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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徐光春

1940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人民广褐电

台 延安新华广摇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在革命圣

地延安的窑濡里诞生 1 0 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广摇事业从此走上?

中国革命波澜壮坷的历史舞台。

为纪念中菌人民广播事业诞生 60 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专门编辑出版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获吏作品边上〈广播改革论文边上〈广播在我心中〉以及〈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故事〉一套丛书，向世人提供丁一锚描绘中国人

民广播事业发展进程的历史画卷，一个展示中国人民广棒事业挥

煌业绩的绚丽窗口，一部赞美几代广播工作者无私奉献的英雄史

诗。从这套丛书中，我们仿佛听到从延安窑洞里发出的永不 i肖远

的电波:仿佛听到毛泽志同志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1" 的声音;也仿佛听到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要

求全党"解放思怒，改革开放"的号令:我们看到 7 广播工作者

遵循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

导人，以高高的精神塑造人，以是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深

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认认真真地采访，精益求精地皇帝!

作 7学精竭虑地，思考，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把握正确的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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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我们感受到广播工作者对广摇工作

均热的情感，在一个个平常而又不平常的日子里，在一个个平常

而又不平常的故事中，凝结?他们的欢乐与喜悦，表达 7 他们的

感悟与寄托，体现丁他们的使命与责任。我们还惑受到广播工作

者与听众之间水乳交融的惑惰。这是中央人民广格电台献给中国

人民广播事业的一笔精神财富，是献给曾经和工立在为中国人民广

播事业发展而奋牛的人们的一曲这美啧敦，也是献给新世纪的一

份精美礼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创业史、奋斗史，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

乃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葛章。回顾 60 年的光辉

历程，喜看 60 年的军累硕果，追思取得这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我们应当牢牢记住:

一切和功于党的正在海领导。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是在党中央亲

切关怀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中国人民广播事

业十分重视，非常关心，亲自指导，这是中国人民广摇事业在中

国革命和建设中建立功勋、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志同志明

确提出，报纸刊物、广缝、通讯社必须坚持元产附级新闻事业的

党性原则 O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必统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 江泽民同志多次发表关于新闻工作

的重要讲话，深委1) 阐明丁色括广播工作在内的新闻工作的重要作

用和历史使命，强调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

一部分。舆论工作就是思怒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

悉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乱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

党和人民之祸。新闻舆论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

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中国人武广播事业正是在党的

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健康发展、茧壮成长，不断从是生科走向

胜利。

一切 i妇功于人民的大刀支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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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工作者是历史的记录者、传才毒者。中国人民广格事业的生命

刀，就是忠实地实现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 7 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战斗力，就是

忠实地实现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坚持不懈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科益。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感

召力，就是通过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

根本利益所在，团结在党的周国并为之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和奋斗业绩，为中国人民广

播事业提供 7 无比丰富的报道素材。人民群众的支持、关心和爱

护，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一切归功于广大广播工作者的辛勤弩刀 o 60 年来，一大批

忠诚于党的广播事业、勤奋努力、忠于职宁、敬业奉献、富有才

干的广播工作者，直接创造丁中国人武广播事业今天的挥煌成果

和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丁自己

的贡献。目前，一批又一批的广播工作者已经离开他们曾经挥洒

过汗水、付出过心血的工作岗位，有的广络工作者己经永远地离

开 τ 我们。 但是，他们的崇高精神还在激励着我们，他们的优秀

作品还在我们耳边回响，他们的动人故事还在处处传颂，他们的

理性思考还在积极地影响我们的实际工作。广大广播工作者应当

把前辈的精神奉为宝贵财富，才巳以往取得的成就作为新的起点，

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攻革开拓，不断进取，为把中国人民广祷

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做出新的贡献。

g暖历史，我们应当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惑

到自豪和骄傲:展望木来，我们更应当对中国人武广摇事业的光明

前景坚定信心和信念。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f门同样应当牢记:

一定要坚持党的新阐工作的方针原则。我国的报针、通讯

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我们宣

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重要思忽文化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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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广播宣传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点思怒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以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怒为指

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

传为主的方针，牢牢花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要坚持对党ý1责和对人民

负责的一致性，牢国树立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

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动员人民‘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

奋斗。

一定要适应新时期党的宣传思忽工作的新形势，弩刀改革全'J

新。现在广格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与战争年代不同，与建国初期

和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甚至与改革开放之初也有很大不同。当

前，我国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国际国内的客

观大环境都有很大改变，广播宣传工作所面临的形势、任务、要

求、目的都发生 7 重大变化。我们只有研究广播宣传工作的新形

势和新情况，才能完成新任务、解决新问题。各级广播机构要进

一步增强自觉性、责任性、紧迫性，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积极探索，男子实践，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促进中

国人民广播事业更加繁荣健康地发展。

一定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广播工作者队伍。大力培养广播事

业急需的各种人才，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是广播宣传工作一项重

妥而紧迫的任务。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同志就客人民

日报社时提出的要求，把各级广褐宣传轧构的领导来子建设成为

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能够担当起新世纪历史重俗的团结坚强的领导

集体。要合i造一个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努力培养一

大拉政治强、~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编辑记者，培养一拉忠

怒敏锐、业务娴熟、旗帜鲜明、立言公正的主持人和播音员，培

养一批善于经营、熟悉管理、能够开招市场的经营管理人才，为



总序·继往开来再剖辉煌 5 ⑧

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把握时代

脉搏，勇于开拓进取 1皂接新世纪的挑战，再全.)新时代的主军煌。

{作者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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