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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高争

2002年10月1日，是我们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五十华诞。

古语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四川人民广

播电台已进入“天命”之年，风华正茂，更为成熟。

五十载春秋，五十载风雨，川I台广播人饱经磨砺；五十年耕耘，

五十年奋进，时代大潮中先声夺人。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然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变化却是天

翻地覆。

今天，四Jtl电台的广播节目已发展到四套。广播宣传有较强

的影响力，在全国广播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五个一工程”

(广播剧、歌曲项目)的创作、制作水平和成果都名列全国省级电台

前茅。在全国首家开办“民族广播电台”(二套民族节目)，藏语广

播已纳人国家“西新工程”。对农村广播<城乡立交桥)，被国家广

电部门认定为名牌节目。少儿节目<阳光少年>荣获团中央、国家

广电总局授予的“青少年优秀维权岗”称号。中央台采用我台新闻

稿数量近三年连续名列全国省级电台前列。

广播宣传、技术专业人才济济。拥有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

专家3人，正高级专业职称17人，副高级专业职称59人。其数量

在西部省级电台名列前茅。其中正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居第一

位。艺术专业拥有6位正高专业技术人员，实力最强。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有效覆盖不断扩大。广播节目录制

播出技术设备、设施有-『长足进步。全台现已实现多声道录音，具

备了先进录制技术手段。初步建成了音频录制与节目自动播出和

办公文稿两个计算机网络平台。节目播出基本完成模拟技术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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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技术的转换，实现了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自动播出。

回顾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五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

是一部光荣的创业史，可贵的奋进史，成功的发展史。

2000年12月25日，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六十周年作出重要批示：“希望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和全国广播系统继续办好广播，让党和国家的声音传人千家

万户，让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

在我台建台五十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周永康题词：“努力办好

广播，为推进四川发展新跨越服务”。省长张中伟题词：“发展广播

事业，为把四川建成西部文化强省作贡献。”

江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直激励着

川台“广播人”奋发努力。

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题词，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深深感到，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

困难同在。我们在总结五十年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时候，丝毫也

没有忘记存在的差距与不足。我们一定要遵循江总书记的重要批

示，遵照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要求，进一步办好广播，发展事业，壮

大产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再创辉煌!

秉笔记事。以文载史。这本台志，是川台“广播人”辛勤耕耘、

探索奋进的忠实记录，也是川台“广播人”献给电台五十华诞的珍

贵贺礼。

毋庸讳言，虽竭尽努力，但由于客观条件和编辑水平所限，这

本台志无疑会有缺陷和不足，难免留下遗珠之憾，诚恳地欢迎大家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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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领导体制、机构和领导班子

第一节 机构变化情况

1986正

增设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政治工作办公室；撤销技术部、设立播

出部、录音制作部；成立台办公室，管理行政后勤工作；将原收测室

(科级建制)改为技术科。

1987正

1月24日成立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工会。

2月7日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党组批准，电台原设置的组改为

科，原组长、副组长为科长、副科长。

原总编室的播音组、通联组；

原文艺部的音乐组、文学组、广播剧组、戏曲组、民族文艺组、

编播组；

原藏语部的新闻组、专题组、播音组；

原技术播出部的微波组、调频组、调制组、增音组；

原录音制作部的录音组；

以上组均改为科。

原录音制作部的机电科分为机务科和变电站，属科建制。

8月31日，经广播电视厅批准，川台青年商场更名为四川人

民广播电台广播服务公司。

1988年

经省广电厅1988年8月15日批复机构调整(川广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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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3号)：

(一)成立台编委会，负责全台广播宣传工作。

(二)将记者部、通联科并入新闻部；

撤销农村部、科教部，成立专题部；

录制部与播出部合并为技术播出部；撤销总编室所属播音科，

成立播音部；

成立对外发展部与广播公司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不增加编制。

(三)调整后，全台的机构为：

总编室 新闻部专题部广播教育部 藏语部 彝语部

经济信息部文艺部技术播出部播音部对外发展部政治

工作办公室 台办公室

12月13日经台分党组研究决定，同意文艺部下设音乐科、戏

曲科、民族文艺科、文学广播剧科、综合节目科、编播科。

同意技术播出部下设增音科、录音科、调频科、调制科、微波

科、维修科、机务科、监测科、变电站、实验台、电讯台。

以上单位属科级建制。

12月13日，台分党组研究决定：同意技术播出部设置工程技

术办公室，完成部下达的各项工程技术规划与实施方案。

12月17日厅党组研究，同意设置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外事办

公室，与台办公室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厅党组研究，同意设立四川广播总公司。

1989年

5月22日，厅党组同意，撤销中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总支，建

立中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机关委员会，受台分党组和厅直机关党

委双重领导。
一 6月12日，注销四川广播公司。

7月10日，厅党组同意设立保卫科和老干科。台保卫科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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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办公室。台老干科隶属台政治办公室。

7月31日，技术播出部录音科划归对外发展部建制。

8月10日，中共广元市委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建立四川

人民广播电台广元记者站。

8月18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服务公司更名为四川广播

服务部，属集体所有制性质，是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

体。

1990正

2月28日，设立保卫科，隶属台办公室建制，负责全台的安全

保卫工作。

3月14日，经厅党组讨论同意，在重庆市设立四川人民广播

电台重庆办事处。

3月16日，成都记者站改名为省会记者站。

7月23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在遂宁市建立记者站。

8月7日，万县地委、行署与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建立四川1

人民广播电台驻万县记者站。

8月10日经广电厅批复，恢复农村部。

12月5日，新闻部增设新闻编辑科、文化体育科。

12月27日，厅党组同意：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设立台务委员。

广播电影电视部同意电台用第三套调频立体声节目的频率开

办四川经济广播电台。

12月29日经省编委批复，建立四川经济广播电台，为台内设

机构，核定编制70人。领导职数1正3副，经费自收自支。

1991矩

3月7日，政治工作办公室增设劳动工资科，原人事科改为职

工调配科。

4月18日政治工作办公室设立就业服务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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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省编委批复：台政治工作办公室更名为人事劳资

部；撤销对外发展部；设立广播新闻研究室；增设《四川广播>编辑

部。

5月14日，通联科从新闻部划出，资料室从办公室划出，归总

编室管理。

8月21日成立台技术服务部。

1992年

3月23日恢复录音制作部。

1993正

4月27日，台分党组同意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四川省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合作，利用广播信息

传输系统，联合开办四川证券广播电台。证券台财务实行自收自

支。

6月8日，技播部机务科划入台办公室管理，技术部收讯科划

入总编室管理。

8月20日，技播部变电站划入台管理，原变电站所担负的工

作职责均不改变。

9月8日，在办公室计划财务科的基础上，组建计划财务部，

为该台的内设机构，所需人员编制在台办公室调剂解决。

1994焦

7月7日，川编发[1994165号文，同意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下

设四川民族广播电台，该台台长、副台长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台

长、副台长兼任，其工作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有关业务部门担

任，增设汉语编辑部、民族文艺部，作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内设

机构。部领导职数按2至3人配备，

8月15日，川编发[1994]84号文同意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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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四川证券广播电台，对外可使用”四川证券广播电台”的牌子。

核定该台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5名，所需编制从四川经济广播电台

现有编制划拨，人员经费自筹解决，财政不予补贴。领导职数按2

—3人配备。

8月29日，川编发[1994187号文同意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下设

岷江音乐广播电台，对外可使用”四川岷江音乐广播电台”的牌子，

核定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5名。领导职数按1—2名配备。该台实

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财政不予补贴。

10月17日，建立四川民族广播电台，呼号为”四川民族广播

电台”，隶属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领导。

1995年

9月28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设立国际部，该部为台内设机

构。领导职数按1正2副配备，其主要任务是：贯彻党和政府对外

宣传方针、政策，办好我省外宣广播节目，加强对外宣传的联系，促

进我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1996正

6月5日，省广电厅社会管理处就”四川妇女儿童广播电台”

播出事宜的批复一一

6月4日接省委宣传部电话，就”四川妇女儿童广播电台”播

出事宜，部领导提出以下意见：”必须停信息台，不增加频率、频道。

转台后在未批准前只能叫试播，请省广播电视厅出具意见”。

省厅意见：按部指示办，在未正式批台前，”四川妇女儿童广播

电台”以试播名义播出。

1998年

5月6日，台完善编委会。

1、拟定编委会的职责、任务；



2、编委会设立舆论研究小组、创优指导小组、广播评论小组；

3、编委会人数控制在12人以内，其人员在台部门负责人和副

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中选任，原待遇不变。

6月4日，成立四川广播电视工程中心。

1999钜

6月3日，川广机委[1999]17号文批复，同意我台机关党委换

届。

7月1日，省编委下发<关于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四川电视台、

四川有线电视台内设机构，领导职数等问题的批复>(川编发

[1999]17号)。

同意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内设机构为20个(具体名称由你们研

究确定后报省编办备案)。该台设台长1名，副台长4名，总工程

师1名；中层干部49名，其中正职20名，副职29名。广播电台原

确定的副厅级机构规格不变。中层干部根据本人条件，正职可按

正处级配备，副职可按副处级配备。“党的机构的设置和干部配备

按有关规定办理”。

2000年

1月17日，完善台编委会。台编委会由以下14人组成：

主任：吴高全。

常务副主任：肖俊西。副主任：刘林、徐晓苏。

成员：何德胜、杨达江、秦耀良、王康荣、勒尔瓦洛、田蕾、何东、

徐文、魏鸣、周小瑞。2月13 FI，根据川广人字[2000]1号文通知，

同意四川人民广播电台20个内设机构作如下设置：

1、新闻部 2、社教农村部

3、国际部 4、文艺部

5、藏语部 6、彝语部

7、汉语编辑部 8、民族文化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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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音乐之声编辑部 10、经济节目编辑部

11、金融节目编辑部 12、广告部(挂广告中心牌子)

13、播音部 14、录制部

15、技术播出部 16、信息网络部

17、总编室 18、办公室

19、计划财务部 20、人事劳资部

2月17日，成立”金融节目”筹备组，由张丹宁任组长，贺联民

任副组长，曾永菁、王虎生为成员。

4月13日，经省委组织部批准，建立中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

党组，撤销中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分党组。

2001正

4月24日，在现有部门不变的情况下，对整合后的节目实施

频率化管理，实行频率总监负责制(无级别)，负责管理频率的宣

传、人员、经费。频率总监对台负责。台对总监实行目标责任制管

理。整合后的节目现按”新闻综合”、”民族语言”、”经济”、”音乐”4

个频率运作。频率暂设副总监1名，个别频率可增设总监助理1

名。另”交通信息”频率上报批准后运作。

第二节 领导班子及干部聘用情况

一、领导班子情况

1986定

9月14日，省广电厅党组决定陈立源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分

党组副书记。

12月14日，厅党组决定任命张丹宁、吴高全为四川人民广播

电台副台长、分党组成员。

1989年

7



11月25日，省委同意王先高兼任四J11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分

党组书记。

1990正

3月12日，厅党组同意增补秦育聪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分党

组副书记。

5月18日，厅党组决定聘任陈明孝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

长、分党组成员。

1991正

2月25日，厅党组同意陈明孝任四川1人民广播电台分党组副

书记。

7月8日，厅党组同意聘任肖俊西为台副总编辑(副台级)、分

党组成员。

8月2日，厅党组同意聘任郭秉连为台总工程师(副台级)。

1992焦

9月24日，根据省委宣传部川宣任[92122号文通知，郭秉连

任中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分党组成员。

1993薤

2月19日，省委批准，陈明孝任省广播电视厅副总编辑、党组

成员兼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

5月10日，省委宣传部同意吴高全任四川1人民广播电台分党

组副书记。

1997年

2月27日，省政府97年1月26日川府人[1997]1号、省委组

织部97年1月27日川组任[1997173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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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高全任NJ{I省广播电视厅副总编辑、党组成员，四川1人民广

播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

1998正

12月29日，根据省广播电视厅党组川广组发[1998178号文

通知：

肖俊西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分党组成员；

谢绍秋、贺春源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分党组成员；

贺联民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分党组成员。

二、干部任用(待遇)情况

1986焦

12月24日，厅党组决定：

吴穹任台总编室主任；

李代亮任台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

郭秉连任台技术播出部主任。

2月1日，台分党组决定，任命郭勇为台秘书科副科长。

2月17日，台分党组决定任命田蕾为台播音组组长。

8月2日，经台研究决定，聘任何东为台青年商场经理，任职

期间按正科级待遇。

9月20 Et，经台分党组1986年9月19日会议决定，任命曾永

菁为台科教部副主任。

12月13日，台分党组决定：

王仁华、刘荣泰为录音制作部副主任；

傅承德为录音科科长，单勇恒、吕庆全为副科长；

李曙光为检修科科长，杨仕文、吴和祥为副科长；

张朝铭为机务科科长，李洪义为副科长；

李德才、李忠生为变电站副站长。

12月13日，台分党组决定：

杨国刚、王虎生、李贤仲为技术播出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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