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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志》是我县广播电视工作者奉

献给祖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一份珍贵礼物。它凝结着我县全体

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心血，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广播电视事业的

热爱之情，它成书问世，是我县广播电视战线的一件大事，也

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真是可喜可贺。

志书是一面镜子，当拜读此书之后，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

地了解峨山广播电视的过去和现在，并可以从它的曲折经历

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以

及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今后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有

益的借鉴。

我衷心希望通过《峨山彝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志》的问世，

使县内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了解、关心和支持峨山广播电

视事业的发展，使之更加兴旺发达，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

峨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鹤飞

一九九四年四月



序 二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广播电视事业得到了迅

猛的发展，使过去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的美好愿望，

以及“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侈谈，都成为现实。今天，即

使不出门，只要听广播、看电视，就能知晓天下事。

峨山县的广播事业，始于20世纪30年代，广播电视事业

的大发展，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县委、政府的关怀，重视

下，才得以实现的。1993年末，广播已从有线发展到无线，电

台同时使用中波和调频对全县进行广播；电视则从无线发展

到有线，县城除有4套无线电视节目外，还有12套有线电视

节目供观众收看。随着事业的发展，广播电视自办节目的栏目

逐渐增多，内容日趋丰富，形式多样活泼。抓事业，保宣传；抓

宣传，促事业。它们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全县形成了广

播与电视结合，有线与无线结合，城镇与乡村结合的多层次、

多渠道、多功能的广播电视网络，成为促进全县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最强有力的现代化宣传工具。

《峨山彝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志》以大量具体生动翔实的资

料，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全县广播电视建设、管理、使用的

历史和现状，展现了广播电视先躯者艰苦创业的足迹，反映了

事业建设、宣传、管理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志书的问

世，可为我县广播电视继往开来提供历史的借鉴，它必将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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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鞭策我县广播电视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乐于奉献的优良传统，为再创明天的辉煌而辛勤耕耘。

广播电视是新兴的事业，在我县立志尚属首次，加之编纂

人员水平有限，因此，尽管全体工作人员不畏困难，在四年多

时间里，广征博采，几易其稿，但缺点和错误难免，切望领导、

同仁和各界朋友不吝赐教。

志书的编纂，曾得到县志办及为峨山县广播电视事业做

出过贡献的老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再次深表感

谢!

峨山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周自立

一九九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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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广播电视是工具，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心，起

着传达政令、鼓舞群众的喉舌作用；广播电视是产业，为群众

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生活需要。广播电视的发展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受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需要的驱动。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深刻地反

映着经济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总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艰辛，作出了奉献，创造了经

验，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峨山彝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志》全面、

系统地记载和反映了我县广播电视建设、管理、使用的历史全

貌。

我们的事业永无穷尽，每代人仅能为它工作一段时间。作

为正在为它勤奋工作的人，要想出色完成任务，．必须继承和发

扬前辈的优良传统，学习他们留下的各种知识，吸取他们积累

的经验教训，勇于实践，开拓创新，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广播电

视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一代传一代，一代比一代聪明，有作为、

有发展。
’

峨山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明映华

一九九七年八月



凡 例

一、《峨山彝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志》是记录峨山县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的志书，属专业志。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遵循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以及党和国家各时期广

播电视发展方针、政策进行编纂。努力体现广播电视这一现代

化工具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

用。力求使它成为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史实资料相统一

的专业志。

三、本志在搜集峨山县所涉及的广播电视历史资料时，在

众多共同的资料中，选择有代表性的记述，力求有所囊括，以

表异同。

四、本志的时间断限，上限为1935年，下限截止1993年

底。

五、本志所用地名，均按各时期行政区划的不同，采用当

时的名称。度量衡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标准度量衡单位。

六、本志行文。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

七、本志为记述方便，层次分明，按事业、宣传发展的阶段

分章、节编写，计六童二十一节，约21万字。图、表、穿插于志

内，志末设附录、编后。全书以时系事，横排纵写，把广播、电视

分别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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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峨山彝族自治县隶属玉溪地区行政区。位于云南省中部。

处于东径101。52'至102。37，，北纬24。01’至24。32’。东接玉溪

市，东南与通海县交界，南与红河州石屏县接壤，西南与新平

县山水相连，西北与楚雄州双柏县隔江相望。北接易门，东北

与昆明市晋宁县毗邻，地形东南狭长，西北较宽，地势东北高，

西南低ro总面积1972平方公里。峨山地形地貌错综复杂，山

高箐深，山地、峡谷、高山、河谷交错分布，海拔在2000米以上

的高山60多座，总果山、大黑山等。最高海拔是鲁白克山

2583．7米，最低海拔是丫勒江边，为820米。境内有汉族、彝

族、哈尼族、回族及其他民族。到1993年底，全县总人口

137876人。行政区划为4镇8乡、73个村公所(办事处)。

峨山县广播事业始于1935年，电视事业始于1973年。全

县的广播电视事业是为适应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

需要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它同其它事业一样，经历了一个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到1993年底峨山县12个乡

(镇)都建有广播电视站，峨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通过1座

小中波、15座小调频发射、差频转播台、38个村级有线广播室

和127个社级小片广播网点，形成有线无线混合覆盖网，覆盖

全县人口的90％。全县建有卫星收转站、电视差频转播台182

座，电视覆盖人口为95％，电视机拥有量达16820台，每百户
1



拥有

式多

政府

欢迎

化娱

折的

好工

群众

展起

站，1

讯线路在51个乡安装广播喇叭，初步形成全县农村有线广播

网，并于2月1日正式使用“峨山县广播站”的呼号向全县播

音。县广播站围绕县委、政府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办广播宣

传，并结合峨山以彝族为主体的实际，开办了彝族广播节目。

1961年，因全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有线广播无器材供给失

修，广播喇叭不响，全县有线广播处于瘫痪状态。1962年5

月，县广播站在调整中被撤销。

1964年，县委决定重新恢复县广播站，重点任务是普及

小片广播网点。经县、公社广播技术人员和全县各族人民的共

同努力，到1971年，全县建成小片广播网点423个，安装广播

喇叭14308只，通广播的农户18081户，入户率为87．2％，8

个公社建立了广播放大站，并配备了专职广播管理人员，使峨

山县的广播网发展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

峨山县从1972年起开始广播专线建设，目的在于“建设

2



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的

质量高、效能好、适应战备需要的农村广播网”。经全县广播工

作者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苦战两个春秋，到1974年，各公社

完成176．8公里的县社广播专线，到1977年，又建成600公

里联接70个大队的广播专线，基本实现了全县广播专线化，

并有51个大队建成了广播放大站，入户喇叭达19000多只，

全县90％的村寨都能听到广播。

由于峨山县大多数村寨处于山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保证

不了广播专线、设备的维修费用，加之各大队经费短缺，多数

兼职广播员因报酬不落实而放弃对广播专线、设备的管理，全

县先后有228公里广播专线杆倒线断，有27个大队广播放大

站处于瘫痪状态。

1986年，峨山县广播电视局遵照全国第11次广播电视

工作会议精神，从峨山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传输手

段，实行有线无线相结合发展农村广播网，在城郊三角洲建成

100瓦中波和50瓦调频立体声广播发射台各1座，开始了县

级无线广播。1990年6月，在地区广播电视局的支持下，100

瓦调频立体声广播发射台在大白邑后山建成。1991年，又先

后在化念、锦屏建成1座10瓦差频转播台和2座50瓦调频

广播发射台，开始了乡(镇)无线广播。到1993年底，全县先后

建成1’座中波发射台，15座调频发射、差频转播台，除宝泉、

高平两个乡因经济暂时困难未建台外，县城和10个乡(镇)实

现了调频广播覆盖，使“峨山人民广播电台"的人口覆盖率达

90％。

峨山县的电视事业始于1973年。这年3月，县广播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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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拨的专款购买了1台上海104型电子管黑白电视接收

机，用自制的2频道5单元8木天线安装在屋顶上，经多次调

试，收到梁王山2频道转播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1981年

初，为了解决县城及附近广大群众收看电视的问题，县广播站

开始对县城附近周围的山头进行建台选址，并于当年9月在

距离县城2．5公里的大白邑后山建成10瓦电视差转站，转发

云南电视台2频道节目，覆盖县城及附近乡镇3．5万多人口。

1986年3月，根据地区广播电视局2月召开的全区卫星

电视收转站规划会议精神，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决定建

立6米卫星电视收转站，与先前购回的100瓦电视发射机接

口。在县财政和县城各企事业单位的支持下，于1989年10月

在练江南路14号县广播电视局院内，建成6米前馈板状天线

和52米自立式电视发射铁塔，转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同时，

于1989年1月开工在大白邑后山建设的微波站，也于8月底

完成安装调试。从此，在峨山县城及其附近的干部群众，可以

同时收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伴音悦耳的中央电视台1、2

套，云南电视台1套和玉溪电视台的节目。

1993年，为满足县城广大干部群众关于增加电视节目套

数的要求，县广播电视局于2月着手筹建县城有线电视网，在

对建网可行性、前端设备选型、工程投资、人口分布、主干线走

向等进行调查后，于8月请地区广播电视局工程公司投资兴

建峨山县城有线电视网。到12月底。已使1200"余户县城干部

图像清晰稳定、色彩逼真、伴音悦耳的电视

镇)电视事业，以1983年12月在小街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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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后山建成的10瓦电视差转台为起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

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卫星电视收转站、共用天线系统、有线电视

并存的乡(镇)电视覆盖网，到1993年底，全县共有卫星电视

地面收转站170座，电视差转台12座，电视人口覆盖率已达

95％。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峨山县的广播电视宣传

日趋活跃。1957年县广播站首次制定自办节目时间和规划，

节目内容主要是表扬好人好事，通报生产进度，为县委指挥生

产提供方便，为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

造声势。

1970年以后，县广播站为办好广播宣传，领导亲自动手，

组织稿件，编排节目，宣传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

经验，宣传全国农业典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艰苦创

业精神，结合县委中心工作开办各种广播讲座。1979年以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县广播站在围绕县委

政府中心工作，办好具有地方特色的新闻节目的同时，还结合

本县实际开办了具有知识性、文艺性、服务性的《农业科技知

识》、《音乐知识与欣赏》、《生活之友》等节目。
’

1988年5月31日峨山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并正式开播

后，峨山县广播宣传进入兴盛时期，形成以本县新闻《各乡镇

广播站联播节目》为主，《农村天地》、《每周十五分钟》《听众点

播》、《长篇评书、长篇小说连续广播》、《市场行情》、《本县天气

预报》等新闻性、知识性、娱乐性、服务性有机结合的广播宣传

体系。据统计；从峨山县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到1993年底的6

年间，共播出稿件23898件，其中最高播出量的1993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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