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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志丛书之一

攀枝花市广播电视志

攀枝花市广播电视志编暴领导小组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市广播迫含电视台发射台差转台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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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广播电台

▲市电视台

△调额发射台

▲电视发射台

上中波发射台

。电视差转台

(因中资料截至】9a5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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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广播电视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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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台中波发射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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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省厅厅长郑体仁来渡口协商西南线微波干线建设事宜时与市委书记韩国宾、市长李腊望，，副市长李之侠、以及市广播电局局长姚兴

棣、副局长李永才、毛昌良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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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舒部长邓力群给渡口市广播

电规局的题河。

台、市电规台开播典礼。

省厅耐厅长卢子贵出席市电书记韩国宾、剐书记张伯希、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市委

●大黑山羊窝掌0瓦电视差转机房旧址。



房检查工作。

总工程l璧肖雨在五二n台机厅长部体仁，戮厅长孙宗锻，

●

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省厅

报研究版面安排。

◆副局长王文学在广播电视

新闻部研究工怍。

●市电视台台长崔万良在



市查新阉稿。

◆市电台台长毛昌良在



◆十九冶工地广播站。

●米易县调频广播机房。

◆

攀矿四公司广播站。



●仁和区广播站播音员在工作。

◆矿务局广播站播音窜

●

市音像站工作人员在检查录像带。



▲市电台增音室。

▲市广播电视服务公司技术人员

在修理电视机。

市电视台发射机房控制台 -．

▲ 五一六台技术人员在分析机器故障

▲市电台增音室。

▲市广播电视服务公司技术人员

在修理电视机。

市电视台发射机房控制台 -．

▲ 五一六台技术人员在分析机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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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广播电视志》编纂领导小组j
’f

～

··‘组j长‘。、姚兴林 ：’ ◆

副组长～’李永才。 王文学

成员 崔万良 毛昌良 ’廖釜塞一

4中于 施景路 陈自全
●

范世钦



序 言

25年的艰苦奋斗，攀枝花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改革开放，新

钢城更加朝气蓬勃，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这不平

凡的征程中，广播电视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业初期，各路建设大

军云集百里干热河谷，有线广播不仅是攀枝花人获取新闻信息，了解国

内外形势的重要工具，也是各级领导机关指挥会战，鼓舞士气和稳定职

工队伍的有效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播电视

已成为全市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攀枝花市广播电视志》全面地、系统地表述了广播电视事业在攀

枝花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和各行各业

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

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如实地记载了前进中的挫折和失误a『资料翔实、结

构严谨、观点明确、特色突出，基本上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

统一的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体例。她不仅为我市广播电视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而且也是对职工进行传统教育与职

业道德教育的良好教材、开展业务研究的可靠依据。本志的出版，是继

攀枝花人民广播电台、攀枝花电视台成立之后，攀枝花市广播电视发展

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攀枝花市广播电视志》的编修工作始于1985年4月，琪间几经评

审、数易其稿，乃成此规模。值此付印问世之际，谨向参与此项工作不辞

艰辛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

姚兴林

1990年12月20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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