓。

六、本志所载“解放”、 “建国”，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

《商县广播电视志》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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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收音机在商县开始使用，可以上溯至1936年，此为商县广播事业

之肇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共商县委员会，商县人民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广播和电视事业有了迅猛发

展，从早期的收音站，有线广播站逐步发展壮大。到1985年，商县的

广播电视事业，已初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有线和无线相结

合，广播和电视相结合的立体交叉覆盖网，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

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全县人民喜闻乐见的忠实朋友。
、

五十年来，伴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商县广播电视事业经历了艰

难曲折的历程。

一、建国前的广播事业

中华民国(以下简称民国)

二十五年(1936年)秋，陕西省

教育厅发给省立商县中学校“建

电牌”直流收音机一架，安放在

校会议室内，供校长等人收听

“总理遗教”、时事新闻和京戏

评弹等节日． “西安事变”爆发

后，红十五军团应张学良、杨虎

城二将军邀请，奉中共中央命令

商县第一台收音机旧貌

(1936—1 940)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广播事业

1956年，商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出现了高潮。为了适应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1956年6月成立了商县广播

站。同年12月31日正式开始对全县播音。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

在金县13个人民公社(相当现在的区)中因陋就简地建立了8个公社

广播站，建成公社以下广播网路280公里，安装喇叭1148只。广播内容

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外，县站还自办

了《新闻》、《跃进战线》等节目。每日广播3次，共4小时，宣传内容

主要是“三面红旗”、生产经验和本县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在三年

困难时期，农村广播线路杆倒线断，喇叭不响，公社站停办，广播事

业步履维艰。1963年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广播事业又走上

了稳步发展的道路。1965年毛泽东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

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题词发表后，全县各级党政部门学习指示，

关心、支持广播事业，使之又有新的发展。大荆、夜村两个区站重新

开播，农村广播网路发展到600多公里，全县安装喇叭3618只，9个

区61个社(镇)，42％的生产大队，25％的生产队都通了广播。当

时，地处深山老林，距县城50多公里的韩子坪公社娘娘山生产大队，

在商县广播站指导下，建立了半导体收昔站，家家户户安了喇叭。一

些社员高兴地说： “白天做的集体活，晚上坐在家里听广播；毛主席

在北京，把政策送到咱们深山中!”表达了他们对广播宣传的真挚感

情。商县广播站在“转播为主，精办节目”的方针指导下，根据多年

的经验，开办了以新闻为主的综合性《跃进战线》节目，以广大农民

和基层干部为主要对象，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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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活跃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紧密配合全县生产中心，宣传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节衣缩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歌颂各条战线涌现

出的新人、新事、新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四、 “文化大革命”中的广播电视事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县广播站多次被_夺权一、

“接管”，农村广播网路因无人维护管理，损失极为严重。

1969年以后，在“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革

命’’的口号下，广播电视经费增加，事业侥幸得到发展。从1969年到

1976年，七年来商县建成电视转播台1座，区、社放大站46个，农村

公社以下广播线路发展到6，OoO多公里，安装喇叭8．5万只，‘100％的

大队和99％的生产队都通了广播，入户率达94％以上。在广播宣传方

面，1970年县站恢复了业已停办三年的自办节目。当时，在“左’’的

错误影响下，广播曾宣传了“以基本路线为纲”、 “坚持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等内容。县站举办的《农业学大寨》节目，虽然宣传

了商县人民艰苦奋斗、治理河山的英雄业绩，但是，也报道了一些

曩大学大批促大干”，有碍生态平衡的“典型’’。直至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 “左”的错误思想在广播宣传中才逐步得到纠正。

1970年，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商洛地区革委会重视下，商县电

视转播台建成。功率1千瓦，转播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

节目．商县人民的文化生活有所丰富和提高。

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

l卵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

毒



钎、政策指引下，商县的广播电视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金县事

业建设，按照《农村有线广播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了

标准化网路整顿工作，建设了县城至两个区、17个公社，总长82．5

(杆)公里的广播专线。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采取国家投资和

集体自筹相结合的办法，建设了14个公社广播放大站．截止1|985年

底，商县境内有电视转播台l座、小型电视差转台董座；i中波转播念

l座；县广播站1个，区广播放大站9个，乡。(镇)放大站53个；’拥

有收音机、坟录机68174台，电视枧3116台，录像机30佘啥；全县广

播电视队伍发展到109入。但是，由於县站连年经费短缺，放松了事

韭管理，加之无线广播和电视的迅速发展等原因，有线广播受到很夫

冲击。据调查，1985年金县62个区、乡(镇)广播放大站有31个关机

停播；乡(镇)以下广播网路建设毁损严重，与1982年相比，农村广

播网路由679l(杆)公里减少到4王32(杆)公里，安装喇叭总数由8，7

万只下降到5．2万只，村通广播率由93％下降到67％，入户率由91％下

降捌52％。

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商县广播站

根据有线广播的特点，在完整、准确、遗速、优质转播好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同时，自办节目以新闻改革为突破

口，使新闻宣传工作走上了正轨。在宣传内容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

政治路线，突出本地特色，在大力宣传经济建设的前提下，把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放在重要位置，全面报道山区建设的方针和成

就，为开发商县、振兴商县服务。1981年lo月6甚商县广播站编排的

一套《本县节目》在省、地举办的优秀节日、优秀稿件、优秀播音评

比活动中首次夺魁，均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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