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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 耀

一部反映韶关广播电视事业历史和现状的《韶关市广播电视志》经过多

年的努力，终于问世了。这是韶关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

韶关地处粤北，毗邻湘赣，南通广深。全市辖十二县、三区(1988年后

辖8县3区)，均属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山高林密，地广人稀，要发展广播

电视事业，实现中央、省、市多套广播电视节目的全面覆盖，难度较大，然

而，广大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曲折的历史进

程中经历过40多年的艰苦创建，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多年

的奋发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终于建成了有线和无线相结

合、城市和乡村并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宣传网。

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轨迹可循，都有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对历史的了

解，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机制，洞悉昨天、今天和透视明天。各项事

业都是如此，广播电视也一样。因此，韶关市广播电视局对编纂史志工作一

直是比较重视的。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广东省广播电视

厅的指示精神，成立了韶关市广播电视志编纂领导小组，抽调专人，搜集史

料，发动各县、区，各台站，市局各科室提供各方面的资料。所以《韶关市

广播电视志》的编成，既是局编辑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全局同志和各

县、区，各台站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晶。

韶关广播电视事业，从其创建之日起，就以宣传党的中心工作为已任，

发挥着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发挥着党、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作

用，进而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但是，随着各项事业改革的深化，我

们广播电视的使命也越来越重大。现在它不仅是党和政府重要的新闻和宣传

工具之一，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的舆

论工具，同时又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

好地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除了认真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积极努力学习和

借鉴别人、乃至当今世界的经验外，也决不能忽视自己的历史经验。只有认

识自己，才能发展自己和超越自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o我觉得这部广



播电视志对于想了解韶关广播电视工作情况的同志是有用的，特别对于广大

广播电视工作者来说更是有益的o

“盛世修志，千秋功业”o为了把《韶关市广播电视志》写成一部观点正

确，体例完整，资料丰富，既体现时代精神，又能突出地方事业特色的志

书，以达到“资治、存史、育人”的目的，这是我们编志的愿望，而且具体

的编志人员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这是一项过去未接触过的工

作，加之我们业务水平有限，所以错误缺点在所难免，希望各位有识之士和

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使之更臻完善，真正成为韶关市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和

发展，提供了一部较好的存真求实的科学性资料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三Et



凡 例

凡例 ·1·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准绳，全面地、系统地记述韶关市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与现

状。
二、志书时限，上限为1936年，下限至1987年，综述、大事记、照片、

组织、荣誉录和附录则适当伸延至1993年。个别县广播电视大楼的照片延
至1998年。

三、地域范围，以1987年韶关市管辖的地域12县3区的范围为准；下
限适当延伸的部分，记事则为8县3区的范围。

四、运用述、记、志、图(照)、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随文

而出。篇首设综述和大事记，篇末设附录，章节目按事业开端顺序排列记
述。综述全貌，分述脉络。综述内容以本专业为对象，统摄全书，力求彰明

因果，显示规律。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以时为经，纵向记
述o

五、遵循“横排纵述”、“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重点记述建国后的史

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与成果，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
统一，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

六、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素、简洁。计量单
位、数字书写、标点符号的运用，参照《韶关市志》书写行文通则有关规定
执行。

七、传不独设，人物事迹穿插于各有关章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记
载限于市级战线以上、优秀新闻节目的记载限于省级以上领导机关的表彰和
授奖。

八、区域和机构的称谓，按当时当地的称谓入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原韶关市，称谓前写明时间者，免去“原”

字。机构称谓除大事记外，行文中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韶关市广播
电视局简称市局。

九、资料来源于文书档案、新闻报刊、当事人自述以及采访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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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

“发展人民广播事业”o韶关市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始于1950年8月“北

江地委宣传部广播站”开始播音之日起。

韶关市地处粤北，毗邻江西、湖南两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内东连惠

阳、西接肇庆、南通广州。全市12个县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有三百余座，

各民族四百万人口散居在群山环抱中。在此“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经济落后

地区发展人民广播事业，谈何容易?然而，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曲折的历史进程中经过40余年的艰苦创建，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15年的奋发努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终于建成有线和无线相结合、

城市和乡村并重的具有语言、图象、音响、音乐四大要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宣传网。韶关人民广播从其创建之日起，就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

己任，发挥着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发挥着党、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

桥梁作用，进而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

抗日战争广州沦陷时期，广东省府在临时省会韶关设有历时短暂、收听

率不高的无线广播电台。在那“米贵如珠”的贫困年代，只有官方和少数商

贾持有收音机。韶关解放时，无广播设施可接收，宣传用的广播工具普遍是

金属皮制成的喇叭筒，套在嘴边播音，称土广播。据1990年市统计局抽样

调查，全市收听、收视工具每百户家庭拥有量：收音机城市32部、农村13

部，收录机城市42部、农村20部；彩色电视机城市75部，黑白电视机城市

40部、农村24部，录像机城市9部。随着收视工具进入千家万户，韶关市

社会文化市场由此涌现大量电子记录媒介——录音录像制品，弥补了广播电

视转瞬即逝的缺陷。传迅快速的广播，声像并茂的电视，以其独特的优势，

在三万平方公里的粤北大地崛起，激发诗翁吟赞：“一声播出千声应，同祝

华州国泰和!”(钟木元《咏韶关广播电台》)；广东著名诗人韦丘在《大山深

处——曲江沙溪镇见闻》诗中写道：“和一个个绿色的立体／一同崛起／把世

界引进到深山／荧光屏上／显示着人间层次／于绚丽中／审视山外的新奇”o

Z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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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广播电视在创建初期，以转播上级台节目为主，至1979年韶关骨

干转播台有韶关广播实验台、韶关中波转播台、天井山电视调频转播台、大

岗山电视转播台、帽子峰电视转播台o 1983年以前，韶关只有有线广播自办

节目，1983年起才有自办节目的无线广播、无线电视。随着采、编、播力量

和节目制作能力的增强，逐步发展成为转播节目和自办节目并重、自办节目

从插播到固定栏目。至1989年，电视自办节目台有韶关电视台、仁化电视

台、翁源电视台、乐昌电视台、南雄电视台等，共5套电视自办节目；无线
广播自办节目台有韶关人民广播电台及其立体声台，每个县还有县级广播电

台，共10套无线广播自办节目。至1993年，全市有10座广播电台，3座中

波发射(转播)台、17座调频发射(转播)台、37座乡镇调频广播台，发

射总功率86．393千瓦；有5座无线电视台、88座有线电视台(站)、176座

电视发射(转播)台，发射总功率29．029千瓦。1928年在市区可看到中央

台一台和二台、广东珠江台和岭南台、韶关无线台和有线台、云南贵州台等

七套电视节目，可听到中央台、广东珠江经济台、广东新闻台和音乐台、韶

关台等五套广播节目；县城可收到广播、电视各五套节目，边远农村可听到

看到广播、电视各一套节目。广播和电视一套节目的人口覆盖率各达到

91．5％、91．9％o全市农村有线广播实现调频与专线混合传输，建有乡镇调

频转播台14座、调频发射机14部，总功率1．533千瓦；乡镇以下专线传输

1743．8杆公里。调频广播为巩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注入强大的生命力。

‘韶关广播电视技术依据国家制定的技术政策和标准，也在不断改造中求

发展。节目传输和接收系统有很大改进，近距离一般采用电缆、光缆，远距

离通过微波电路和卫星地面接收设施o 1985年至1993年，全市兴建起卫星

电视地面站206座，其中收转站99座、单收站107座。1987年，从广州至韶

关的广播电视微波专线全线开通，此为粤北首条容量大、功能齐全的广播电

视传输网路。1992年，从市区帽子峰到达翁源县牛牯栋的小微波联网工程完

成，扩大了韶关电视覆盖面。至1993年，全市建起微波传输站17个，微波

电路总长605．7公里，传送二套广播节目、三套电视节目。八个县的广播电

台全部装配了调音台、立体声编码数和较为高档的录音设备。各乡镇的小调

频台配备了调频接收机、调音播控台、双卡录音座或音响设备。至此，发

射、播控、传送、接收、监测等五大系统，构成完整的广播电视技术网。

韶关广播电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宣传规模、节目质量逐步扩大

和提高，社会效益也十分显著。但广播宣传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容，有不同

的影响。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难免有失误。建国初期，宣传土地改革、抗美

援朝、镇压反革命、发展生产，群众由衷高兴o“大跃进”时期，宣传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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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共产风”，群众有怨言。“文革”时期，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和实践，群众听到广播很反感，便讥讽说：“形势越来越好，锅

里越来越少o”步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的新时期，韶关广播电视以其

崭新的姿态活跃在舆论阵地上，宣传改革，改革宣传，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强大主力军。
’

1984年，全市报道建国三十五年来各行各业取得伟大成就的稿件1159
篇，播出时间延续半年之久o 1985年，全市反映党的中心工作的稿件占总播

出稿65％j 1986年，全市报道各类先进典型150余个，发稿2100余篇。

1988年，为做好社会舆论引导，突出了“稳定经济，深化改革”、“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宣传o 1989年，北京发

生动乱期间，全市旗帜鲜明地报道人民群众制止动乱的消息和党中央、国务

院发布的文告、政令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在新闻、专题、文艺节目

里突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主

题o 1989年后，韶关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经过大胆实践，强化了导向意识、主

体意识、时效意识、受众参与意识和社会效益意识。1990年，全市报道建国

四十年成就的稿件3千多篇、言论性稿件445篇、先进人物30多名。韶关电

视台和电台播出《粤北群英》、《韶关女杰》、((-fi-城新影》、《粤北风流人物》、

《乡镇企业之星》等新闻专题，宣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

新人新事新风貌。1991年，市属两台播出的专题节目有《中国共产党七十周

年风云录》(六十三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空中文艺大联播》、

《党旗下的风采》(三十六集)、《当代共产党人》、《劳模颂》等；全市各台开

办了《经济信息》等服务性节目，编发经济新闻共19555篇，占全年新闻总

播出稿50％强。1993年，韶关广播电视为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在提高节
目质量的同时，在栏目设置、编排结构和制作形式上力求创新，把广播办到

群众身边。韶关广播电视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同时发挥弘扬正气、针

贬时弊的舆论监督作用。1989年至1993年，市属两台先后开设有《群众呼

声》、《万家忧乐》、《山城广角镜》等社会新闻栏目。总之，用反映舆论的方

式正确引导舆论，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舆论导向。

至1993年，韶关广播电视自办节目的整体组合，包含了由单篇稿件组

成有固定名称和播音时间的节目层次，新闻是固定节目；包含了由社会功能
。 相同的具体节目组成的类别层次，如新闻性、教育性、文艺性、服务性等类

别节目，新闻是重点节目。韶关广播电视自办节目按形式分，有录音录像报

道、现场直播(实况转播)、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综艺节目、主持人节目、

受众参与节目、板块节目等；按选题范围分，有一般性节目、综合性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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