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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广播电视是用现代化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面向全社会的强大宣

传工具。它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代言人；既宣传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又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千阳县从1950年

有第一台收音机以来，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

蓬勃发展．无线广播收听工具，已经基本普及；有线广播联结千家

万户．电视差转台和收看工具已从城镇开始向农村普及。广播电视

事业已成为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友。它既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起着推动作用，本身又

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回顾我县30多年广播

电视的发展史，道路曲折，经验教训深刻。为了揭示广播电视事业

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使后来人从前人走过的里程中吸取教益和借

鉴，我们根据省广播电视厅和市广播电视局编好_专业志”的要

求，编写了这部《干阳县广播电视志》．由于资料不全，水平低．

下，失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1986年8月9日



凡 例

。

一．本志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事物发展过程的本来面

目，依实记事。详近略远．

二、本志分为篇、章、节三层结构，力求具有志书的基本规

范，而又能突出广播电视事业的特点；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

原则，采取“横排竖写，以类系事，以时为序”的办法，依照事物

的发展逻辑和时间顺序排列。

三，本志每篇都设小概述，每节都以文字记述为主，有关章节

辅以图表，图表统一编号设在各篇之后。

四、本志根据。生不立传”之原则，未设人物传，遇志内有关

章节非出现人名不足以记明事情原委者，以事系人．

五、‘本志书所记建制、领导机构之名称，均依各个不同历史时

期之习惯称谓j如：公社即今之乡(镇)，县人民委员会、革命委

员会即今之县人民政府．

六、本志全文约41000余字，上限自1950年．下限至1985年．

·2’





概 述

千阳县位于秦川西端的千山山区，四周群山环绕，境内沟壑纵

横，千河横贯东西，全县总面积996平方公里，共有25626户，1 1 7666

人．
、

相传在1940年，有一位外国传教士来千阳传教时j曾带有收音

机，但无确证。故有文献记载的广播史，应从解放后1950年省上发

第一部收音机算起．1953年建立收音站；1956年建立县广播站；

1973年县广播站购回全县第一部黑白电视机；1982年建立县电视差

转台．迄今为止县内无线收音已有35年历史，有线广播事业已有30

年历史，无线电视事业只有12年历史．

无线收音早于有线广播。解放初，1950年省上就给干阳县发来

一部收音机，1953年在成立收音站时已有两台收音机。早在收音站时

期，就开始了群众性的收听活动，随着无线广播事业的发展，不少单

位和个人开始自买收音机，收听中央和省台的重要新闻，到1962年全

县收音机已发展到11 o多台。到七十年代收音机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

规模，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发展，科学进步，

城乡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对文化生活要求迫切，使收音机迅速普及．

据抽样调查统计，到1985年底全县收音机约达1 5200多台(据l 985

年l o月县站在川原新民村委会和山区高明村委会．各按当地中等收

入水平抽样百户，逐户进行调查登记，新民村委会每百户中有收音机

68台；高明村委会每百户中有收音机5 1台．这两点调查平均数为每百

户有收音59．5台。按此推算，全县25626户中约有收音机15200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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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广播电视宣传

从收音站建立之日起，广播宣传就是县委和县政府直接领导下

的一个宣传机构，是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农民和基层干部开展政治和

文化教育，迅速地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工具。。它的影响和作

用随着传输手段不断改进和事业建设的不断发展而扩大．五十年代

有线广播宣传工作以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节目为主，启办节目为辅。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实行自办节目与转播上级台节目并重的方

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转向以自办节目为主，以

转播节目为辅．

第一章指导思想：宣传内容和节目构成

第一节收音站时期的广播宣传

1949年解放后，千阳县这个山区小县虽然建立了人民政权，但交

通不便，消息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并没有一下子改变。195 1

年10月省人民政府文委发给干阳县一部五管直流收音机。中共千阳

县委、县人委指定由赵富贵负责管理。从此，这部收音机便成了当时

党、政机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有效工具。白天收

音员打开收音机为干部群众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北人民广

播电台的节目．夜间l 1点以后收音员就抄收中央台的记录新闻，并

把抄收件及时送给县委、县人委的领导人传阅．同时，将重要新闻刻

印成宣传材料分送给区、乡领导传阅．







二十_民政信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