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

落

鬻

-·P■±”·扣—壬—；：=肟上Lk

鬻

翼

鍪

雾
蠢



天津市

局 士
，心≥

天津市东丽区地方志系列警书
(蓝本)



天津市东丽区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韦久田

副 主 任：姜洲、田仲玉、张仁刚

委 员：孙合明、王树江、张广泉、徐 倩、张启娟、

辛存瑜、吴强、张春生、张玉青、刘健、

朱广跃、何恒谦、张永华。

主 编：韦久田

责任副主编：姜洲

顾 问：张法魁 ’

编 辑：姜洲、刘立焕、孙合明

编写人员：姜 洲、刘立焕、孙合明、鲁嘉俊、徐倩、张广泉、

宗伟、何恒谦、朱广跃、张永华、张玉青、朱秀霞、

徐俊华、王 娜、宋立新、刘 健、姚广娟

摄 影：孙合明

美术设计：张金华

校 对：张法魁、刘立焕

工作人员：张春生、姚广娟、张占元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争取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追本求源，坚持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突

出本局特色，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建设服务。

三、上限起于东郊区广播站建立，下限止于2001年底。个别地方有所延伸。

机构称谓以所述时代的称谓为准。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寓观点于

记述之中。

六、本志采用规范的白话文，简化字及数字使用，均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正式公布的为准。



序

由我局组织编纂的《东丽区广播电视志》经群策群力，寒暑

两易，终于出版面世了。完成这项社会文化建设工程确非易事，

实为可喜可贺。众所周知，广播电视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宣传喉舌，

乃舆论之重器，百姓之必需，她是现今社会受众最广的主流媒体，

更是引领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我区广播电视事业自1956年

成立区广播站始，讫今已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历届区委、

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广大新闻工作者胼手胝足，筚路篮缕，一步

一个脚印地拼搏前进。从简易的农村有线广播到覆盖城乡的调频

广播、有线电视网，再到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宽带信息网建

设，不断创造着新的业绩。进入新世纪，我区广播电视事业已迎

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盛世修志，为业存史。《东丽区广播电视志》，从广播电视行

业特点出发，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线索，各章节为主体，全面

系统地记述了东丽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脉络与奋斗历程，体现

了以宣传为中心，事业为基础，反映了时代的伟大变革和改革开

放的巨大成就，突出了时代、地方行业特色，融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为一体，通过志书纵观历史之轨迹，展现今时之奋进，预

示明日之追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修志是一项浩繁而又艰辛的工作，调查要尊重科学，材料要翔

实齐备，谋篇要保持完善。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原区地方志办公室

主任张法魁同志应邀担任顾问，精心指导修志工作，一些老同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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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倾力支持，或认真撰稿或提供资料。编纂人员广征博采，

辛劳笔耕，密切合作，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此，仅向为修

志做出贡献的所有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修志的过程也是我局干部

群众感受教育的过程，通过修志以达到了解历史，镜鉴现实，启迪

未来之目的。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更要认真读好这本书，把它作为必

修课，方可有良好的起步。值此《东丽区广播电视局局志》即将出

版之际，区委书记张有会同志为本书题词“办好广播电视为建设现

代化津滨新城区服务"o书记的题词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关怀，

让我们以题词为目标，勤奋工作，开创事业新局面。

往昔已载入史册，未来尚待开拓，如今我们广播电视工作者，

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正以崭新的姿态，与时俱进，锐意进

取，努力争创辉煌业绩，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书写更加绚丽多

彩的新篇章，以垂范后世，流芳千秋。

东丽广播电视局局长 韦久田

200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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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位于天津市中部偏东，东邻塘沽区，西接河东区，北界北辰区，南

连海河之隔的津南区。全区总面积为477．34平方公里，有45万人口。东丽区地

理位置得天独厚，西连天津市区，东靠天津港，犹如一条“金色走廊”横贯在

津塘之间，形成津滨新城区。伴随天津工业重心东移，靠近天津开发区、保税

区，天津钢管公司、空港物流区相继在东丽区建立，东丽开发区和区内经济成

为国内外企业家投资的理想之地。东丽区交通便捷，四通八达，全区经济呈现

出快速发展之势，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科教兴区已成为全区共识，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和广播电视等各项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东丽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的呼唤、社会的需求和其自身的

巨大潜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漫长和艰辛的40余年里。从普及有线广播到实

现调频广播，从建设有线电视网络到建成宽带网络平台、开展宽带网络业务，

全区广播电视事业有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物质保障，充分显示

了东丽区领导和东丽广播电视人辛勤劳动的感人业绩。

东丽区广播电视局46年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6年一1981年)：建立区广播站，利用电话线与自架广播线

相结合，因陋就简发展农村有线广播。

1956年1月筹建东郊区广播站。为发展农村广播，限于当时条件，主要利

用电话线路传输广播和自己架设广播线路相结合。到1978年，有线广播实现了

专杆专线，从而结束了利用电话线通广播的历史。

第二阶段(1982年一1994年)实现村村通广播，广播得到普及，并由单一

的有线广播向调频广播迈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播电视事业迅速发展，广播宣传有了新起色。

为增强广播的时效性，1982年在本市郊县率先开播《当日新闻》。1985年区站

开播《乡(镇)广播站推荐节目》。1988年开播了各级领导上广播的《公仆与

公民》节目以及主持人节目《金色走廊纵横谈》。在广播信号传输上，1986年

底，从区站到各乡(镇)的有线广播实现了无线调频传输方式。1994年2月区

广播站实现调频广播，广大听众可通过收音机直接收听区站节目。为适应工作

需要，1987年5月区站由科级事业单位升格为副处级单位。1991年12J9全区各

乡(镇)广播站的23名协勤人员，通过考核被正式录用为全民事业干部，从而

GAISHU

3



稳定了基层干部队伍，调动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1995年至现在)，建立东丽区有线电视台，成为区广播电视局

有线广播与调频广播相结合，有线电视与宽带网服务相结合，广播电视事业进

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广播电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越

来越重要。1995年1月东丽区广播站与市有线电视台合作实施了东丽有线电视

网第一期工程，使张贵庄地区4800余户居民收看到节目多、图像清晰的有线电

视，成为发展全区有线电视的良好开端。1996年5月东丽区有线电视台建立，

东丽区有了自己的电视频道和丰富多彩的自办节目，形成了广播与电视并存，

共同发展的局面。1999年全面更新广播的录制、播放、采访设备，并采用了数

字音频工作站。广播节目大量采用主持人方式，让“走进直播间"沟通与广播

听众的联系，拉近与听众的距离。随着广播队伍的不断壮大，业务水平也在不

断提高，大量获奖节目、作品和论文涌现，一批中、高级职称人员挑起大梁。

有线电视从零开始，通过学中干，干中学，不辞劳苦，开创了以“东丽新闻"

为主的自办节目。不断增加新闻播出时间，由每周一次播出、经过每周三次到

至今的六次播出，逐步实行日新闻的要求。东丽有线电视节目受到广大观众和

区领导的肯定，成为全区宣传党的方针、教育广大群众的重要阵地。1998年以

后，区有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在天津电视台、天津有线电视台播出量不断增

加，名列全市各区县前茅。同时，一大批优秀的电视节目、电视论文，在全市

评比中获奖。1998年建成的演播厅为全面提高电视综艺节目质量提供了良好魄

条件。

有线电视网络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1年底实现了有线电视村村

通，目前全区已有10万多户安装有线电视。有线电视服务中心的建立，使有线

电视管理向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迈进，相继成立的乡(镇)街有线电视管

理站，把服务送到用户家中，大大提高了有线电视的入网率、收费率和满意率。

东丽区有线电视网络的快速发展，在全市农口区县处于领先地位，得到市广播

电视局和市网络公司的好评。2002年6月中旬，宽带网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

东丽区网络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将为东丽区信息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在这一阶段，区广播电视局认真完成播发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

化娱乐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作

用。紧密配合全区中心工作，为落实东丽区“苦干五年争第一"，加快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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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积极做好服务。同时，全区的广播电视事业也全面进入大发展阶段。

东丽区广播电视局46年的历史，突出了以下四个特点：即坚持以广播电视

宣传为中心；以技术、设备为保障；以网络发展为基础；以加强管理为手段，

全面推动事业发展。

一、坚持以广播电视宣传为中心

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作为联系和沟通人民群众的纽带，坚

持以宣传为中心，是东丽区广播电视局多年不变的工作宗旨。东郊广播站建站

初期，开设《东郊新闻》，主要报道本区新闻和好人好事，宣传科学知识、卫

生常识。以后根据需要逐步创办专题节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

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广播宣传也从突出政治宣传转到突出经济宣传，为四个现

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1996年东丽区有线电视台建立，开设了《东丽新闻》

等节目。从此广播宣传与电视宣传紧密结合。广播节目中，专题节目不断增加，

从原有的8个专题节目增加到14个，包括：《东丽新闻》、《农业科技》、《环境保

护》、《为听众服务》、《保险专题》、《知识信箱》、《计划生育》、《文化生活》、《民

主与法制》、《老龄专题》、《妇幼保健》、《党团生活》、《学习与思考》等。1995

年，为改进播出形式，在更新设备的基础上增加了直播节目，形式上由原来的

正播改为除新闻节目外的主持人主持。专题栏目也不断完善、改进和充实。《新

闻20分》、《社会写真》、《津滨辅城之光》、校园之声》、《文学芳草地》、《真情

大放送》等一批新闻性强、内容充实，形式活泼的节目提高了广播的可听性和

针对性，受到广大听众欢迎。

电视宣传高起步，在节目质量上下功夫。《东丽新闻》作为区台主要自办

节目，努力做到信息量大，内容真实，传播及时，节目编排制作合理，可视性

强。《东丽新闻》中每年都有大量合时宜、主题深、影响大的新闻节目被天津

卫视频道的《天津新闻》，天津有线电视台《都市报道》采用。从1996年至2001

年有500条稿件被采用。2001年12月19日，东丽电视记者采制的《贯彻落实十

六大精神共谋农村新发展》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电视专栏

节目，是从1996年12月不定期播出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集体感人事

迹的《金色走廊》开始的。这个节目很好的起到了弘扬社会新风，展示东丽人

精神风貌的作用。2000年开设的《百姓生活》用平民视线，以纪实手法反映社

会，展示人生。其中《黄大娘开荒》、《市场管理员》等一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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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片多次被天津电视台采用。2001年后，一批新的电视专题节目诞生：<农

事之窗》、<东丽警方》、《东丽消防》等，成为深受东丽区广大群众欢迎的节目。

东丽电视专题节目和新闻节目，2002年被中央电视台、天津市电视台采用，东

丽区成为在天津电视台发稿量最多的区县之一。东丽的优秀电视新闻、专题片

和电视论文，在天津市广播电视学会历年评选中多次获奖，仅1997年以来，就

有26篇电视节目和12篇电视论文获得一、二、三等奖。

坚持以广播电视宣传为中心，成为东丽区广播电视局立台之本，成为他们

开创社会效益和树立形象的根本。

二、以技术、设备为保障

东丽区广播电视局在加强宣传工作的同时，加大对技术、设备的管理和投

入，坚持以技术、设备作为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保障。

东郊区广播站在建站初期，只有扩音机3台，收音机、录音机各1台。1959

年增加国产录音机2台，在1966年到1976年陆续添置国产录音机6台，扩音机1

台。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后，广播用房和设备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1979年区

投资兴建区广播站大楼，其中机房、播音室技术用房130平方米，大大改善了

播、录、发的条件。1986年区投资建设东郊区无线调频系统，添置调频发射机

2台。专用接收机22台，9月建成调频发射塔1座。1989年机房安装了空调器，

又购进新式收录机2台和录音机2台，记者采访机4台。在1990年至1994年的几

’年里，区财政加大对广播站的投入，又购置了1套较高档次的盒式录音系统，

购进发电机1台，场强仪1台，1994年经市广播电视局批准，东丽区广播站小功

率广播调频101兆赫设备投入使用，发射机功率为30瓦。1997年12月，为扩大

调频广播收听范围，解决部分边远村民收听广播问题，东丽区广播电视局建立

l座自立式发射塔，总高度为53米，投资28．4万元。

1998年，东丽区广播电视局全面更新广播电台设备，购置了音频工作站和

数字录音机，实现了电台录控中心数字化。

在不断充实，提高广播设备档次的同时，1996年2月，在筹建东丽区有线

电视台时，区政府投资100万元，购置电视摄像机、编辑机等设备，确保1996

年5月1日东丽区有线电视台正式开播。1998年7月投入500万元建成的2700平米

的东丽区广播电视大楼竣工，广播机房、龟视播出机房、电视前端机房以及电

视节目制作机房正式投入使用。其中400平方米的电视演播厅，设备先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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