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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济源市的广播电视事业起步于1949年2月。当时，

太岳第二专署发给济源县1台五灯电池电子管收音机，

放置在县长许子善的办公室，在全县建起了第一个收音

站。收音站的任务是按时收听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和平原

省广播电台的重要节目，做好记录和收抄，印发《收音快

报》，供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指导工作参考，供各区、

乡宣传员学习、办黑板报。到1953年10月，全县8个区

相继都建起了收音站o 1956年6月中共济源县委决定

建立济源县广播站。从此，在济源大地上第一次有了自

己传输的节目。尽管当时条件差，缺资金、缺人员、缺技

术、缺设备，但忠诚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广播同仁们，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历

经1965年、1969年、1976年、1980年和1984年大办广

播集中活动的战斗洗礼，全县共架设广播专线1100多公

里，其中地埋线40公里，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借用电话

线路传输广播信号的历史。全县13个公社的400多个

大队通了广播，拥有广播扩大机648部，总功率达27420

瓦，人户喇叭达66389只，占总户数的75％。有线广播

的基本普及，为及时、迅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

务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

了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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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作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及晶体管收音机的迅

速普及和农村生产关系的转变，1985年至1987年间，农

村有线广播干线经常遭到人为的破坏，割线、拔杆时有发

生。由于线路得不到及时的维护和整修，广播入户喇叭

的响播率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给广播电视战线的同

仁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济源撤县建市。市委、市政府

决定兴建济源电视台。是年6月，济源电视台开始选址、

勘察、设计。同年12月26日，济源电视差转台借用临时

铁塔，开始运行，一次试播成功。在济源这块古老而又年

轻的热土上，从此有了自己的电视节目。以此为标志的

济源广播电视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为适应改革的要求和事业建设的需要，济源市广播

电视局坚持“从实际出发”和“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

实行“局台合一”管理体制，集中担负起行业管理、事业建

设和广播电视宣传的重要任务。局党组坚持“两手抓”的

工作思路，即一手抓事业建设，一手抓宣传工作，把事业

发展优先放在第一位，集中有限财力办大事。局党组组

织和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凭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敬业

创业，为济源的广播电视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从而使

事业建设一年一个新发展，一年一个新变化。自1988年

至1999年的12年间，事业建设累计投入资金2000多万

元，是1988年以前济源广播事业将近40年投资的100

倍。相继建成了济源人民广播电台、济源电视台、济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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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歹一厂

《专题报道》、《广告文艺》、《电视剧场》和《荧屏点歌》等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济源广播电视志

高。《黄河作证》、《决战太行》等一批精品节目荣膺国家

大奖，在地市级以上获奖节目就达500多件。事业建设

和宣传工作比翼齐飞，使济源的广播电视事业跻身全省

县(市)的前列。1996年，局长、局党组书记李道忠同志

受到省政府记功表彰，光荣地出席了全省广播电视先进

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1996年11月，全省第五

届县(市)电视台工作会议在济源召开。

济源市的广播电视事业，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创

业发展，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事业、宣传、管理体系。

局机关所设的办公室、总编室、事业科、计财科和人事教

育科，以及局下设的“四台一报”，共有工作人员143名。

其中本科毕业生20名，大中专毕业生63名。在43名各

类专业人员中高级专业人员1名，中级专业人员9名，初

级专业人员33名。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广播电视新

闻工作者正日趋成熟，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昂首

阔步，奋然前行，再创济源广播电视事业之壮举，重铸济

源广播电视事业之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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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

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是开展各项工作可供参考的珍贵

资料o 60年代初期，济源县广播站刚刚成立，当时的档

案工作还没有专职分工，仅指定一名同志兼管，负责收

集、整理一些广播工作的文件及稿件资料等。“文革”期

间，这项工作也受到了冲击，曾一度瘫痪，再加上机构变

动，部分档案失落，已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到1978年，

档案工作才基本恢复正常。虽然没有专职档案员，但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档案工作已引起各基层单位的普遍

重视，逐步走向正规o 1987年以后，随着广播电视事业

的飞速发展，档案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

性。机关对档案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逐步强化藏储

手段，不断完善各项制度，相继成立综合档案室，配备了

专职档案员，形成了一整套档案管理体系。到2000年，

档案库房面积已达37平方米，阅览室面积达37平方米，

并建立了音像档案库，形成文书、科技、声像、会计和宣传

等门类齐全、室藏丰富、制度完善的档案综合管理系统。

档案工作除正常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外，从1987年起

着手编写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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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2月，太岳第二专署给济源县配置了1台五灯电池

电子管收音机，建起了全县第一个收音站，地点设在县长

许子善的办公室。

195 1年

5月，平原省新乡专员公署给济源县配置了3台五

灯电池电子管收音机。

1953年

10月，河南省新乡专员公署给济源县配置了5台五

灯电池电子管收音机，全县8个区都建立了收音站。

1956年

6月，建立济源县有线广播站。

1957年

12月16日，济源县委办公室和济源县广播站联合

举办“加强麦田管理”专题广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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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3月，济源县广播站成功地转播了在漭河水利建设

工地召开的大办水利现场会。

4月，济源县广播站制定了《广播管理办法》和《喇叭

管理办法》。

1960年

11月，全县新增挂喇叭600只，收听工具达3200

只，使全县12个公社，370个大队，2028个小队和180所

中小学校、基层企事业单位都能听到县里的广播。

是月，在山区建起了第一座公社广播放大站——王

屋放大站。

1961年

lO月，济源县广播站迁址到济源县职工业余学校，

即现在济源有线电视台院内。

是月，济源县有线广播站改为济源县人民广播站。

属一级机构，由县委宣传部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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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4月25日，济源县人民委员会(63)会办字第13号

文件发出《关于整顿广播网的通知》。

1965年

5月，济源县广播站被新乡行署广播事业局评为“发

展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先进单位”。

1966年

6月，“文革”开始，济源县广播站自办节目停办。

1968年

元月，济源县广播站、济源县电影管理站、济源县文

化馆、济源县新华书店、济源县豫剧团和济源县影剧院6

单位合并，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各行其职，隶属宣

传站领导。

1969年

10月，全县12个公社(除城关镇外)建立了公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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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站，全部配备了扩大机。

1970年

8月，购置了上海产L601录音机2部，广播级430

收讯机1部。济源县广播站接收广播电台信号音质和清

晰度有了明显提高o
’

停o

1971年

4月，根据上级指示，济源县自办广播节目又一次被

1973年

8月，“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自行解体，济源县人民广

播站恢复一级机构，属县委宣传部领导。内设机构有办

公室、编播组、事业组、外线班。

是月，恢复了《本县新闻》节目。

1975年

3月，济源设立工区。为支援“三线”建设，济源县广

播站担负起工区的宣传任务，成立了济源县工区广播站。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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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卑

6月，建立城关镇人民公社放大站。至此，全县13

个公社全部建立了广播放大站。

1977血

5月，济源工区撤销，工区广播站随之解体。

12月，济源县人民广播站被新乡行署广播事业局评

为“广播专线化建设先进单位”。

1978车

6月27日，济源人民广播电台获得全国无线电管理

委员会国字0062561号文件颁发的无线电台执照。

1979年

元月，济源县广播站在办好《本县新闻》的同时，还开

办《英语广播教学》、《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贯彻落实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法制讲座》等11个专题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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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元月，济源县广播站自办节目增办《济源风貌》、《科

学知识》、《周末文艺晚会》3个专栏o

7月，又增办《学习节目》、《生活常识》、《计划生育》、

《民兵节目》4个专栏。 。

8月23日，济源县广播站机房、播音室突然倒塌，致

使节目停播。机房、播音室临时搬迁到南楼二楼办公。8

月26日，广播节目恢复正常。

lO月，新建砖木水泥结构起架两层楼房7间，总面

积403平方米o

12月，济源县人民广播站被新乡行署广播事业局评

为“广播宣传先进单位”。

1982年

8月2日，济源县西部山区遭受暴雨袭击，有线广播

线路受到严重破坏，共折断水泥电杆1336根，木电杆

2438根，冲坏地下广播专线5处，总长度3公里o 8个

乡、463个行政村广播中断o

Io月，广播站在《本县新闻》节目中开设《广开财路，

劳动致富》栏目，把《济源风貌》、《祖国各地》等栏目改为

(-h今中外漫谈》和《为听众服务》，扩大了节目的范围和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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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卑

2月，济源县广播事业局被中共济源县委、济源县人

民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

1984年

6月，根据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精神，成立济源

县广播电视局，济源县广播站降为二级机构。局内设办

公室、事业股、音像股、外线班，下设广播站、广播电视服

务公司。

8月，中共济源县委连续印发了(84)79号、80号两

个文件，提出了整顿、提高、发展全县有线广播网的意见

和要求。

是月，济源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济源县广播电视工作

会议。

9月，济源县广播电视局架设了宣化大街广播专线，

并安装了音箱。

1986年

5月。济源县广播电视局前院东临界墙新建砖木水

泥结构平顶三层楼房5间，总面积415平方米。改善了

办公环境，缓解了职工住房紧张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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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元月至5月，举办了5期通讯员培训班，共培训140

多名通讯员，促进了通联工作。

7月，新开办专题《话说愚公故乡》、《深化农村改革》

和《向优秀共产党员李先智学习专题》。
’

11月，济源县广播站开始采取发放《稿件采用通知

单》和定期发放稿费的办法，调动了广大通讯员的写稿积

极性。
’

12月，济源县广播站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了

《编辑记者守则》、《编采人员岗位责任制》、《播音员职

责》、《考勤制度》、《通联工作责任制》等十几项制度和工

作日志。

是月，共更新和恢复广播干线101．5公里。接通了

县站至乡站的全部线路。新接通42个村，村通播率达到

42％，发展喇叭3470只，恢复喇叭5930只，入户率达到

32％。

1988年

， 8月，筹建济源电视转播台。在东留村征地15亩，

打围墙320米，建平房4间作为临时机房及门岗平房2

间，总面积105平方米o

10月，有线广播干线架设236．3公里，新增通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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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个，通播率达到56％，比1987年提高14％，整网12

个村。新安装入户喇叭5931只，入户率比1987年提高

2．6％。 ．

12月，新闻宣传经过焦作市年终评选，我市有7个

稿件被评为优稿。其中获一等奖3个，二等奖和三等奖

各2个，成为焦作市7县4区广播站获奖最多的单位。

是月，经焦作市广播电视局验收，济水镇和亚桥乡达

到有线广播“三化”建设标准，分别被命名为广播”三化”

乡镇。

是月26日，济源电视差转台借用临时发射塔，一次

试播成功。

1989卑

4月，受河南省新闻函授学院的委托，开办了济源新

闻函授班，招收学员70余名，为立志新闻工作的人员提

供了专业学习的环境和条件。
、

8月，110米高的电视发射塔安装成功。

1990年

元月，济源市广播电视局为了解决干部职工住房问

题，集资筹建机关家属楼。

3月15日至3月21日，济源市广播电视局举办了

首届普通话播音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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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29日，济源市广播电视局被评为河南省1989

年音像管理先进集体。赵本宣同志被评为“省音像管理

先进工作者”o ，

5月，济源市广播电视服务公司被省广播电视厅评

为设备供应先进单位o ．

9月，济源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报发行站在全省评

比中名列第二，被省厅授予“先进发行站”称号o

1991年

8月30凌晨，济源电视差转台索尼系列M，摄像机

被盗。同时被盗的还有摄像机三角架及差转台刚建立时

购置的松下单管摄像机、背包机等，总价值20万元。

lO月17日，济源市广播电视局成立了综合档案室。

局档案室晋升河南省标准二级。

11月28日，经豫广(91)175号文件批准，建立济源

人民广播电台，频率为97．6兆赫。

1992年

4月4日，根据广电部(92)广地建字47号文件批

准，同意济源市建立电视台，呼号为“济源电视台”。台址

在东留村，发射功率为1千瓦。

5月1日，机关家属楼竣工交付使用o

7月，申请筹建济源有线电视台。于同年国庆节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