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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代前言

李 楠

广播、电视是一个事业的双生子。一个是电声广播，一个是电

视广播；一个是听的，一个是看的(实际是视听兼备的)。广播电

视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结合的现代化传播工具，是现代物质

文明的产物，而它又生产和传播精神文明的产品，将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熔于一炉。

广播、电视是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发展应运而生

的。历史上帝王将相纵然穷奢极欲，也不能听到广播、看到电视。

在神话故事里，人们曾幻想有“顺风耳"、 “千里眼"，广播电视

的出现，使这种幻想成为现实。广播就是“顺风耳”，电视就是

“千里眼"，它可以使万里之遥的声音和图象，如同近在咫尺，有

了广播电视才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广播电视都是本世纪的产物。锦州广播的

发生和发展，仅仅经历了半个世纪。在近50年里锦州的广播经历了

三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I 939年一1 945年)，它是月本

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宣传工具，充其量是殖民地奴役人民的精神鸦

片；第二个时期(1 946年一l 948年)它时断时续，播播停停，象国

民党统治的命运一样： “朝不保夕，，；第三个时期(解放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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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回到人民手里，它才能保持在30多年里，。天也没有间断地发出

自己的声音。

现有各种传播工具中，』L餐电视产生比较晚，但由于它是用现

代科学技术成果武装起来的，一旦出现，就成为传播工具中的后起

之秀。它以传播的迅速性、功能的多样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显示出

三大优势。

拿传播的迅速性来说，卣于广播电视借助电波传播，一秒钟能

射出30万公里，，可绕地球赤道七图半。过去人们形容快，叫“一日

千里”，毛泽东同志在诗词里用“坐地日行八万里"(指地球_天

自转疋万里)形容快，这样的速度都无法与广播电视相比，所以我

们说，传播的迅速性是广播电视的一大优势。

广播电视的第二个优势，捷功能的多群性。广播电视是最广

泛、，迅速的新闻传播工具，是人们了解国内外夹事：获得新闻的重

要来源1；。，广播电视又是一夺空中大课堂，它可以容纳数以万计的人

同时接受户播电视教学≯广播电视又是“服务到家刃的影院、尉场

和音幂厅一。．。夜以继日地满足着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广播电视还是

一个毽会服务工具，它传播各种经济信惠、生活信息，包括每关向

人们预撼嬲睛风雨。广播电视以新闻性、知识性、文艺性。服务性

这四_类节日，显示出它的多种功能。

广播《视的第三个优劳r，是广泛的群众性。随着视听工具的发

展，广播电视有着越采越广泛的群众性。50年代的统计，锦州市内

有收音机6000-'7000台，80年代的抽样调查，市内拔皆机平均一户

超过一台。‘锦州从70#代初，通过转李李可以看到电视，电视枧从几

十台起步，进入80年代，i每年数塔万计地增加，到80年代中期在市

内已基零生普及到户。广描：电视广泛昀群众性，是以视听工具的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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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为基础的。现在可以说，什么事情上了广播电视，立刻就会家喻

户晓。

由于这三大优势，广播电视已经是联系家家户户和群众天天见

面的精神生活1字侣。早晨听广播，晚上看电视已成为一般的生活习

惯。、

湿故而知新。在未来的·日子里，广播电视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比翼齐飞。在传播信惠，传授知识，丰富文化生活和提供社

会服务等方面，必将日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广播的内容是浩瀚的，电视的内容是多彩的，。二部广播电视志

理应写得丰实。遗憾的是，广播电视是受时间制约的传播工具，广

。播电视的播出和消逝在同一瞬间， “一瞬即至"是它的长处，州转

瞬鼎逝力又是它的短处。正因为有这|个短处，给修志带来了很难克

服煦困难：无法孙捉在太空中消逝的电波，‘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

的电波没留下自己的轨迹。广播电视的足迹，只留在残缺不全的文

字记载和部分老同志的记忆里?经过修建人员多方的努力，把这些

汇集在一起，撰喊这本《，锦州广播电视志》，算是锦州广播电视在
?

半夺世纪里留下的足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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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48—1985)

1948年

1 o ZJ 1 5日 锦州解放。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派杨志理接收国民

党锦州广播电台。经组织新参加人民广播行列的原电台技术人员，

历经近两个月的修复，使电台得以恢复播音。

12月10一14日 锦卅电台试验播音。

12月15日 锦州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呼号XQCT，频率950

千赫。以转播陕北、东北新华广播电台节目为主。第一个呼出台号

的播音员为刘淑慎。

l 2月30一31日 锦州新华台转播陕北新华台广播的新华社社

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l 949年新年献词》

1949年

1月1日 转播陕北新华台广播的新华社社论： 《将革命进行到

底——1 949年新年献词》。

1月l 4一l 5日 转播陕北新华台广播的《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

的声明》。

1月中下旬 报道了辽西人民支援平津前线的消息。报道了辽

西省和锦州市各界人士拥护毛主席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粉碎战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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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求和阴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报道了省市人民欢庆天津、：}匕平

解放的盛况。 。

，4月下旬 锦州新华台的重要宣传：辽西省和锦州市人民拥护

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冒进军命令，热烈欢庆中国大陆最后的反动

巢穴南京解放。

5月1日△辽西省和锦州市劳动／：1。民欢庆解放后的第．一个

“五·一，，国际劳动节，电台做了报道。

i △东：{匕人民广播电台通知，从今日起改称新华台为人民

台，取消英文字母的呼号。

5月4日 省市青年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电台作了

新闻报道。

5月27日 上海解放，省市人民欢腾庚祝，电台作了报道。

6月 撤销并和锦州台合并的四平台的设备向锦州起运。，

6月2 1日 锦州台转播北平台广播的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次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的录音。

7月1日 转播北平台广播的毛泽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

周年的论文： 《论人民民主专政》。土句锦州台重播了这篇论文。

7月4日 四平台全体人员到锦。

坤下旬 两台合并后进行整编。部分翁余人员调出。垛受之任

台长，杨志理任副台长。

盒锦州电台发射机改用四平迁来自!jsoo瓦机。

7月31日 中共辽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报纸和广褥电台工作的

通知。 ，
．

．

8月 锦州台举办庆祝建军y-十二周年j特别节目(．自7．3l一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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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月 A锦州台转播北平台广播的新华社六篇评论美国白皮

书的文章，并作了重播。

A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公开建团，锦州台成立团支部，并发

展第一批团员。

▲辽西省直文教系统实行工薪制，锦州台原享受供给制待遇人

员全改工薪制。

。l oA 1日 下午三，睁L-．转播首都国庆大典阅兵及庆祝游行实况。

叁本月侧重工务技术装备的改善。

1 2月i日 锦州台改订新的节目表。

1650年

2月 辽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易辰春节广播讲话。

2月20日 锦州市党政军民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

订大会，锦州台转播大会实况。

4月，民间艺人李鹤仙开始在锦州台播讲新评书： 《新儿女英

雄传》。

5月l o—l 7日 东北区第二次／}-播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锦州

台朱受之出席。 一

6月 向辽西全省开展通讯工作。此前，已在锦州市和省直机

关建立了若干通讯组织。

7月 在编采通合一的基础二!二，实行编播合·‘，播音员分散各

业务组，播音组由实体交为“业务研究刀的松散组织。lo月份停止

实行“编播合一"，恢复播音组的专业实体。

A钢丝录音机进入宣传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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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4 召开东北区第三次广播工作会议，明确东北区台与各省

市台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锦州台朱受之出席。

▲向北京人民广播器材厂订购2kw中波发射机。

儿月 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声明。。锦州台报道了辽西省和锦州市各界人民拥护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联合声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严正立场。

▲因抗美援朝的形势需要，在义县建立战备发射台。将区台拨

给的I kw发射机安装在义县发射，由锦州增用670千赫，以功率50瓦

发射机兼向义县传输信号。

I 2月20日下午 以郭沫若、廖承志为首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出

席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后归国返京过锦，滞留四小时，省市各界到站

迎送：代表团在锦铁员工俱乐部向省直和锦铁机关干部作报告。锦

州台当晚编发实况录音报道。

A从公安机关获知收音机登记情况：全省收音机为15，980台．

1951年

1月 兴城县广播站建成，是辽西省比较早的县级站之一，也是

锦州地区建站最早的县级站。

1月1 2日 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出《关于指定专职收音员的

决定》。

3月1 2日 全东北各台录音工作会议在沈举行。锦州台派录音

员参加。

4月1日 锦州台改称辽西人民广播电台，频率改为11 20千赫．

义县战备发射台撤迁回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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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 锦州市举行了《反对美帝武装日本控诉大会》，4月

27日锦州市人民代表会议举行镇压反革命控诉大会。辽西台转播了

两会实况。辽西台还在辽西省抗美援朝分会的配合下，组织了省市

各界人士作了反美扶日，深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讲话。

4月到8月 按省直机关部署，辽西台机关开展爱国主义自觉运

动，批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树立优视、蔑视、鄙视美帝的思

想，团结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把抗美援朝、镇反斗争进行到

底。

5月1日 转播《辽西省暨锦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实

况(至l 953年“5．I"都转播庆祝实况)。

▲东北人民广播电台召开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广播大会后，

辽西台以各种形式报道了各阶层开展捐献飞机大炮的行动。

▲辽西台机关开展捐献“人民广播号"飞机运动。。

5月1日 经东北区台批准实行新节目时间表。增办了记录新

闻，一工人时间。自办节目还有人民讲坛、工作建设、少儿节目、社

会服务、经济行情。全天播音530分钟。早晨用1 120千赫，中午用

一一～“也壬赫对锦州市，晚上并用l 120、670千赫(早晚两次面向全省)。

f努硝搿／／。／6-月20日 向东北台请示确定编播、技术、管理人员的工资
7

标准。又曾在7月l 1日专门请示区台确定编播人员的工资标准。

7月l目 启用国产2kw发射机，原I kw机改为备用机。

7月上甸 辽西台举办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特别节目。

7月上甸 根据中国煤矿工会阜新矿区委员会的申请，拟在阜

新矿区建立小功率无线广播台一座，经报请东北区台转报中央广播

事业局于9月核准阜新建立小功率无线台。东北区台核准功率为

50瓦，使用频率为1350千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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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AZ,北区台批复1 o月1日改变新节日时间表的请示。

自办节目有所收缩：由8个减为5个。播音时间卣三次减为两次(取

消中午的播音)全天使用两个频率(1 1 20、670)，晚上部分时间的

对少儿、工人广播节目作为第二套节目，P20'70-．．t-赫向锦州市播
、业

述。

A根据省部署，辽西台机关开展“三反力运动。一

lo．8 1日 转播首都军民国庆二周年庆祝实况。

t o jl 22—26日 东北区各台_12务科长会议，研究推行技术责任

制。

“月20日 向东北台报告：辽西台捐献“人民广播号”将超额

完成任务，预计实现250 ob。

1952年

1月l o—l 2日A东北区台召开东北各台台长会议。会议确定

1952-．年--各台-1-_作，一是深入开展三反运动，二是开展消灭差错运
一’

功。

A辽西台长朱受之运动中停职检查，张克光代台长。

2月 东北工农劳模代表会议在沈召开。东北区台确定组织东

北区1 6台联合记者团进行联合采访．辽西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播

发了稿件。

A辽西台在四平设一转播台，功率为50瓦，频率l 440千赫，以

解决四平、双辽、梨树等市县的覆盖问题。

▲辽西台机关深入开展“三反"运动。

4月-辽西省姿宣传部长褚凤岐到辽西台机关发动“三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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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5月▲辽西台机关“三反”运动和广播宣传，确立两条战线。

A三反工作队进驻辽西台机关。

▲辽西省府副主席宋黎曾到辽西台机关坐镇。

7月 东北区各台台长会议l6一i 7日在沈举行。张克光代台长

出席。

10月1日 ▲转播首都各界人民国庆三周年盛会实况。

▲朱受之被解除辽西台长职务。李惠任台长。张克光任副台长。

l o月l 3一l 8日 东北区台在沈召开编播工作专业会议，张克

光、孙衡武出席。

儿月一l 2月 辽西台机关进行三反收尾和整改。

l 1月上句到1 2月上旬 为中苏友好宣传月。

12月3日 辽西省友协、省总工会、市友协、市总工会、辽西

台联合举办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广播大会。

1 0月22日至l 1月8日 辽西省总工会、辽西台举办工矿企业广

播站干部训练班。有厂矿广播站56名专兼职干部参加。

1 2月 召开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辽西台李惠出席。

1953年

1月 确定当年的宣传要以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为辽西台的宣

传中心。工业宣传要以苏援建“l 56项刀在辽西的项目为重点。

▲建立辽西台编委会。由李惠、张克光、陈立群、李楠、孙衡武

组成。

2月 结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较大声势地宣

～7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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