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v．?_；*、≯‘∥盎。。o．}

懿瀚

ⅢⅢⅢU拳Wi



《海口市广播电视志》编委会

洛南出版社



《海口市广曩电疆春》编纂委员会
主 编：黎义荣陈金裕

副 主编：杨全立林开秀火文李晓菊

执行副主编：温莉华

编 委：王强杨瑞金刘思忠杨春洪

编 审：王经华王海云陈泽

《海凸市广播电视春》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黎义荣

副主任：温莉华

工作人员：王 强杨瑞金刘思忠杨春洪



《海口市广曩电疆春》编纂委员会
主 编：黎义荣陈金裕

副 主编：杨全立林开秀火文李晓菊

执行副主编：温莉华

编 委：王强杨瑞金刘思忠杨春洪

编 审：王经华王海云陈泽

《海凸市广播电视春》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黎义荣

副主任：温莉华

工作人员：王 强杨瑞金刘思忠杨春洪



。a嚣矽—=三、
、、wj 髓亘径。最鑫怎
一 自效A径

安、徐闻、堪
江等市县

覆盖人口500万

吼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薯、漤
41J I

是一，

海口市厂电局荣获的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奖杯、

证书。

海口市广电局部分荣誉奖杯

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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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电视台建台时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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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电总局领导孙家正(左三)徐光春(右

一)视察海口电视台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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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电视台。

市长罗素兰^右I)视察海市委书记陈玉益^查I)，副●原省委副书记、海口

卜原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口市委书记蔡长松^左v，币委副书记余行恭一右|)到市广播电视局慰问节日坚守岗位的干部职

工。

仁市长^左_)陪同下到海部长洪寿祥^右|)，在王法一奎|)和原省委常委：旦传●省委副书记罗保铭



海南省委副书t己、海口市委书记王富玉(左六)，海口市委

蚕U书记、常务副市长符兴(左四)及市委宣传部领导视察我台时

同局(台)领导班子成员合影。

原海口市委书记林明玉(左一)、市

长李金云(右一)视察海口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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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海口市长曾浩荣(右三)、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谢文明(左一)视察海口厂

电大厦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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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广电局参加海口市拔河比赛。

擗．，意—割鞋

海口市厂电局参加海口市竹竿舞比赛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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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厂电局参加海口市足球赛。 参加海口市秧歌大赛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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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在操作数字后期编辑系统。 技术制作人员在操作非编制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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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广播电视志》编委会办公室成

员在研究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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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义荣

志，就是历史。(海口市广播电视志>是海口有史以来第一部

记载海口市广播电视事业的形成、发展的专业性、资料性著述，

完整、翔实地记录了海口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它

的成书，功在当代，惠在后世，填补了海口市广电史志的空白，为

海口市未来广电事业的发展提供完整、可靠的参考和借鉴。

海口广播电视事业，经过50年艰苦创业和发展，可谓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今天，她已经成为大特区省会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为大特区

的建设和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1年，海南岛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海口市人民播音站应

时而生，海口市的广播电视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经历了几代人

的勤奋、敬业和努力走到了今天。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8年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真正迎来

了海口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春天。1984年5月，成立海口市广

播电视局(1989年1月与市文化局、体育局合并为市文体局)；

1986年元旦，海口人民广播电台建成、播音；1989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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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年轻的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的省会城市电视台一一海口

电视台诞生了。从此，海口广播电视事业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1998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海口广播、电视合并，成立

了海口广播电视局(台)。新的体制、新的机制，使两大媒体的优

势互补，推动了大特区省会城市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

进入2001年，海口广播电视可谓今非昔比：经营创收是初

始时的几百倍，固定资产也增加了百倍以上；人员从初期的几个

人、十几个人到今天已形成的400多人的队伍，新建的海口广播

电视大厦也即将投入使用。

回首50年，我们感慨万分，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进入

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加人WTO，都为海

口广电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再过若千年，当

我们续写<海口市广播电视志)时，将看到更新更美更大更强的

海口广电业。

审毕书稿，置诸案端。随手命笔，抽绎心绪。诚望于人有益，

于事有补，修志之愿遂矣1

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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