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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县广播电视志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灵石县广播电视局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序

广播电视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具有显明的阶级性。中国共产觉

领导下的广播电视事业，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新

中国，巩固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严酷

斗争中，广播电视的宣传舆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建设中，广播电视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交流经

验，传递信息，传授知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灵石的广播电视事业新兴于建国初期，广播先于电视进入灵

石。五十年代后期才初具规模。因此是新兴的事业。在它的引进和

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灵石县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和开拓精神，渗透

了广大人民群众与广播电视队伍的心血和汗水，为广播电视事业继

续发展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对此、《灵石县广播电视志》作

了生动的记叙。新兴的事业有着光明的前途。未来的广播电视事业

将有着更大的规模。《灵石广播电视志》，仅仅是这一事业初期发

展历史的简单再现，随着国家经济的振兴，广播电视将越来越成为

国家手中最现代化的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越来越成为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可缺少的武器；越来越成为广大

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良师益友。《灵石县广播电视

志》将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增添光辉的篇章。广播电视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



《灵石县广播电视志》的印行，缺点、错误、漏洞肯定不少，9

敬请有识之士指正。

谨序 。

序统抱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灵石县有线广播站一九五七年创建时站址(旧城学宫巷169-)

县站创建初的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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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坫刨建和的机房，站长窀

一九∥五午县站站址(邮局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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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县站的机房、站长室

一九七二年建成的灵石县有线厂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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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县站新建的播音楼

县站播音室一角

④



县站机房一角

一九八二年建成的电视转播台

⑤



电视转播台机房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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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舒 喜
刖 爵

编写志书是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编写志书＆4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除

此盛世，需要我们羽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来编写社会主义新志

书。这样的t书必能提供大量的基本材料，为四化建设作借鉴；并

能炒．众多的巧吏亭实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还可以作为

良好的乡土效材．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于这种认识。当我

受命编写《灵石县广播电视志》后，深感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不能等闲视之。

这部专志．除卷首有序．图片、前言、目录夕卜．正文分为概述、

有线广播 电视录相、社会服务、机构演变及人事概况、大事记和

附录七章， 以大量的基本材料记叙了我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历史。

它可以1使人们丁解我县的广播电视事业，是怎样在县委的领导’1：，

披荆斩棘 不断发展壮大． 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它可以使人们从

一个侧面了解到我县的旧貌和新颜，迸一步激发爱乡爱国的热情。

在编写过程中．曾力求做到史料翔实，取舍得当，结构严谨，

文笔流畅；刀求搴志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个方面能够有较

好的统一，并能体现专业志的特色。但由于档案残缺、经验不足，

加以水平所限，故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识之士和从事

广播电视工洚的同志不吝指教， 以便重编时加以。荆、正。

编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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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广播电视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是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它具

有传达政令、发布新闻、普及知识、开展教育、提供文化娱乐、提

供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很受各级领导重视和广大群众观迎。

我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历史上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广播

电视这一现代化宣传工具的引进也较晚。据调查，一九三四年县财

政局买进一台牧音机，是我县最早弓f进的广播器材。一九五。年，

上级配给到县委宣传部一台铁壳、五灯直流收音机，专供收抄重要

新闻广播，这是我县引进的第二部收音机。一九五二年，县政府、

区政府以及县文化馆也相继配置了收音机。之后，收音机才逐步普

及。一九五二年，县委借用地委的扩大器、高音喇叭、麦克风召开

了一次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周水仙同志的报告大会，是我县第一次

使用扩音设备。当年，县政府购进--部soWb‘大器、二／口N25W喇叭

和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专供大会扩音使用。县文化馆也购进一套

类似的扩音设备，从旧城石门院引出高音喇叭，向县城公开广播，

历时三个月。

早期这些广播器材的引迸和使用，为我县发展广播电视事业作

了准备，实际上也是我县的广播电视事业雏形。一九五七年，正式

创建灵石县有线广播站。广播电视事业才得以在全县兴起。

二十八年来，广播电视事业经历j7一个不断壮大、逐步完善与

～1一



提高发展的过程。广播站从借用民房至9建起自己的站址，从借用电

话线传输到架没了广播专线，从县站直接馈送喇叭用户到普遍建立

乡镇放大站实现二级馈送，从一村一只喇叭到全县实现喇叭．“户户

化”，从单一的有线广播到引进电视机、建起电视转播台，兴办电

视事业。广播电视事业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充分体现了自力更

生、艰苦刨业的精神。二十八争来，广播电视事业充分发挥了县

委的“喉舌”和县委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为灵石的两个文

明建设， 为贯彻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做出了重

要贡献。

目前，县广播站输出功率为2500W，每天三次播音，总时间

为八小时。有四百二十九公里水泥杆广播专线通向十七个乡镇放

大站。乡镇放大站的输出总功率为3500W，带着三万四千三百只

收听喇叭。一个以县站为中心，乡镇放大站为基础，专线传输为

手段的有线广播网在仝县基本形成。

目前， 电视转播台装有一台50W转播机和一台微波：汝转机，

同时可以收转中央电视台和山西电视台两套节目， 电视覆盖全县

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有百分之三十的农户和百分之五十的市民户

有了电视机，出现’j7一批普及电视机的“电视村”。

我县广播电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是党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胜

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形势不断发展，情况日新月异，改革之

风，方兴未艾，经济腾飞，不难予卜，科学进步，一日千里，值此

政通人和，万象更新之际，我们坚信，我县的广播电视事业也必将

开创出一个崭新局面，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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