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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部门志，使一方史料得以保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深

远。《醴陵广播电视志》在市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指导下，市广播电视

局于1986年8月成立编写小组。其间，因局领导和编写人员异动，一度中

断。而今，志稿成书，历史重任得以完成。

醴陵广播电视志报刊部份，仅简略记载本世纪20年代初至80年代中

期，醴陵10多种报刊的创办时间、单位(人)、立论、版面、刊期，栏

目、发行方式、发行量、停刊时间，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如何围绕统治阶

级治国安邦的路线、政策，传达政令，发布新闻，反映民意，舆论政治，

影响醴陵社会发展进程的史实。
I ，

始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的广播事业和70年代后期的电视，是本志书

的主要部份。它不仅详细地记载了醴陵广播事业从收音室到有线广播

站，从城市到农村，从广播站到无线电台的兴衰起伏；而且记载了70年

代后在全市城乡人民的支持下，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城

乡电视小差转台、电视发射台、闭路电视和电视录像放映事业的发展及

现状。广播电视宣传，紧密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自办节目，引

导正确的舆论导向，造就了一支政治思想过硬、新闻嗅觉灵敏的新N z．

作队伍。服务维修，行政管理等方面有经验教训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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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作为既是宣传舆论工具又是文化娱乐工具，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工农业生产不断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已普及城乡千家万户。凡能听能看的

人，都能从中得到教益。我们作为广播电视工作者，应贯彻自己走路的

方钆 ?扬独家优势，汇天下精华”。努力办好广播电视事业，为振兴醴

陵经济，繁荣醴陵新闻宣传等项文化事业推波助澜。

编写醴陵广播电视志，确属一项艰辛之举。编写组的同志立下了汗

马功劳。 。，

。 广播电视志是一部经世致用的部门志，将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建设。传诸后世，当起“存史：资治、教化一的作用。

陈 树 兰

一九九O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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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市志办统一安排包括报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维四项基本原则，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醴陵从民国时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报刊、广播、电

视事业的兴衰起伏。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记事溯源，无统一上限；下限1986年。电视一章延至1987

年。

三、本志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采用规范化语体文记述。除

概述、大事记外，设报刊、广播事业、广播宣传、电视、队伍建设、服

务维修、管理等章，横排竖写。图、表、录穿插，以志为主。不便设章

节、而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收入“附录”。

四、本志记量单位：线路里程以“杆程公里”；设备，除经常携带

应用之物以“部”，其它均以“台”、 “瓦”或“珏”；入户率、音响

率、覆盖率以％，人民币以“元"为统一单位。

五、本志有关县与市、公社与乡、大队与村、生产队与村民小组、

以及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市人民政府等称谓，

均按当时原有称谓，不受时间限制的全局性和概括性记述，使用市、乡

(镇)、村、组、市人民政府等称谓。醴陵先后属长沙地区、湘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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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记述时，均按当时隶属关系，未加注释。

六、本志资料来源，摘自醴陵市档案馆，湘潭市第一档栗馆和本局

档案，以及经过反复核实的口碑资料，凡有疑点的均未采用。

七、本志各项数字的用法，均按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联合通知《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系统一体例》和《(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的规定。

凡《通知》和《通则》末作规定的，则采用惯用语，如“40年代”系指

1940'-'-'1949年。

八、本志报刊章，由于史料不齐，仅作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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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醴陵地处湘东。东与江西省萍乡市接壤，西临株洲县，南连攸县，

北界浏阳；总面积2157．2平方公里；水陆交通方便，文化教育发达。早

在清末，就有不少志士仁人在创办报刊，向民众宣扬各种主张，鼓吹社

会变革·民国时期，醴陵有官办民办报纸上十家。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醴陵仍办过一些报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

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醴陵的广播电视事业日益发展。20世纪

50年代初建立广播站，70年代中期成立广播事业局，1984年更名为广播

电视局，工作人员由两三人增至71人，下设办公室和6个台，站，部。全

市41个乡(镇)，均设有广播放大站，并配备专职广播机线人员，加上

厂矿、企事业单位广播室广播员共155人。广播电视在醴陵已形成网络。

(一)‘

醴陵之有报纸，始于民国9年(1920)的《醴陵旬报》。民国12年

(1923)县立中学学生主办《前进周刊》，鞭挞时弊。从此，官办民

办报纸不断出现。民国13年(1924)廖策群创办《渌江星报》。民国

18年(1929)1月中国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创办《醴陵民报》。民国26年

(1937)殷德钧创办《民治报》。。民国27年(1938)文湘岩创办《民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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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还

报》。民国35年(1946)殷德铙创办《儿童周报》。民国37年(1948)

9月县立民众教育馆创办《醴陵通俗报》。1949年7月25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一一八师政治部接管，更名为《前进报》，8月底停刊。醴陵和平

解放后一段时期没有办报，凡宣传动员群众之事，均以出黑板报和手持

铁壳喇叭向群众宣传。1956年3月，中共醴陵县委创办《醴陵报》，

后改为《醴陵日报》，1962午4月底停刊。1982年县科委和农委联合创办

《醴陵农科报》，1985年12月停刊。

‘

、 (二)

醴陵的广播事业，经历了收音室一一有线广播站一一醴陵人民广播

电台的历程。民国32年(1943)，县立民众教育馆设“收音室”。临近

解放，醴陵仅几个机关和官僚家庭有收音机。1950年12月，醴陵人民教

育馆设“收音站”。1954年成立醴陵农村有线广播站。。1955年全县17个

区(镇)设“收音室”。1956年广播站开始借用电话线路安装105个喇

叭，向部份农村转播中央台和省台新闻。1957午更名醴陵县广播站，城

乡一度掀起群众性安装广播喇叭热潮。1962年6月县广播站停办。

1963年恢复广播站，1965午农村有线广播开始兴复。1973年有33个

公社建立广播放大站，公社以下架设广播专线3192杆程公里，安装入户

喇叭7581，县至公社广播讯号实现载波传输。1974年8月，全县9区、

l镇，41个公社全部建立广播放大站；公社以下架设广播专线3871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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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还

程公里，63．sok的大队通广播；安装入户舌簧喇叭812s6只，高音喇叭

573只。11月成立县广播事业管理局。1976年，县局自制水泥杆，架设县至

区、社广播专线，1978年10]-]竣工。结束借电话线传输广播讯号的历史。

1982年普查农村广播网。全县41个公社广播放大站，有扩音机75

台，功率24266瓦；录音机22台，电唱机38部。公社至大队有广播专线

1298．66程公里，大队通播率82．1％；大队建广播室212个，占大队总

数的31．4％；大队广播室有扩音机247，功率25720．sg，录音机6台。

大队以下有广播专线27494杆程公里，生产队通播率68％。全县156585农

户，安装动圈、舌簧喇叭37784只，高音喇叭778只。喇叭入户率为24．1‰

覆盖率63．19％，音响率79．2％，不适应宣传形势的需要。普查后，县、

社两级整顿农村广播网，喇叭入户率、音响率、覆盖率回升。1984年寨

子岭调频台开播后，县至乡(镇)广播专线全部下放各乡(镇)管理。

1986年底，全市喇叭入户率上升N52．40k，加高音喇叭1028只，全县喇

叭覆盖率达82．5％，音响率达83．15％。有各类收音收录机8万多部。

(三)

醴陵广播宣传始于民国32年(1943)7月，醴陵县民众教育馆设收

音室。到1986年，经历了收音、转播到自办节目的历程。其中：1954年

3月以前为收音时期；1954年3月到1976年6月为转播时期，主要是转播

中央台和省台节目。1957年6月，醴陵县广播站成立，除转播中央台和



概 述

省台新闻节目外，开始自办本县新闻和农业技术讲座。当时没有专职采

编人员，播出的本县新闻稿是选自《醴陵报》稿件经过改编加工后播

出。这段历史一直延续到1962年s月醴陵报和广播站停办。1963年9月，

恢复广播站后^到1971年3月，配有1名专职采编人员。从此，本县新闻

每年播出几百篇稿件，虽有少量自采稿件，但大量播稿是通讯员来稿和

少量报纸摘录，节目形式呆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精神鼓午下，贯彻中央提出的“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方针。广

播站采编人员逐步增编，加上试行稿酬，自采稿和业余通讯员来稿逐年

增加。1983年来稿超万篇，播稿超6000篇。广播宣传围绕党和政府各个

时期的中心工作，自办节目设置日趋完善；宣传形式日趋灵活；宣传质

量日益提高。在株洲市区享有一定声望。

(四)

1970年后，电子管9英时、12英时、14英时黑白电视机，首先进入机

关、团体，1971年全县达226。19‘18年3月，分配醴陵广播局购1台晶体

管20英时春雷牌彩电。1980年后，9英时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开始淘汰，

1 2英时、14英时、17英时、20英时晶体管和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大量

投放市场。1983年后，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14英时、18英时、20英时、

24英时彩色电视机，开始在醴陵市场投放。1986年底，全市城乡有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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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46693台。其中城区20021台，农村26672台。全市平均每5户拥有

1台电视机。1981年1月，县广播事业局自筹资金首先在局机关院内架设

1台10瓦电视差转机，复盖半径1公里。解决城区部份地区收看好电视的

问题。1983年民办公助10万元，在城区寨子岭兴建一座50瓦的彩色电视

差转台，复盖半径5公里。1987年公办民助投资150多万元，在仙岳L【J兴

建一座卫星接收站和电视发射台，解决全市城乡人民收看好中央台和湖

南省台电视节目。除此，在偏远山区乡(镇)和厂矿自筹资金建有4个

10瓦的电视差转台。1985年起城区有20多个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安

装共用天线、闭跨电视，有的还自办录像放映节目。

电视录像放映，1979年进入醴陵，1986年城乡共有33部电视录放机。

其中：用于文化娱乐活动的17部，厂矿内部放映的7部，教学用的5部，

私人购置家庭放映的4部。

(五) ，

广播电视事业经费全由地方财政拨款。1980年后，事业放展、人员

增编、各项开支增大，地方财政拨款仅能解决四分之三的经费开支．县

局成立广播电视服务部，按照政策开展经营活动，所增收入弥补事业经

费之不足。为搞好服务维修，培训了一批家电维修人员，分布全市城乡。

广播电视，是一项新兴的事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它将前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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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9年(1920)

县人傅熊湘创办《醴陵旬报》。民国14年停刊。

民国12年(1923)

春，醴陵县立中学学生左 权、陈 觉，宋时轮、蔡升熙等在中共

党员李2：-影响下，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主办《前进》周刊·

民国13年(1 924)

县人廖策群在城东丁家巷自办《渌江星报》，每星期发行一期·民

国26年(1937)更名为《星期报》。不久停刊。

．民国1 8年(1 9 2 9)

1月1日，中国国民党醴陵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主办《醴陵民

报》。社长由宣传部长刘寿祺兼任·民国37年(1948)6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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