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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广播电视志

序

为盛世放歌，为历史存照。在庆祝平度电视台成立2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反映

平度市广播电视发展轨迹和现状的《平度市广播电视志》问世了。这是我市广播电

视史上第一部志书，是对我市广播电视事业50多年的大检阅，的确可喜可贺!

在平度的广播电视史上，有许多永远难忘的日子：1950年10月，平度县收音站

诞生在平度大地上，一名收音员，一台收音机，成为平度广播事业的开端；1956年10

月1日，平度县广播站建成首次试播，第一次播出了首都人民欢度国庆节的声音；

1957年1月1 Et，平度县广播站正式开始播音；1984年10月1日，平度县广播站改

为平度人民广播电台，是青岛市、山东省最早建成的广播电台之一；1985年1月9

日，平度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青岛市第一家县级电视台，也是山东省第一家正式开

播的县级电视台；1987年12月，平度人民广播电台无线立体声调频台正式开播，实

现了有线、无线两种方式传播广播节目；1993年1月，平度有线电视台正式建成开

播，目前拥有有线电视用户20多万户，是全省拥有用户最多的县级有线电视台之：

一0

沧桑50年，弹指一挥间。平度的广播电视事业，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诞生

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展壮大。目前，全局拥有300多名干部职工，建成了采

编播全程数字化，有线无线相结合，广播电视并举的多功能、多层次混合覆盖网络，

事业建设、新闻宣传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平度的广播事业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事业

有成的壮年。平度电视台也20岁了，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犹如早晨八、九点钟的

太阳。忆往昔，有艰辛的汗水，也有丰收的喜悦。平度广播电视事业的每一次跨跃，

无不记载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记载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记载着一代代广电

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足迹。

50多年来，平度广播电视事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认真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弘扬全市(县)三个文明建设的先进经验、先进典型，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县)各

项事业的发展。今日之平度，政通人和，生机勃发，经济繁荣，综合实力跨人全国百

强县(市)行列，广播电视的宣传作用功不可没。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喜庆平度电视台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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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度市广播电视志》，全面翔实地记录了50多年来平度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轨迹。

志书通过上溯时间长河，回顾往事足迹，总结历史经验，展示广电风采，是我们走向

未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她对广电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并可从中汲取可贵的教益，

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精神，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再创辉煌、为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对一切关心、想了解平度广播电视事业的朋友们提

供了翔实的资料。我想这就是志书“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之所在吧。

历史是凝结的现实，现实是延续的历史。编志人员本着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

感，广泛征集资料，认真核实正误，三易其稿，现已付梓。值此，谨向关心支持平度广

播电视事业的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向奋斗在广播电视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和编

志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平度市广播电视志》的出版，并非完美无缺。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疏漏之

处在所难免，恳望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广电工作同仁批评指正，不吝赐教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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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广播电视志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地反映50多年来

平度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为1950年，下限至2004年，个别章节延至2005年。

三、采用语体文记叙体，以述、记、志、图、表、录为表述形式，横排门类，纵述始

末，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全志分章、节、目记述，首设《概述》、《大事记》，后设《附

录》，共八章，60节，40余万字。

四、志中的机构称谓，一律沿用各历史阶段的法定称谓，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

名。 ．

五、志中资料，主要来源于平度市广播电视局、平度市档案局、山东省档案馆的

史存资料。此外，还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搜集了部分口碑资料，经核实无误后人

志，但不注明资料出处。

六、行文遵照《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行文规定》。《附录》中辑录文献，不加删

改，以保留其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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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度市，位于胶东半岛西部，东以小沽河、大沽河为界，与莱西市和即墨市相邻；

西及西南以胶莱河为界，与昌邑市和高密市相望；南与胶州市毗邻；北与莱州市接

壤。东西最大横距69公里，南北最大纵距65公里，总面积3166．54平方公里。

2004年，全市共有26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华侨科技园、农业合作试

验区各1处，1788个行政村，人口133．9万人，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

平度市的广播电视事业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一个人、一台收音机的收

音站，经过50多年的发展，至2004年，已建成了平度人民广播电台、平度电视台、平

度有线电视台及30个镇(街道)广播电视传输站，全系统拥有干部职工300多人，固

定资产6000多万元。从单一的有线广播发展到集调频广播、电视、有线电视交融的

广播电视网络，形成了以现代化传播手段为基础，广播、电视并举的t昆合覆盖体系，

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和市委、市政府发布政令、

指导工作、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得力工具，成为全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10月，平度四县(平北、平南、平东、平西)建立收音站。刚刚建立的收

音站条件简陋，设施落后，每县只有一个收音员，一台5042式电子管直流电收音机，

一副接收天线，几节干电池，但它却是平度人民广播事业的开端。收音员根据中央、

山东广播电台的一周节目预告，按时组织县直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收听上级

领导的重要讲话以及国内外重要新闻。收音员每天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

新闻，送县委领导参阅。同时，收音员负责指导县直各单位和各区委、区政府购置收

音机、建立收音点，成立广播下乡宣传队，到交通闭塞的山区村庄组织群众巡回收

听。到1956年，平度四县合并时，已在15个区、34个乡建立了收音站，全县有收音

机98台，专职收音员一名，兼职收音员33名，形成了县、乡两级收音网。

1956年2月，根据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在全国有条件的省、区逐步建设农村

有线广播”的指示精神和全县工农业生产发展及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平度县

委决定筹建平度县广播站，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刘玉先为主任的10人筹建委员会。

县财政拨款25790元，群众自筹44650元，开始了有线广播的创建工作。1956年10

名、／．卜



概述

广播站建成并进行了首次试播。1957年1月1日正式以“平度县广

播站”为呼号播音，揭开了平度县广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初建的广播站设备简陋，

工作艰苦，站址在城内胜利大街(现扬州路69号，原粮食局处)，有房屋13间。站内

4人承担着广播宣传和设备维修任务，设备只有一台'IX型500W扩音机、一架控制

台、一台电唱机及部分唱片。全县在7个区、17个乡、51个村庄、55个合作社安装喇

叭200只，线路除自己架设的52公里以外，全部利用当时邮电部门的电话线路。

克服困难，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是平度广播工作者的真实写照。县广播站在建

站后的30多年里，其间虽然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等曲

折，但由于县委、县政府的关怀、重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广播职工的不懈努力，

广播事业仍然持续发展。1968年，县广播站由胜利街搬迁到红旗路87号原县委大

院内办公，职-r-．由4名增加到8名。1969年，全县29处人民公社全部建起了公社广

播放大站，转播放大中央及省、县广播节目信号。1976年2月，平度县广播事业管理

局成立，与县广播站合署办公o 7月，位于红旗路89号的三层840平方米的广播楼

建成投人使用，这是平度市红旗路上第一楼，广播站搬到了现址办公，职工增加到29

人。

1977年，为了解决广播与电话互相干扰的矛盾，广播职工发扬“头拱地、脚踩

泥，脊梁杆晒破皮”的精神，大干苦干一年，架设广播信号专线800华里，实现了广播
专线化，结束了利用电话线路和载波传输广播的历史，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有

线广播体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县广播事业管理局建起了机制水

泥杆厂，年产水泥杆2000多棵，开始更新县城至公社的广播信号线路，架设公社至

生产大队的广播馈送专线。1981年完成了公社至农村生产大队2266杆公里广播馈

送专线的架设，1983年完成了县城至公社367．5杆公里信号干线的更新任务，全部

实现了水泥杆化。全县喇叭数量达到27万只，通播率达到97％，人户率达到95％，

形成了村村喇叭响、户户听广播的可喜局面。1984年10月1日，经山东省广播电视

厅批准，平度县广播站改为平度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午、晚三次播音，除按时转播

中央、省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在办好《平度新闻》的同时，还开设了《平度之声》、《学

习园地》、《科技与服务》、《青少年之友》等专题栏目，每天累计播音6小时25分钟。

1987年12月，经省广播电视厅批准，平度人民广播电台立体声调频台开播，实现了

有线、无线两种方式传播广播节目，进一步扩大了覆盖面。1993年5月，经考察论

证，广播电台进行宣传改革，打破了沿袭30多年的录播式传统模式，推出了以新闻

为主的《泽山晨曲》，以经济报道为主的《午间时光》，以文艺为主、突出服务的《五彩

晚霞》三个直播板块，深受听众欢迎，宣传质量显著提高，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1995年，日本国东京都东久留米市浅间町的日本友人西川淳一给电台来信，反映他

在日本收到了平度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并寄来一盘他收到的节目录音带。1997年

12月，随着调频广播的发展，无线代替了有线，收音机代替了广播喇叭。因此，市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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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局停止向乡镇传输有线广播信号。但有线广播陪伴平度人民走过的那段难

忘的历程，却成为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了平度百万人民的心中。多年来，新闻工作

者在办好本台(站)节目的同时，每年都有数百篇甚至上千件稿件被上级新闻单位采

用，历年省、市优秀节目评选平度都有作品获奖，从1981年到2004年共有300多篇

作品在全国、全省和青岛市获奖，对宣传平度、提高平度知名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平度的电视事业始于1984年。在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提出的“四级办广

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方针的鼓舞下，1984年6月，平度电视台发射塔开

工建设，12月，高110米的自立式电视发射铁塔竣工。1985年1月9日，平度电视

台正式开播，这是青岛市所辖县(区)的第一家电视台，也是山东省建成开播的第一

家县级电视台。平度电视台用300W发射机、10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播出本

台自办节目。用50W发射机、12频道转播青岛电视台节目。为解决东北山区看不

到、看不清平度电视台节目问题，在大泽山大崮顶上建立了电视差转台，用1000w发

射机27频道差转平度电视台节目，有效地扩大了覆盖。从1986年开始，先后在乡

镇、村庄及部门建电视差转台20座，卫星地面接收站22座，混合覆盖率达到了90％

以上。

平度电视台建台20年来，为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不断进行节目改革。建台之

初，每天晚上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每周三、五晚上转播青岛电视台节目，每周五晚

上播出一次自办15分钟的《平度新闻》节目o 1986年9月，《平度新闻》节目由周一

改为周二。1992年6月，平度电视台开设专题节目《今日平度》，两周一次，每次10

分钟。1993年8月，《平度新闻》节目由周二改为周三。同年12月，专题节目《今日

平度》更名为《平度大观园》节目，每周一次，每次10分钟。1996年10月1日，《平

度新闻》节目由周三改为周四。1997年1月，《平度大观园》节目更名为《大众视点》

节目，每周二次，每次10分钟。2000年1月1日，《平度新闻》节目由周四改为周六，

实现了当日新闻当日播出。2003年3月18日，专题节目《大众视点》节目更名为

《平度时空》节目，内设“聚焦”、“故事”、“人物”、“采风”四个板块。至2004年开设

的节目有：《平度新闻》、《党旗飘飘》、《一周要闻回顾》、《平度时空》、《为您服务》、

《家园》、《未来之星》、《广告文艺》、《天气预报》、《下周节目介绍》等，每天播出时间

为9小时22分钟。在办好本台节目的同时，平度电视台每年向上级台供稿400多

篇。1987年至1992年，在山东电视台连续6年用稿第一名，连续十几年被评为省先

进集体记者一等奖和青岛电视台新闻宣传先进集体。’自1981年以来，共有200多

篇作品在全国、全省和青岛市获奖。

平度电视台的事业建设成效显著。摄录设备由建台初期的电子管单管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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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2英寸的低带录像机，发展到3／4英寸低带机、高带机和1／2英寸的高带机。

从1999年12月份开始，连年投资进行数字化改造，到2004年，形成了非线编、DV

系列、DVCAM系列、DVCPRO系列组成的摄、录、编、播数字化设备系统，成功地实现

了从低层次的模拟设备到全程数字化及网络化设备的升级。

随着编辑记者队伍的壮大，事业建设的发展，平度电视台摄、录、编、播能力显著

提高，呈现出强台风范。1988年成功地举办了首届春节电视晚会；1991年与辽宁电

视台合作拍摄了首部电视剧《书记进城》，在山东电视台和辽宁电视台播出；1994年

首次现场直播葡萄节开幕式及文艺晚会；1996年制作的30分钟电视组合专题片

《粮丰林茂的平度市》、《黄金万两》、《天柱魏碑》、《蟠松》、《桃李人一丁日新》跨出
国门在美国洛杉矶熊猫电视台播出o 199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20年，拍摄首部八集

大型记录片《平度，从1978走来》。

2002年12月1 13，平度电视台加入青岛电视台公共频道，更名为“QTv一平度

台”，仍保留原台名和呼号。

平度电视台教育频道，其前身是隶属平度市教委的“平度教育电视台”。2000

年6月，平度教育电视台撤销，并人平度电视台，在平度电视台内设立教育部，承担

有关工作职能。其机构规格为股级。教育频道自办《平度教育新闻》，转播平度电视

台、青岛电视台新闻节目，播放电视剧，每天播出5小时。自2000年以来，共有11

篇作品在全国、省、市获奖，连续2年被山东教育电视台评为先进记者站。

平度有线电视台于1992年筹建，1993年1月建成开播。平度有线电视台的前

端采用美国吉洛得公司(JERRoLD)生产的550兆赫邻频传输系统，设备为国内一

流，干线采用美国吉洛得公司及南京高特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系列产品。1996

年10月，平度有线电视台加入青岛市有线电视SDH环行主干传输网。1997年8

月，平度市广播电视局组织发动了有线电视“镇镇通”工程会战，投资95万元，架设

光缆干线358．2杆公里，全市32个镇(处)全部开通了有线电视信号，建成了完整

的，独立的，有线电视光缆传输系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2004年，架设主干线

1500多公里，建成550／750MHZ宽带HFC网络，拥有有线电视用户19万户。目前

网上传输播出中央电视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一套，中央电视台新闻

频道、山东台、山东影视台、山东生活台、山东体育台、齐鲁电视台、青岛电视台一、

二、三、四、五套，上海卫视台、浙江卫视台、湖南卫视台、平度电视台一、二套、影视频

道等30套节目。每天24小时播出。

时光如梭，岁月匆匆。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历程弹指一挥间。50多年来，平度广

电人以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赢得了各级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好评。1980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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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毛华江作为山东省唯一的县级局(站)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第十次广播工作会议，

1987年又出席了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并分别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全局先后

荣获市(县)级以上荣誉称号300多项，连续多年荣获青岛市广播电视系统事业建

设、新闻宣传先进单位、山东省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单位、全省优胜台等称号，并被授

予青岛市文明单位、平度市文明单位、平度市文明单位标兵等称号。这一面面锦旗，

一个个奖状，一本本荣誉证书，宛如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铸就了平度广播电视事业的

辉煌。

如果说今日的平度广播电视事业已经进入强盛的起点，那么，未来的广播电视

事业必将跨人腾飞的境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写下更加光辉灿烂的一页，平度广播

电视事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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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平东县收音站用一台50W扩音机建起一个有一只高音喇叭的小型有线

广播站。

1952年

是年平南县更名为蓼兰县，收音站也随之更名为蓼兰县收音站。

是年收音站在城区、乡村、学校设立收音点，收音员经常带收音机下乡，组织

群众收听广播，并将群众的意见及时向省电台和县委反映。

1953年

10月 平东县并人平度县，平西县并人蓼兰县，收音站也随之合并。

1954年

是年平度、蓼兰两县先后在各区建立区收音站，业务由县收音站指导。

1955年

lO月 根据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在全国有条件的省区逐步建立农村广播站”

的指示精神，平度县委决定筹建平度县广播站。

12月 平度县委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站的意见》、《关于1956

年建立有线广播站的具体计划》和《关于1956年至1957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规

划》。

1956年

2月 平度县委成立平度县广播站筹建委员会，县委副书记刘玉先任主任，县

委宣传部、生产合作社、政府财政科、建设科、邮电局、兴华油坊等单位负责人为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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