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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中医医院重要建筑物一览表 表14一l

摩号
t筑物
名称 t筑时问起至 鼍习～皿拱

(平方米)
工程造价(无) 设计革位或

设计人员 施工单位 备 注

1
门诊部
大楼

1953．9．29

1954．5．25
l 154．94 143 512．56

西北建筑设计
公司

陕西省建筑工程局
第五工程队

原名。宝鸡市千郊公费
医疗门诊部

2
宿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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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宝鸡市的第一部收音机出现于1 934年；市的无线广播电台和各

县有线广播站创办于50年代；电视兴起于7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到1 985年

底，全市已有广播电台、电视台、转播台各l座，电视差转台140个，广

播站、放大站、广播室、录象放映队等3036个，它们又分别联接着

85万台收音机、40万只有线广播喇叭和9万多台电视机。这个强大的

现代化的广播电视网络交叉覆盖着全市城乡各地，给广大群众收听、

收看天下大事、掌握各种信息、学习知识和欣赏文娱节目创造了条

件，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广播电视事业的作用和社会影响，不仅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且

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80年代盛世修志之时，《宝鸡市广播电视．

志》理所当然地列入了全市志书的序列。能受命编纂全市的广播电

视志，我们作为“老广播”工作者，在欣喜之余，更感到责任之重

大。

《宝鸡市广播电视志》是全市范围的广播电视事业方面的第一部

专业志。它不是旧志续修，全无前例可循，纯系从头做起。在编纂

中，我们努力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依据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地反复地研究并调整

了志书的篇目、体例、结构，仔细审核和分析了所掌握的事实材

料，经过大小七、八次(大改4次)的修改，方编写出了能较真．

实地反映宝鸡市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的这部宝鸡全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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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以类序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采

用“横排纵述，纵横结合，横呈规模，纵述沿革，以横为主”的体

例撰写。

二、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叙述事实为主，寓功过是非之

褒贬及得失盛衰之规律于事实记述之中。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附以图、表、录等，力求文图并茂。

志：属纪事本末体。

图：主要指广播电视设施分布、覆盖图及照片。

表：各种统计表，附于各篇(章、节)之后。

录：附录，包括重要文献辑录、编志始末等(附录中辑存之文

献，除删节者外，其余文字一仍其旧，以保留历史本来面目)。

四、本志呈“篇、章、节”三级结构，分《概述》、《广播电

视宣传》、《事业技术》、《管理机构》、《附录》五大块，共3

篇19章41节。
。

五、本志上限自1 934年，下限至1 985年末。

六、本志中机构称谓，沿用各个历史阶段通常的法定称谓。

如：宝鸡县人民政府、宝鸡县革命委员会；公社、乡镇；大队、

村；生产队、组等。人物称谓则一律直书姓名，前后不加褒贬之
、·—t

硎。

七、本志无传。市以上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列表刊于《附

录》之中。

§





I 9 8 5耕央．崔术人民广播电台中波潮

●

省 界

迪厦界

善医界

图 像IJ

县医政府 。

乡镇政府 。

市台覆盖医 Ao

省俭覆盖区 B仞
割给覆盖区 C岱

．比侮I尺
枷娌k益蛊：警≥．生羹i擎黔蘑则

l塞

室，由传达室





概 述

宝鸡市位于“八百里秦川”的西部，是陕西省的省辖市，下辖

金台、渭滨2个区和宝鸡、凤翔、岐山、眉县、麟游、陇县、千

阳、扶风、凤县、太白等lo个县。市区总面积3 78平方公里。地势

呈尖角开口槽形。秦岭横亘其南，陇山、关山、千山绵延于北。中

部低平，东部开阔，以渭河为中轴的关中川道、渭北原区自西而东

渐次展开。山、田、水的比例大体为“六山一水三分田”。全市总

人口为3 02．3万人。

这里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但作为现代

化大众传播工具的广播电视，却出现很晚，只有51年的历史。

1 934年4月，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发给宝鸡县民众教育

馆l台建电牌5灯直流收音机，在这里建立了全市第一个官办的无

线电收音室，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纪录新闻，并油印散发过《广播

新闻》。以后，该处又于1945年配发给凤翔县民众教育馆l台美制

直流真空管收音机。在此前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给岐山县民众

教育馆(1937年)、风县民众教育馆(1938年)、陇县中学(1940

年)、眉县民众教育馆(1948年)各配发了1台直流收音机。抗日

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城市的一些工商企业和文化教育团体纷纷迁来

宝鸡。1938年申新纱厂迁宝时，该厂经理曾携来l台英制收音机。

1946年美国传教士在凤县建立福音堂时，也曾带去l台收音机。这

8台收音机，便是有确凿资料可考的、从1934年到1949年共15年间

宝鸡市区内政府和民间所拥有的收音机的总和(不包括国民党驻宝
l



鸡军队所拥有的收音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宝鸡市的广播电视事业获得了新的’

生命，有了巨大的发展。36年来，它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

l、收音站时期：l 950年一1 955年。全市各县(区)先后普遍

建立了收音站。在部分城镇和工厂，还建立了带有若干大喇叭的有

线广播站。

2、广播站时期：1 956年一1 9 79年，全市各县(区)、乡先后建

立了广播站、放大站，有线广播普及于广大城乡。1 9 79年，生产大

队的通播率达到98．7％，喇叭入户率也达到97％。在此期间，市的

无线广播曾一度兴起。1 9 58年1 o月1日，宝鸡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并

正式播音，但这时的宝鸡市管辖范围较小，只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大

县，并不真正具有市管县的地位和作用。电台的发射功率也较小，

还不能完全覆盖当时市所管的几个县级大公社。接着，又遇上了国

民经济的困难和调整，于是，它便在1963年7月17日下马，重新改

为宝鸡市广播站。

3、广播电视发展的新时期：1 980年一1 985年。在“市管县”

的体制几经反复而行将正式确定之际，经上级批准，宝鸡人民广播

电台从l 980年1月25日起正式恢复了自办节目；宝鸡电视台于l 984

年6月27日由广播电视部(84)广地发建字74号文批准建立。并从

1 985年6月2日开始，用6频道试播自办彩色电视节目。市一级从此

正式有了自已的无线广播和无线电视的传播工具。城乡人民的收听

收看工具也大幅度地增长，据统计，1 985年末，全市收音机达

850，3 90台，平均每户1．3台。全市电视机达92，4 05台，城市平均每1 oo

户有54．3台，农村平均每l，000户有26台。各县站的有线广播节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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