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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志·广播电视志》终于得以付印成书，甚是兴慰。编修

《毕节地区志·广播电视志》前后历经10余年、两届班子，时得晏懋浦、

郑子由、江执中三位老同志辛勤编纂，终于成书，确系不易。

广播电视是强大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它深入千家万户，给人们带来

知识，带来信息，带来美的享受，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解放前，毕节地

区广播电视几乎为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

府十分重视广播电视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家经济困

难、财力贫乏，党和政府仍拨出经费，建收音站、设广播站，大力发展有

线广播，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线广播在城乡得到相当的普及。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毕节地区广播电视得以长足发展。尤

其是1992年以来，省人民政府相继决定实施“乡乡通"、“村村通"工程，

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重视下，毕节地区广播电视得到快速发展。短短

10年间，农村基本实现“乡乡通、村村通"广播电视，转播站、地面卫星

站达到3000余座，群众白筹自建的小型卫星站二万多座，广播电视人
●

口综合覆盖率接近80％。与此同时，毕节电视台、有线电视台的建立，

开辟了全地区电视新闻的新纪元。城市有线电视的迅速发展，多套节

目、加密节目进入家庭，人民群众的电视文化生活空前提高，作为高科

技产业的广播电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毕节地区广播电视事

．1t e



业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凝聚着全地区广播电视系统干部职工的

长期艰辛劳作，也饱含着全地区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无数动人的史实

必须彪炳史册。
’

《毕节地区志·广播电视志》比较全面、系统、翔实、准确、客观、公

正、科学地反映毕节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轨迹，忠实地记录毕节地

区广播电视在宣传和事业建设上几个重要发展时期的历史，为人们提

供揆史察今、远虑近望、择善从事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使人们从中得到

某些启迪和借鉴，以便更好地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推进事业的顺利发

展。《毕节地区志·广播电视志》的出版也是毕节地区广播电视系统在

精神文明建设上取得的_项重要成果。

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给广播电视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电视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力地推动广播电视向数字

化更新。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其产业功能也应该得到发挥和开发利用，

通过建立起新的运行机制，更加显出新的活力。

．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可以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区广播电视

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区广播电视必将会展现出新的风采，创造出更加灿

烂的未来。

毕节地区广播电视局局长潘军伟

二oO三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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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扼黔、滇、川三省要冲。辖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县及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赫章县，面积26853平方公里。1998年

末人口632．2万人。民国时期，毕节地区无广播电台，更无电视台。1950年开始建

收音站；1956年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1977年始建电视差转台；1983年发展调频

广播；1986年建立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收转站。

毕节地区广播事业发展从留声机和收音机起步。民国8年(1919)，毕节县人

杨同仕从上海购进留声机和唱片，为区内传人的第一部留声机。民国23年

(1934)，中共毕节地下党外围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罗正本从贵阳购回收音机1

台，安放在毕节县高初等小学校内，中共毕节地下党员缪正元、秦天真等人常去收

听，并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重要消息交草原艺术研究社向民众宣传，激发

民众爱国热情。民国27年(1938)，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无线电台，

收听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的指示、命令和消息。次年8月，毕节、威宁、织金等县相

继设无线电台。民国32年(1943)，国民党中央在威宁草海小岛上设立导航电台。

1949年11月28日，毕节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设在各地的电台由人民政府接管。

1950年2月，中共毕节地委、毕节专员公署利用接收国民党贵州省第四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的收音机，建立地委宣传部收音站。是年8月，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颁布的《关于建立收音站的决定》发出《关于加强广播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建立收音站。是年12月，威宁、赫章两县建立收音站，利用
’

贵阳人民广播电台配发的收音机，开始收音宣传。至1952年，全专区县级收音站
． 全部建齐。

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有关普及农村有线广播的

精神，专区内各县在收音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有线广播站及区放大站。是年6月，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发出《关于利用县内电话线路定时开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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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广播的联合通知》，全专区利用电话线路传输广播信号，凡通电话区、乡均可收

听县广播站转播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节目。1958年，县级广播站全部建齐，建区级放

大站8个，有广播喇叭8528个，区、乡通播率分别为65．1 7％和78．54％。

1960～1962年，威宁、大方县广播站停办，其余县站播音时断时续，绝大部分

区、社(乡)广播站撤销，全专区农村广播网滑坡，出现机器受损，杆倒线断，喇叭不

响现象。1963年后，根据全省第五、第六次农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自筹、自建、自

管、自用”原则，依靠群众办广播，全专区有线广播又出现新的生机。1965年，威宁、

大方县广播站相继恢复播音，各县广播站转播节目和自办节目基本正常。

“文化大革命”初，各县广播站均受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县广播站一度成为

派性纷争的工具；有的县广播站机器被借走，人员集中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

1970年，传达贯彻中央十省(区)广播工作会议和全省天柱、惠水农网现场会议精

神后，毕节地区利用半导体三用机发展农村小片广播网。1972年，全地区恢复和新

建区级广播站56个，建公社(乡)广播站168个，通广播的生产大队(村)1839个，

人户喇叭28．24万只，架设广播专线3596公里／杆；利用半导体三用机发展小片

广播网7463个。

1973年，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后，各县贯彻“以县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站

为基础，以专杆专线传输为主的质量高、效能好，适应战备需要的农村有线广播

网”的建设方针，发展农村广播网。到1974年，全地区发展区级广播站77个，公社

广播站214个，广播喇叭发展到36．87万只，入户喇叭34．62万只，创历史最高水

平。1975年后，偏重于专杆专线建设，资金、人力、物力、技术和设备跟不上，加之毕

节地区地处高寒，山高坡陡，地形复杂，雪凌大，已建成的线路常遭自然灾害袭击，

广播喇叭普及率逐年下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各级广播部门通过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

加强对农村广播网的维护、整顿。1983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四级办广播、四

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农村广播得到恢复和发展。是年3月，地区广播

事业局派员赴云南考察，确认调频广播适合山区特点，决定走有线和无线相结合

的道路，扩大广播覆盖面。1983～1985年，省广播电视厅先后批准大方、毕节、威宁

县建50瓦凋频发射台。嗣后，地区电视转播台同台安装l000瓦调频发射机。纳

雍、金沙、织金、赫章县建50瓦和100瓦调频发射台。1986年5月，地区10千瓦中

波转播台建成投入运行．收转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覆盖人口99．9万

人，填补毕节地区无中波广播的历史。从此，农村广播网告别旧模式，小功率调频

传输代替专线传输，乡以下进行网络覆盖。大方县50瓦调频机投入运行后，县内

80％的乡镇都能收到县站广播信号，且传输音质好。当年，全县有24个乡镇广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