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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是

自办节目的特色，同时又以重要位置，反映了全县广播电视的队伍

建设、机构更叠、经费收支、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事迹等方面的

情况．各类图表、照片、原始资料穿插于内，以求图文并茂，增辉

文彩，更有利于反映广播电视工作的规律及其特性。

这部志书是在1 981年开展有线广播30年历史资料调查的基础上

编写的。遵循的原则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文件为依

据，以突出本县特色和专业特色为指导，立足现在，反映现实，突

出改革。编写的方法是详近略远，以事记述，实事求是，使行文既

赋于时代感，又使其言有事，事寓理，褒贬于文辞之间。截止的时



间是始于收音站创建的1950年，．终于1984年底．对于受Ⅳ左”的错

误影响而开展的政治运动，特别是长达十年之久的膏文化大革命"

中出现的一些事情，本着既尊重客观事实，又全面否定，宜粗不宜

细的精神，以批判的态度简略记述，以利于总结历史经验，团结一

致向前看。 。j’

竹山县广播电视志是我们部门的专业志书。它的完工，对我们

今后的事业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的改革，以及如何开办自办节目、

突出本地宣传特色找到了历史的借鉴和依据，对全县广播电视职工

开展艰苦奋斗办广播办电视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提高业务素质教育，

有了一部生动的乡土教材，同时，对整个系统的专业科技人员开展

宣传业务研究、事业建设方向探索，也是一份可以信赖的、内容又

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编写这部志书，虽历经艰辛，但由于水平有限，差错实在难

免。敬希领导和同志们批评赐教，以求健全完整。我们表示衷心谢

意．

竹山县广播电视局长

皮 诚逊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五日



概

大

第

第

第三章：有线广播⋯⋯⋯⋯⋯⋯⋯⋯⋯⋯⋯⋯⋯⋯⋯⋯⋯⋯(31)

第四章：有线广播宣传⋯⋯⋯⋯⋯⋯⋯⋯⋯⋯⋯⋯⋯⋯⋯⋯(44)

第一节：宣传的指导思想⋯⋯⋯⋯⋯⋯⋯⋯⋯⋯⋯⋯⋯⋯(44)

第二节：自办节目⋯⋯⋯⋯⋯⋯⋯⋯⋯⋯⋯⋯⋯⋯⋯⋯⋯(48)

第三节：重大宣传活动的报导⋯⋯⋯⋯⋯⋯⋯⋯⋯⋯⋯⋯(57)

第四节：典型人物宣传⋯⋯⋯⋯⋯⋯⋯⋯⋯⋯⋯⋯⋯⋯⋯(63)

第五节：具有本地特点的报导⋯⋯⋯⋯⋯⋯⋯⋯⋯⋯⋯⋯(66)

第六节：采、编、播⋯⋯⋯⋯⋯⋯⋯⋯⋯⋯⋯⋯⋯⋯⋯⋯(71)

第七节：群 联⋯⋯⋯⋯⋯⋯⋯⋯⋯⋯⋯⋯⋯⋯⋯⋯⋯(73)

第五章：电视广播⋯⋯⋯⋯⋯⋯⋯⋯⋯⋯⋯⋯⋯⋯⋯⋯⋯⋯(77)

第六章：广播电视服务公司⋯⋯⋯⋯⋯⋯⋯⋯⋯⋯⋯⋯⋯⋯(83)

第七章：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87)

修志始末⋯⋯⋯⋯⋯⋯⋯⋯⋯⋯．．．⋯⋯⋯⋯⋯⋯⋯⋯⋯⋯⋯(9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

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

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o-这就是广播电

视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也是这项崭新的事业日益受到党的重视和人

民群众支持，并得到建设发展的根本原因。

广播电视在竹山的兴起很晚，建设发展也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 c． j

竹山县地处鄂西北大山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交

通闭塞，山险水恶，经济发展缓慢，文化事业就更加落后。1940年

1月，’国民党政府为着掌握政情、民情、商情，开始在各省推行广

播收音事业。这年5月，湖北省政府在群省干训班”设置电台收音

员训练班，培训广播收音人员。结业后，经过培训的收音员曾携带

一部收音机至竹山，放在了民众教育馆．这部收音机成了国民党县

党部、县政府要员们的室内珍品。每晚，他们邀集县城的名流显

贵、士绅商贾聚集民教馆，或收听抗战新闻，或欣尝名曲雅调，劳

动人民连看也不准接近。有时，他们也将一些新闻刻印简报，或张

贴于街道，或书写于板墙，告之于城乡群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为着指导工作、宣传

政策、解释法令，曾于1950年8月中旬在竹山县城设置收音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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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收音宣传．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发展，全县有儿个区、70

多个乡都曾设立了收音站，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县收音站为中心

的，连接县直各机关和各区、乡的收音宣传网。收音宣传网的建

立，对竹山县这个山大人稀、报纸发行投递很难地方的政令畅达，

信息勾通；对加强党和国家同大山区人民的联系，让群众了解党的

宗旨；对传播新的生产技术措施，推动山区生产建设等方面，都曾

起到重大作用。

1 956年1月，为适应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需要，党和国家决定

设立县级有线广播站．1957年1月30日，竹山县广播站诞生。以

后，县广播站本着边建设、边巩固、边宣传、边发展方针，逐步延

伸广播线路，实现社社队队通广播。但是，因事业初创，人员少，

经费缺，农村广播网建设很慢。当时，县至区、乡是借用的电话线

路通广播，乡以下是群众集资筹建的线路。1965年，自毛泽东主席

发出了“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金世界人民服务”的题词

以后，广播网路建设才得到发展．从此，广播网路建设所需经费正

式列入国家预算，投资逐年递增；从上至下，机构日益健全，制度

也日臻完善，并基本形成系统；建设了广播专线，初步实现了县、

区、乡、村的专用线路通广播，解决了长期占用电话线路通广播问

题。到1 984年底，县广播经费已达24．57)-元，全县已建立起1 3个区、

镇广播站和16个乡广播放大站，县至区的广播专线已达307公里，
’

区以下专线为1．7万公里，喇叭为5．4万余只，职工为128人。

建设农村广播网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利用这个现代化的宣传工

具，正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初期，广播宣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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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电台节目为主，以自办节目为辅。进入

60年代，广播宣传曾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了转播-9自办并举的办法。

到搿文化大革命”时期，广播宣传基本成了转播宣传。粉碎。四人

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播宣传才转向了办好

本县的节目上。自办的节目有“全县各地”、 “理论讲座”、 “科

技讲座”、 “信息交流”， “简明新闻’’、．“天气预报”、“文艺”

等。各个节目开始围绕新闻宣传改革和突出本地特色，发挥优势，

扬长避短，使宣传内容走向地方化，宣传形式、体裁走向多样化。

同时，在把经济宣传摆于首位的前提下，着重突出了以林为主、农

牧结合的山区生产建设方针的宣传，鼓励群众在“山”字上致富治

穷，为振兴山区经济作贡献。这些，约占年用稿量的60％以上。宣

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广播宣传中也占据了一定位置。广播宣传结

合竹山的悠久历史，既注意宣传本地的习俗风貌，发展沿革，山珍

特宝，‘教育群众热爱山区，建设家乡，又注意宣传有史以来竹山的

无数志士仁人，为振兴家乡、报效国家的业绩，振奋群众艰苦奋斗

开拓前进的革命热情，还注意宣传了一批具有80年代精神风貌的典

型人物，以规范人们言行，倡导高尚情操。在宣传时l'．-J上，每天为

5小时零15分钟，其中文艺节目为2小时，’自办文字节目为1小

时。到1984年，全年来稿已首次突破万篇，用稿为5130篇。

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声图并茂的电视广播也展现在了人民面

前，使竹山这个大山区的人民开了眼界，既一新耳目，又受到积极

教育。现在，电视机成了人们家中的珍品。金县已有各种型号的电

视机2500多部。

35年来，竹山县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发展了起来。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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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地的婴儿，在党的关怀和群众扶持下，从

年月。



大事’记

～

1 9 5 0年

1、7月2日，竹山县城关镇女青年严茂华赴武汉中南人民广

播电台学习收音技术。回县后，她报请县委批准，于8月中旬设置

收音站。任务是抄收中南台、中央台的记录广播。 ，’

r‘，
．，

～．．。^ ．

一

，， 1 9 5 1年

2，11月底，县人民政府规定：收音站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

每月支出为96万元(即96元)，用于购买电池、纸张和其它必备设

备及支付收音员工资．
。

．

1 9 5 2年

3、春，县委宣传部通知：收音站在行政上归政府文教部门领

导，在日常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上归县委宣传部负责。
，

t·

， 1 9 5 3年

4、3月，收音站开始实行收音宣传与文字宣传相结合的宣传

方针。收音站将刻印的《竹山电讯》、《宣传手册》、《宣传单》

扩大发行到县直各科局和各区、乡政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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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4年

5、全县已有12部收音机。冬，收音站举办第一期收音员培训

班，学习无线电原理和简易维修方法。参加培训的收音员有15人．

1 9 5 5年

6、6月17日，襄阳地委宣传部决定在竹山县4。个农业生产合

作社各自建立一个收音站。建站设备由省电台免费提供，收音员由

所在农业社挑选。

1 9 5 6年

7，元月，中央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2条规定：“在

7年或l 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有线广播网”。

8、5月l 5日，县人委会通知：成立《竹山县广播站》，任命

胡淑州为副站长兼编辑。

9、9月，县广播站机房建设动工，11月底竣工，建筑面积为

24平方米。城关镇于此时架通了广播线路。

1 9 5 7年

10、1月30日，县广播站正式试播。

1 1、3月底，广播站编辑与竹山县报编辑实行合署办公。同

时，县委组织部通知，县委宣传部长朱志彩兼任广播站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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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8月，’县委组织

l 3、2月(58年春节)广播站首次制订春节专题广播节目计

划。其主要内容有：各行各业的新成就，劳动模范和先进单位的事

迹，，959年的生产规划。因“左”倾指导思想影响，这些宣传大多

带有●大跃进”色彩。

l夸，11月25日，县委召开群英会。广播站对开幕、闭幕、授奖仪式、

十几个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典型发言等，首次开展了实况转播。

1 9 6 0年

15、春，广播经费压缩，职工精减。宣传改为转播为主，事业

建设强调以巩固、整顿为主。·下半年恢复自办节目宣传，每三天一
、一

次，每次15分钟． 。
一

1 9 6 1年

l 6、6月，竹山县报停刊。原报社编辑徐纯孝调广播站任副站

长兼编辑。

．
1 9 6 2年一 ．”

1 7、5月，广播站试行稿酬制。稿酬定为贰角、叁角、伍角和壹

园。发送办法是：把广播站印制、银行监制的票面，逐月邮寄给来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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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凭此到银行(或区银行营业所)直接取款。

1 9 6 3年

广播站四名职工，白天上山开荒种地，开展生产

播和编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秋季。

1 9 6 4年

人委会通知，从3月起，在县城、集镇和重点区

费制。

1 9 6 5年

委组织部任命杨全福(后改名为杨宣)为广播站

县第一个区级广播放大站一一宝丰区广播放大站

广播站节目。 ．

’

，县人委会批转县广播站关于在1966年全面开始

报告．同时，广播宣传改为每天三次，时间共为

1 9 6 6年

23、9月15日，为庆祝毛泽东主席“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

人民和全学界人民服务”的题词一周年，广播站举办了有30多人参
加的茶话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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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7年

、、· 24、春， “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县广播站停办自办节目，

改为一律实行转播。播出时间仍为4小时30分。一。· ：．

25、3月， “红卫兵”冲击并准备接管广播站乒遭到副站长杨

宣及其他职工的拒绝。一为此，广播站被迫停播20多天。8月，，杨宣

再次拒绝。红卫兵”接管广播站的无理要求而遭毒打九之后；’又被

借故关进监狱，监禁‘个多月：
。

一“
．

。

． 、‘一 ．．

二
．

‘

．． ， 1 9 6 8年 ．

●

●
-。

26、3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广播站隶属县革委会政治工作

组领导。 ．

27、夏，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广播网路管理，确保安

全广播的通知”。其主要内容是：一、‘广播站要按时、准确地搞好

转播。自编稿件，须由县革委会政工组审查后再播出。不适合广播

的稿件，广播站有权拒绝。二、广播站直属县革委会领导，任何组

． 织不得随意冲击和进驻，肇事者将给予惩处。三、现有广播线路和

喇叭不准任何人擅自拆毁或挪为它用。四、严禁在广播网路上搭挂

不合规格的收听工具。五、继续执行广播喇叭收费制。

一 1 9 6 9年 ．

28、1月，广播经费正式列入国家预算。

29、7月9日，省投资我县农村广播网建设资金12．5万元，铁

丝50吨，喇y＼5000 y,，用以筹建区放大站和架设区以下的广播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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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0年

30、春，省广播局拨款8万元，用于建设县广播站楼房。楼房

层，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并配有地下室。

3 l、6月3日，县革委会成立农村广播网建设领导小组。组

陈玉文，副组长：蒲善贵、李道发，+成员：景志亮、陈思红、

体，江勋、杨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杨宣任办公室主任。

室开办期刊《竹山县农村广播网情况交流》，不定期出刊。

32、9月1o日，县农村广播网建设领导小组在茅塔区召开广播

会。会议时间四天，代表50人。会上，茅塔区革委会介绍了依

众办广播的经验，区电信支局架线工李加儒介绍了他“电话、

一肩挑，那里安电话，那里挂喇叭”的体会，各区首次制定了

广播网路的建设规划。

1 9 7 1年

33、夏，县广播站楼房竣工，机房、播音室和全站12名职工全

入新楼房。 ，

34、lo月16日，县广播网建设领导小组在县城召开会议，时间

3天，
t

代表3 l入，中心议题是总结茅塔现场会后各区网路建设的基

本经验。

35、lo月底，为解决电话与广播的争线矛盾，广播站在雷渡区
：二

放大站试验推行桥式分流器，以图一线两用，互不干扰。后因广播

信号功率在电阻上消耗过大，造成声音减小直至无声而被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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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

’

?

，．

1 9 7 2年 ．‘。，．．，． 。，．

。。 ’，：
f1

‘

．36、6月22日，按照省革委会关于公社(即乡)设立二名广播

员的通知，广播站在年终新招公社广播员72人。『。 。：；

37、广播站在秦古区金花公社召开农村广播网现场会，推广

这里实行群众集资、集体投资的办法，实现灾后队队通广播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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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月，广播站开办刊物《竹山广播》，不定期发行，‘宗旨

是总结交流整网经验，指导广播网路建设。 。 j j‘。一，；

39、3月，广播站技术人员安装调试了一部25千赫、l 2路调频

广播载波机。经溢水区放大站接收测试，同杆同线的广播、电话，

各自传输的声音都较清楚。这部载波发射机在使用到1974年时，由

广播站重新组装的45千赫载波机所代替。

40、7月24日，县委组织部通知；沈贤明、杨大国任广播站副站长。

41、8月中旬，广播站在秦古区尖山公社召开广播现场会，推

广喇叭五有技术知识。喇叭五有是有引入线，有保险、有广播箱、

有开关、有线路电阻。

42、12月，广播站设置编播组、事业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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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4年

43，4月，广播站组织技术人员组装了一部45千赫载波发射

机，经宝丰、潘口、。文峰、溢水区放大站测收，效果一般。到1 976

年时被停止使用。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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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月，秦密调广播站任站长。

。45、“月8日，广播站召开通讯员培训会。会上，表彰了秦古

区大溪公社春花大队农民通讯员杜余明八年如一日，坚持业余写稿

的事迹。

，．·
1 9 7 5年

46、3月初，全县撤区并社。各区放大站撤销。4月22日，广

播站通知：设置26个公社广播放大站。县广播站内设机构也做了调

正，并决定出期刊《广播简报》。

47、7月I 1日，广播站召开公社放大站站长会，初步制订了架

设县至各公社广播专线的建设规划。

1 9 7 6年

48、3月l 5日至18日，广播站同县委宣传部联合召开通讯报道

工作会。会上，对200多名模范通讯员提出了通报表扬。

49、6月30日，永红公社女广播员赵淑玉，值机严重失职，随

意让人扭动正在转播的收音机，以致造成错转敌台事件。为此，县

广播站、县公安局曾联合发出处分通报。 ．

50、7月3日，广播站在得胜公社召开广播网现场会。会上规

定：公社放大站在本地的喇叭入户率达到70％时可开办自办节目。

1 9 7 7年

51、6月1日，广播站制订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经费下拨公社

放大站，实行包干使用，节约留己，超支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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