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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一部记录着甘肃广播事业四十余年发展历程和凝结

着广播工作者辛勤业绩的志书——《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志》，经过全台同志两年来的共同努力，在甘肃人民广播

电台建台四十五周年之际，终于问世，和读者见面了。

甘肃的广播事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从1937年

就开始筹建，但到1941年在兰州只建成一个仅拥有三部小

功率发射机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其覆盖范围仅限于兰州市

区及近郊。 ，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在战争的烽

火和新中国黎明的曙光中诞生了。从此，甘肃人民广播电

台的声音回荡在陇原大地。甘肃广播事业的历史揭开了崭 ～

新的光辉篇章。
’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甘肃的广播事业不断壮

大。甘肃的广播事业进入了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时、

期。建台初期，全台只有一部一百瓦中波发射机。现在，，

金台有六座直属发射台及十六座转播台，广播的全省人口

覆盖率达62％以上。全台三套节日，每天播音时间三十三

小时。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传遍五洲四海，日本、东

南亚、西欧、北美、南非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听众

朋友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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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 言

广播是宣传舆论部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

的喉舌，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甘肃人民广播

电台自建台之日起，就一直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不断

加强和扩大同听众的联系，积极主动地当好党和人民的喉

舌，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传播新闻信息，普及科学知识，丰富群众文化生

话，提供社会服务和发展广播事业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

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使广播成为

全省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的现

代化工具之一。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全体职工，用自己的

辛勤汗水书写了光辉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广大广播宣传工作者在历经十年风雨之后，奋发图

强，再接再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推进改

革；“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打，充分发挥广播宣

传时效快，感染力强，收听面广的特点与优势，及时宣传

改革开放与四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新成就和

新经验；同时大胆探索，从宣传内容、形式到节目设置．

布局和编排，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广播节日

数量显著增加，质量进一步提高，宣传形式更加多样，逐

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播宣传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为广大群众喜闻乐听，成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广播电视事业是党领导的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指出：“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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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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

的工具之一’’。这是对广播电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科学

概括，也指明．了广播电视工作的政治方向、性质、任务韶

要求。按照中央的要求和群众的需要，甘肃的广播事业同

我们肩负的重任还有一定差距。我省的广播人口覆盖率，

还低于全国省级电台的平均水平，广播设备尚不完善，宣

传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队伍建设也需要加强。随着人民

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向广播宣传提出

了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需求。因此，我们已往的工作不

论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都没有矜夸的理由，‘必须戒骄戒

躁，奋发进取，勇往直前，使甘肃的广播事业有一个新

的、更大的发展。

岁月匆匆，甘肃的广播事业一瞬间已经历了四十多个

风雨春秋。回顾往昔，．展望未来，我们深知创业的艰辛，

今天成就的来之不易。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没有先驱者

的开拓，就没有后来者的耕耘。老一辈广播工作者，创建

了甘肃的广播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也给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忠诚党的事业，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将永远是指导我

们行动的准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事业的

指针。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志》是在台领导和编委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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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关怀与积极支持、全台同志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困

难完成的。它凝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展示着我们走过

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当我们完成编篡任务时，感到

无比欣慰，同时，对大家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这部甘肃广播史上第一部志书行将问世之日，正是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四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借此，记述

甘肃广播事业走过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并把它作为永恒

的思念和纪念，奉献给党和人民，奉献给关心支持广播事

业的各级领导，奉献给已经离开我们，或正在我们行列之

中奋斗不息的广播工作者。

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相信明天

的电波，将会满载希望之声，把喜悦送到千家万户。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志编辑委员会

199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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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r ．． ．

：

‘笫一节发展历程，。■‘，．．
’’

， ‘ 。 ，． ．·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从1949年9月7日开始播音，到现

在已经走过了四十年历程o ．
．

． ．

甘肃台的前身是兰州人民广播电台。1949年8月26

日，兰州解放的当天，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代表，

J在地下党员的协助下，顺利接管了国民党兰州广播电台。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1949年9月7日，兰州人民广

播电台正式开播，播出了党和人民的声音。当时设备十分

简陋，发射功率很小，使用的是100瓦发射机，波长214．2

，公尺，周率1400千周，覆盖范围仅限于兰州市区。播音室

是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走风漏气，连鸡呜鸟n‘l的声音都

膈挡不住。全台仅有18名职工，设编辑部．．总务科和工务

斜，行政和财务由甘肃日报社代管。到年底，全台职工增

伽到30人。

兰州人民广播电台，对原有的技术设备进行了整修和

敢造，先后安装了一千瓦短波发射机和10千瓦中波发射

机，面向全省的广播节目逐步开办起来。1950年，兰州人

捉广播电台建立了内部机构，设立总编辑办公室、新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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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组、政令组，职工组．轮回节目组、资料室，工务科、

总务科。工作人员增加到50多人。1951年4月1日，兰州

人民广播电台改名为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从此，甘肃人民

广播电台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机构设置上，

除保留了原兰州台时的政令组、职工组、资料室、工务科

外，将新闻通讯组改为编采组，总务科改为秘书室，又增

设了文教组、农村组：民族组、通联组四个组。

随着H‘肃台的建立，整个广播节目和时间也进行了诃

整。开办有甘肃新闻，职工节目、记录新闻、人民讲坛、

轮回节目、省政时间、青年学生节目、兄弟民族时问、商

情广告等节目。甘肃新闻每天广播2次。开始曲为《新民

主主义进行曲》，结束曲为《民主进行曲》，终了曲为

《打到台湾去》。1952年8月，将职工节目改为工人节

目，农民节目改为农村节目，又新增了广播体操节H和不

固定节目，甘肃新闻、记录广播，商情广告仍保留，其他

节目停办。甘肃新闻每天还是广播2次，结束曲改为《嘹

亮的钟声》，终了曲改为《歌唱祖国》。为适应经济建设

发展需要，将职工组改为工业组。1954年2月21日，省电

台和省工业厅、省总工会、兰州市总工会、甘扇‘日报社联

合举行了“甘肃省暨兰州市职工深入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广

播大会”，在兰州的国营和地方国营各个产业系统的64个

生产单位及筹备单位的领导干部、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

50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外有5000多名职工收听了大会实

况广播。会上，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霍维德、甘肃省工业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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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范刘保善讲了话。这是省电台运用广播大会形式，推．

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次成功范例。

1954年4月，省台新建台址竣工，电台由原中l¨林1日

址迁来东岗西路宁卧庄新址办公。新建台址共1800平方‘

米，房舍190余问，全部投资共18万元。迁来新址后，广

播节目有所调整，《农村节目》改为《对农村广播》，与
《文艺节目》合在一起，每天播出一次，每次60分钟。回

时，电台开始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在《记录广播》中播．

送，供全省各地抄收，可帮助农事生产，提高抗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

1954年8月，随着宁夏省合并到甘肃省，省委决定将

宁夏广播电台改为银川市台，由甘肃省台领导。翌年3月，．

银川市台撤销，与甘肃省台合并，人员增加到101人，并将．

编辑部各组重新进行了调整，设有总编室，记者组、工业．

组、农村组、播音组．．收音联络组、资料室等。1955年4

月4日，甘肃台根据“中央台为基础，地方台为补充，形，

成全国统一的广播整体’’的原则，对整个节目进行了诃．

整，增多了转播节目，精办自办节目。主要办有甘肃新

闻，工人节目、农村节目、政策理论与科学知识讲话、记一

录广播、文艺节目。甘肃新闻每天增加到4次，工人节目．

缩短了15分钟，农村节目增加到1小时(包括文艺节～

目)。

，1955年6月；电台内部开展“肃反9(肃清一切反革．

命分子)运动。8月，电台开办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特别。

，

，¨p巍n

dr，“$}*§。

饕l{^f．}∞∞自月_；“一

女。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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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配合肃反运动进行宣传。

1955年12月，省台恢复了民族组，开始藏语广播的筹

备工作。1956年2月12日，藏语节目开始广播，每周一次，
一每次30分钟。在第一次播出时，副省长黄正清(藏族)作

。了广播讲话。5月，电台增办《普通话语音教学讲座》和

．《先进生产者运动讲话节目》。实行新的广播节目表，每

天播音四次，共655分钟，比上年增加120分钟。6月，省

上决定成立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编制7人，与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合署办公，负责管理全省农村广播网工

．作。这期间，省台机构又进行调整，设置了“三部一室二

一?科’’，即记者部、节目部(下设农村组、工业组、财贸

组、文教组，政治宣传组、民族组)、文艺部(下设文学

．组、戏剧组)，总编室(兼管播音组、录音组、资料室)，

：工务科、行政科。8月，电台在节目中开办天气预报，每

．天预告第二天的气象。同时开办《农村广播站联播节

。目》，每天播出30分钟。其主要任务是：向广大农民和农

一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动员广大农民为实

+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社会主义工业

．化而斗争。11月5日，省台开始办两套节目，其中第一套

：面向全省，第二套以藏语广播为主。广播节日作了调整：

，《农村广播站联播节目》改为以农业为主，包括工交、财

。贸等内容的新闻性综合节目；撤销《工人节目》，新办

《经济建设》和《科学卫生》节目；文艺节目的播出时

涧，每天比以前增JjfIl0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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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8日，电台在各专区建立记者站，配备记

者20多名。电台成立民乐队、说唱队(费用开支由服务部

懈决)，并于2月1日与业余合唱团首次给听众演播节

目。5月，在《农村广播站联播节目》中，开辟“正确认识

和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行专题，通俗讲解如何正确处理

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理论讲座》和《经济建设》

节目中，开展了“如何处理领导和被领导之问的矛盾静的

广播讨论。同时电台内部部署开展整风运动。7月，开始

反右派斗争，开办矗反击右派特别节目修。年底，电台部

分搿右派分子挣与30多名干部，被遣送或下放到河西农场

劳动或去基层工作，少数人回家。

1958年元旦，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发表广播讲话： 矗肯

完成绩，信心百倍地迎接1958年的新任务。嚣1月11日，

‘电台在文艺节目中开办《中国古典诗歌吟诵与欣赏》专

题节目o 6月7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通过

广播向全省干部、群众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精神，

号召全省人民更加鼓足千劲，力争上游，把总路线红旗插
追全省。6月16日，省台根据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制定

构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精神，开办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一专题广播。入秋，由
于共产风、浮夸风的蔓延，广播宣传中也出现了严重的浮

专现象。新闻节目先后报道了西礼县罗川公社亩产16万斤

祥芋、敦煌县深翻地1．2丈等失实消息。9月11日，省台举

办“怎样建立人民公社嚣专题广播。还根据省委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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