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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镇江市广播电视局局长 朱邦治

《镇江市广播电视志》，是江苏省镇江市首部广播电视志。它

是几代广播电视人创业奋斗的真实记录，展现了镇江60年来广播

电视发生二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轨迹。它的问。世，全系统广播

电视工作者可从中了解历史，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更好地开拓未

来，为后人也可留下丰富翔实的专业史料o

国有史，地方有志。本专业有志，这是世代广播电视人所期望

的。当今，国家安定昌盛，镇江与全国各地一样，1949年解放以

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突飞

猛进，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广播电视事业日新月异，获得大发展o

“盛世修志"，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

引下，组织力量历经五载编纂，尤其是一批离退休老同志默默无

闻，含辛茹苦，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使这一40万字的《镇江市

广播电视志》得以诞生，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o

、专业志的主要特征是“专志贵专"o专业志必须突出本专业的

鲜明特点，同时又要努力写成本专业的“百科全书"，正确处理

“专"与“全"两者关系至关重要。广播电视专业涉及面很广，但

无数经验已经证明，宣传是中心，队伍是关键，技术是保证，创收

是基础。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既借鉴同行志书的成功经验，又在符

合志体的前提下，谋篇布局突出本专业宣传和事业两大重点，尽力
． 1



显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走自己的路。

资料是专业志成书的基础。众手成志集中体现在资料上。先后

有数百人为本志提供各种资料，有的还协助对资料进行调查核实，

涉及范围之广、人员之众多，也是空前的。专业志凝聚了无数人的

心血、智慧和劳动。同时，也提醒广播电视各级领导和同志，在抓

好当前中心工作的同时，务必重视及时总结和各种资料的积累，包

括文字、图片、音像、统计等各种档案资料的建设，为今后编纂续

志开始作准备。

本书成书过程中，还得到上级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给予多方面

的帮助和指导，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向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

的所有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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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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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镇江市广播电视志》的编修，五历寒暑，克抵于成。这是江

苏省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市级广播电视专业志。一部40万字的稿本

终于付印，是值得高兴的。作为修志的同行，深知每一个字的来之

不易，此中甘苦当会于相逢一笑中会心。

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有一副自叙与自勉的对联：“板凳甘坐十年

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用来说明修志者的存心与甘苦也是恰当不

过。镇江志的编修虽未经历10年，冷板凳也是坐得够长的。在这

浮躁的年月，不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谁能“甘坐"o至于“无一

字无来历"，更是修志人着力用心之所在。因为他们知道这书是要

传世的，既要对既往的60年负责，更要对未来的百千年负责，否

则岂不误了后世也枉费了艰辛。

志源于史，两者互为表里，虽体例功用有别，而作为历史的昭

鉴则一。在今夏长江大水中，如果我们翻读当年《淮安府志》、《洪

泽湖志》中关于水灾水利的记载，会得到很多的警示与启示。而关

于洪泽湖东70里石堤的记载，那伟大工程中所凝聚的祖先的智慧

与坚韧，则让我们立即联想到今天正在沿江砌造的混凝土防洪墙而

倍受砥砺o 。

在《镇江市广播电视志》丰富的记述中，有很多事情留待后人

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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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镇江市出现有线广播站，这是建国后全省城市中

的第一家；1954年4月，当时属于镇江专署所辖的宜兴县建立农村有

线广播站，这是全省农村的第一家。这两件事都表现出一种首创精

神。也许有人认为，架一路铁线，挂一串喇叭，太简单原始了，算得什

么。须知这与今天架一路光缆，传送立体声与彩色讯号，相对于彼此

的时空与经济技术条件来，是难分轩轾的。它们昭示于后人的，不是

再去架铁线挂喇叭，而是要我们思量，我们能时时追踪高新技术的发

展并力争领先吗?在事业功能与规模的拓展、宣传与管理的改革等

方面，也能不后于人吗?21世纪是竞争严酷的时代，大多数媒体可能

都会被纳入某个集团和网络之中，它会带来发展自己的更多机遇，但

所受的挤压也必更甚。强者必将壮大，弱者或被吞噬，在这千年之交

的时刻，我们应认明形势，更新思维，谋求适应。

自80年代初广播电视界开展节目评奖以来，镇江同行屡创佳

绩。尤其少儿节目、科普节目、广播电视专题以及主持人节目，都

曾在全省乃至全国令人瞩目，其中获省级一等奖的达20个之多。

这必将引起今日与未来读者的注意。节目是广播电视一切岗位劳动

的共同结晶，是广播电视媒体的最终产品，是它的社会效益之所

寄，经济效益之所依。一个台对社会的贡献如何，它自身的生存能

力如何，它在媒体竞争中的地位如何，都得看节目。从今天的电视

里已经看得清楚。一般城市观众都能接收20套以上的节目，你居

排行第几，你在观众总数中能占多大份额，全仗节目魅力。这魅力

中包含思想价值、文化价值、信息价值、应用价值、休闲与娱乐价

值，包含艺术水平与技术水平。它们都会随时代而发展演变。也许

将来甚至今天，回看以往的佳作觉得陈旧。那是时代的进步，是很

可喜的。但你的作品在你的时代里也能达到它们的地位吗?这才是

可比的。当然，获奖的高低与多少只是参照之一，衡量节目成效还

有其他方面o

1992年秋，省广播电视厅-9省广播电视学会为鼓励支持青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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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在新闻改革中勇于突破创新，连续两次举行青年记者作品研讨

会。评论对象都是全省青年记者中之引人注目者。计有7人，镇江

居其二。一是镇江广播电台的江鸣，一是镇江电视台的田力。他们

。当然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定环境中成长的佳木。从他们可以

透视镇江广播电视界的富于生机和同行们的锐于改革。人才是下世

纪媒体竞争的焦点’，无论宣传、技术或经营创收，、总是得其人者

昌。每个媒体都会致力于拥有一批名记者、名编导、名播音员、名

主持人，都会致力于拥有高明的策划师、工程师和经营家以及各种

能手。高手出名牌，名牌而生媒体的光彩。在市场经济愈加发展的

未来，人才并不专属于哪家。人才的得以罗致造就，得以乐意居

留，得以甘愿尽心竭智，全看你能否营造出相宜的环境o“良禽择

木而栖"，你那里有苍碧的梧桐树吗?。

广播电视传统上是全额预算的国家事业单位，一直靠政府拨款

养着。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自创收入逐年增多。本书记载：镇江市级广播电视机构，+1995年预

算外收入已是当年政府拨款的27倍，就是说事业运行与发展所需

的费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由自身经营的收入支付了。这是很可喜

的o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的决策，即

对若干事业单位，包括广播电视台在内，逐年减少拨款的三分之

一，三年后全部自收自支。回想近20年来，因为我们在创收上下

了功夫，才为平安过渡创造了条件。这是值得欣慰的。但瞻望前

程，又不能没有忧虑。要完全自立于市场之中，我们的基础雄厚

吗?我们的能力与经验足以让我们自信吗?我们的现有优势包括国

家给予的优惠条件，能够长期保持吗?我们经得起大的风险吗?都
’

不能说满。今年以来，因市场的不景气，广告源不足，不少台已深

’感威胁了。许多局长台长在宣传或技术上很内行，管理上也不难熟

，悉，唯独经营创收擅长者不多。宣传、技术、经营与管理好比一张

方桌的四条腿，缺一必致倾倒。经营方面我们要着意努力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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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感想，说的只是正面的启示，至于反面教训所给予的警

示，说起来会有另外一大篇。总之，书中能唤起联想、激发感悟之

处自是百倍于我之所言。感谢编者给了我一个先期阅读的机会，而

获得如许教益。后世的读者聪明得多，也会受益更多。他们自然要

更加感谢了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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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作者系江苏省广播电视厅原副厅长、

江苏省广播电视学会原常务副会长、《江

苏省志·广播电视志》主编、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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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求实存真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本市广播电视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力求突出专

业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上限自1935年起，下限至1990年底止；概述、图和

照片、附录等下限延至1995年底。

四、本志记述范围按现行行政区划。记述内容以市直为主，包

括京口、润州两区和丹徒、丹阳、句容、扬中四县(市)，兼及乡

镇广播电视站。原驻镇江的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设专记记述。

五、本志为广播电视专业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专

记、附录、索引等部分组成，并辅以图表照片。专业志采用章节

体，设无线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台站、信号传输、节目设

置、节目制作、广播电视刊物、业务研究、经营服务、职工队伍、

人物、管理等共12章45节。

六、大事记和1991。1995年大事续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

本末体。同日、同月、同年用“△"表示。

七、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文体。除概述外，一般只

记述事实不作评述。

八、本志行文中“镇江市"之行政实体名称有两种概念：凡在

1983年3月1日之前者，指原镇江地区辖镇江市；其后则为江苏省

辖镇江市。

九、本志行文中的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属民国年代，
1



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行文中“解放前后"，以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之

日为界，“新中国成立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

十一、本志行文中的数字书写方法，按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

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
．行。

十二、本志行文中关于广播电视特有的技术、业务用语，按照

广播电视一般通用的词语表述，如节目的“档"和“次”通用。

十三、本志资料取自文书档案和图书馆藏，县(市)区及市属

各台站、部门提供之资料文稿和口碑资料经核实后使用。

十四、本志所用之数据，以市局事业科统计资料为准，事业科

未作统计的，则使用各业务主管单位提供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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