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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纂人员3年半时间的搜集、编纂、修改，《兰坪广播电视

志》终于付梓印刷了，它又为自治县地方志丛书园地增添了一朵奇

葩，是值得庆贺的。在此，我谨向编纂人员和所有关心、支持《兰坪

广播电视志》编纂工作的领导、专家及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兰坪的广播电视事业起步于1951年，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

不断发展壮大。在这49年的历史中，广播电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工作人员从2人增加到53人；工作机构从收音站发展为广播

站再发展到广播电视局；工作性质从单纯的收传成为收转再成为

收转与自办节目相结合；设备由l台木壳收音机发展到数字式接

收机、非线性编辑系统；房屋由租借外单位的几问办公室发展到现

代化的广播电视大厦及功能齐全、居住舒适的职工宿舍大楼⋯⋯。

这一切都是中共兰坪县委、兰坪县人民政府关心和支持的结果，是

几代广播电视工作者努力奋斗的结果。

在这49年的历史轨迹中，既有辉煌的业绩，又有深刻的教训。

《兰坪广播电视志》全面而又真实地记述了这些业绩和教训，旨在

让后人从业绩中受到鼓舞，振奋精神，从教iJlI中得到启迪，少走弯

路。 ．

’

编修《兰坪广播电视志》是一项浩大而艰辛的工作，其构架尊

重科学，资料翔实齐备，谋篇得体完善。既需要编纂人员的广征博

采和伏案笔耕，也离不开编纂专业机构的鼎力相助。周汝生、欧阳

奋中、李瑞芬三位编修人员在县志办公室李嘉育、和贵群等专业人

员的指导下较好地把握了编纂地方志的宗旨和体例。他们虚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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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勤奋笔耕，精心编修，三易其稿，使《兰坪广播电视志》基本上能

起到纵观广播电视历史之轨迹，展望广播电视今时之奋进，预示广

播电视明日之追求的作用。 。，。 ，
．

我真诚地希望全体广播电视工作者通过《兰坪广播电视志》借

鉴历史，了解现实，开拓前进，继续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贡

献o ．． 。 ；一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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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和玉胆

o ． ，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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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l一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广播电视事业的自身特点，如实记述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广

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史与宣传历程，体现事业为基础，宣传为中

心，突出时代、地域、民族和行业特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 ． ．

二、本志着重记述建国后本县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由

于本县无广播电视史志留传，且档案不全，对搜集到的点滴历史资

料尽可能予以记载，以补漏缺。

三、本志按章、节、目横排纵述，辅以图表，事以类从，合理组

合，层次结构力求严谨、简洁。

四、本志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2000年。全志首立概述，大事

记，下设8章30节和附录，概述总摄全书，大事记以大、新、奇为标

准编录，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记述。
”

五、本志以事系人。不设人物传。 、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

七、不便录人各章节而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择要收入附录，

以全史料。

八、行文中，字数较多的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并括注

宣传部档案室、县档案局、县统计局、人

版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云南省资料

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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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和经考实的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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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兰坪县)地处云贵高原滇西

北横断山脉纵谷区‘，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或

州)东南部，地理座标介于北纬26。06’一27004’，东经98058’一99038’

之间，东西宽67公里，南北长107公里，总面积4388．5平方公里。

东邻丽江、剑川两县，西连泸水、福贡两县，南接云龙县，北达维西

县。县城距州府六库207公里，距省会昆明644公里。全县辖3

镇5乡，有104个村(办事处)，801个自然村。2000年统计，共有人

口187295人，入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3人。县内居住着白族、普

米族、傈僳族、怒族、彝族、汉族等14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93．7％，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9．9％，是一个集边疆、民族、

山区、高寒贫困的民族自治县。
： 一

‘

。

兰坪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县，行政区划从西汉时期至清代，

多次变更。民国元年(1912年)设兰坪县，县城白地坪(现金顶镇

文兴街)。解放以后，兰坪县隶属丽江专区。1950年4月15日，县

级机关搬迁到拉井。1957年1月，兰坪县划人怒江州。1985年8

月，县级机关由拉井搬迁到金顶镇江头河村。1987年11月27日，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兰坪县，设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境内高山雄峻，西部有碧罗雪山，中部有雪盘山，东部有青水

郎山和老君山。最高海拔和最低海拔高差达3075．4米，山岭峻

峭，峡谷深切，气候具有明显的立体垂直性变化和地域性差异的特

点，故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澜沧江由北向南流过境

内130多公里，其43条支流构成羽状水系密布各乡(镇)，溪河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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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星罗棋布，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得天独厚，矿藏遍

布全县，有铅、锌、铜、银、锶、锑、汞、铁、硫等10多种矿产，尤以金

顶凤凰山巨型铅锌矿床著称予世，被誉为三江成矿带上的一颗明

珠、“有色金属之乡”。森林资源丰富，境内有林地面积387．6万

亩，活立木蓄积量达3384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58．9％，是全省

林业重点县之一。．全年河JiI径流总量(不包括澜沧江)24．6亿立

方米。人均O．3万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达16．35万千瓦(不包

括澜沧江)。旅游资源别具一格，有生态保护完整的富和山原始森

林自然保护区；有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省级自然风景保护区·
锣锅箐普米族风情区；有山色旖旎的大羊场风光；有峰回路转、古

树参天、山涧飞流、神奇传说的金鸡寺；更有风态万千的民族风情

和民族文化o ．。． ．“
：t ? _一_，二” r，

’

兰坪的广播事业始于1951年。是年，县收音站建立，只有l

部干电池收音机。收音员通过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

中央台)、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西南台)、云南人民广播电

台(以下简称云南台)的记录新闻，政令、指示、决定、通知、宣传材

料及其他重要内容，编印油印小报，出黑板报进行宣传，跟随县委

书记下乡，组织农村干部群众收听广播开展宣传。1954年至1956

年，全县逐步给6个区委会和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各配发1部干

电池收音机。初步形成收音网。
。

．

’，． ． ．j。 ’．

收音站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新闻信息’，发动群众，推动

兰坪的民主革命，抗美援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 。

1958年，建立县广播站。没有专职广播人员，县城无市电，广

播站设备阁置．当县委到营盘大甸坝指挥春耕生产、秋收秋种或召

开全县广播大会时，叫懂行的办公室人员用汽油发电机发电。开办

田间广播站，搞会议扩音，通过电话线路传送到各公社和部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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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平时没有广播。 ， ，

’’

一1965年，根据省广播事业局“尽快达到县县有广播站”的要

求，调配2名广播员，广播站恢复正常工作。1966年，在县城(拉

井)架设高音喇叭4只，开展有线广播。。 1．：
一·

1969年，广播工作得到加强，广播站充实到5人，配1名站长。

购置500瓦扩音机l台及控制台等设备1套，架设2．5公里广播

线路，安高音喇叭lO只，有线广播覆盖县城，播出呼号“兰坪县毛

泽东思想广播站”。同年，县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县革委)召开有

134人参加的全县广播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农村广播网发展规划、

措施、方法。组建农村广播网领导小组。会后，掀起大办农村广播

网的热潮。 -
． i

’

‘

’

t 全县上下齐动员，群策群力，大干快干，办广播的积极性十分

高涨。至1975年，8个公社均建有广播放大站，通广播的大队占

78．3％，生产队占96．3％，农户占68％，形成以县站为中心，公社

放大站为基础的农村广播网o． ．

． ，·．

县委、政府召开广播大会，将各项指示、号召直接宣传到社员

家庭。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利用广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扬好

人好事，指挥生产，召集开会，通知各项活动，甚为方便。

然而，广播网没有巩固和维护好，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

响，只讲“突出政治”，不顾实际，一轰而上，突击发展，不讲质量，导

至杆倒线断，体制不顺，专职人员变动频繁，至1982年，8个公社

广播放大站中，有3个站无人播放广播，有5个站断续开展工作，

大队、生产队广播网点逐步消失，只有10％的小队通广播，损失严

重。县站还有1名副站长和2名职工，维持县城正常广播。

1983年，雪帮山电视差转台建成，兰坪的电视事业开始起步。

金顶区1．2万人可收看到电视。1984年，县站工作人员增配到5

人，有1名站长，力量得到加强。总结以往的经验和失误，决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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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量力而行，稳步地发展广播电视事业。至1986年，有4个

区广播放大站恢复正常广播。1987年，兰坪县广播电视局(以下

简称广播电视局或县局)成立，广播电视机构进一步得到加强。县

局决定“积极引导，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群众自愿，稳步发展”地开

展事业建设。是年，新县城(江头河村)建成全县首座卫星电视地

面接收站(以下简称地面收转站)。这年有4个乡(镇)各建有l座

地面收转站，全县电视人口覆盖率为26．4％。有6个乡(镇)广播

电视站恢复正常广播，广播人口覆盖率占13％。到1988年。全县

8个乡(镇)广播电视站皆恢复正常广播，都建有地面收转站，乡

(镇)所在地及附近农村可收看到电视。’‘ 。 ’，、 ．’，

在省广播电视厅(以下简称省广电厅)“卫星转发，：fi'tb①覆

盖，天地一体，城乡共荣”事业建设方针(以下简称16字方针)的指

引下，1991年起，县局紧紧抓住全省实施“2ll”(即2米卫星接收天

锅，l瓦发射机，t套电视节目)工程的契机，大力发展行政村、自然

村的地面收转站，并着力恢复农村小片广播网点。干部群众看电

视，听广播的愿望十分迫切，集资的积极性很高，至1995年，乡

(镇)、村(办事处)、自然村累计自筹资金约58．83万元，省、州、县

累计补助41．45万元，建成地面收转站125座。县城和营盘镇分

别建成有线电视网，收看到8套以上节目，电视人口覆盖率为

60％。恢复40个村(办事处)的小片广播网点，广播人口覆盖率为

25％。 ?’ ‘“、 ’t ：．

1996至2000年，县局把事业建设的重点放在边远、高寒山区

贫困的农村，继续实施“21l”工程，并实行广播电视共站建设，同时

积极建设乡(镇)的有线电视网。经努力，至2000年，全县104个
4

，，
● ‘

，

①五小覆盖系指用小功宰调频、小功率中波i小功率电视差转、小塑卫星电视地

面收转、小片广播网点进行人口覆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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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办事处)有86个通广播电视，占92％，除了不通电的以外，基本

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累计建地面收转站240座，家庭安有单收站

400多座，7个乡(镇)均建起有线电视网，8个乡(镇)都能收看8套

以上电视节目。有7个行政村和自然村建起小片有线电视网，可

收看8套以上电视节目：县城于1998年开通调频广播。1999年

有线电视网能收看20套节目。形成有线无线混合覆盖，广播电视

协调并进，城镇农村共同发展的良好时期。至2000年，全县广播

人口覆盖率为75％，电视人口覆盖率为83％。 ．‘

“

广播电视宣传始终以转播中央台、中央电视台、云南台、云南

电视台的节目为主。同时，紧密围绕县委、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

作和全县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努力办好本县自办节目。

广播站从1970年开始自办节目。那时，播出稿由县革委政工

组(宣传部)下设的报道组提供，选读毛主席语录、报刊杂志的社

论。学习辅导材料等。无专职采编人员，节目不固定，播出语调高
， 昂o ；

，． ^，

：1987年，广播站始配1名专职采编员，设编辑室。白办节目

开始固定播出，每星期2组节目，每组30分钟，设有“本县新闻”为

重点的4个栏目。播音语调柔和，注意感情变化，贴近听众。随

后，逐渐增配采编人员，改善采、编、播设备。‘积极发展通讯员队

伍，建立8个乡(镇)的通讯员站，召开通讯员座谈会，争求群众对

自办节目的意见和建议，表彰优秀通讯员，办通讯员培训学习班4

期，参加培训的共有230人。送采、编、播人员到省新闻单位举办

的培训班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使自

办节目来稿逐年增加，1988年有580件，到2000年有1774件，采

用稿随之增多，1988年281件，2000年为1154件。节目的信息量

不断加大，质量稳步提高，播出稿获全国性部门报刊奖4篇，省级

奖4篇，地、州级奖18篇。栏目不断丰富，至1999年发展为8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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