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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鹅1年4月在武进召开的长江巾下游广括文艺协作会r984q：春季交流会台场

湖塘镇人民广播站机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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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夺志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系统地记述本县广播事业的历史情

况。

2．本志纲目按章、节、目排列，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全志共

4举20节，横向安排，纵向记述。

3．本志历史纪年。1 949年4iyJ 2 3日武进全境解放前以当时朝代

汜法，加注公元年份；之后则用公元纪年。

4．本志所涉县境地域，均以当时所辖为准。 ．

5。本志上限为民国2 1年(公元1 932年)，下限原则至1 985年，

志酋大事记部分垒1987年。

6．本志以语体文记述，加用标点符号。志中数字均采用阿拉伯

数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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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任何一行事业，只要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成，它就具有生命力。随着

时代的前进，虽然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曲折和困难，但总是会跟着行进的脚步，不断前进

的。我县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史，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县广播电视事业，主要是有线广播。无线和电视广播

是受益地区，尚未形成主办单位。有线广播事业的创建，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新中国正

在顺利地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建设农村有线广播，被列入《农业发展纲

要四十条》。要把党的宣传工作深入到农村，要发展农村经济，都需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宣传工

具。我县有线广播事业，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创建起来的。在当时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有线

广播的出现，的确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新鲜事。一只舌簧喇叭，挂在露天社场上，广播声音一

来，全村有几十个甚至上酉人走拢来收听。到处出现的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有线广播是深

受群众欢迎的。在六十年代初，有线广‘播是恢复和发展时期，我曾亲身走遍全县几十个公社的

乡村，实地了解到有线，“播征农村中出'jff-用，以及各地在恢复发展有线广播事业过程中的困

难和问题。农村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无不抱着迫切的心情，要求恢复和发展有线广播。我

们的有线广播通到那里，那里的干部群众，就象办喜事一样，出人出力，帮助打洞竖杆，搬

运器材，送茶留饭。喇叭一响，全村群众奔走相告。走亲访友，也把通广播作为喜事相报．

正由于广播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喇叭数从1956年初创时的200多只，发展到三十年后的28万多

只。中问虽曾受到过一些曲折，但一经克服困难，又以迅猛的势头发展起来。

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除了与农村经’挢的发展密切相关外，党政领导的重视是关键之一。

有了党政机关领导的秋极性，又有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事业就能展翅腾飞。当然，对我

们从事广播二L作的同志来说，这还是外因，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内因。外因是要通过内因起

作用的。例如，我们把j“播线通到全县千家万户，日长时久，群众欢迎不欢迎，还要看我们播

出的节目内容，他们喜欢不喜欢听。掂调查了解，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最欢迎的，一是新闻

节目、国内外大事、县内大事(包括党的方针政策)、新人新事、生产经验、经济信息。二是

为听众服务。特别姓天气预报，农民群众在安排生产生活时，一天都不能缺少．有些地方，由予

广播不通，批众听不到天气坝报，在农事收获季节因此而造成损失的，时有所闻。正如农

民崭说，一户通广播，全村都受益，一家通广播就成为农村消息灵通之家，成为全村的气象
预报站。三是活跃农村文娱生活。在劳动之余，能从广播里听儿段戏曲、曲艺，对消除疲劳、

活跃情绪，都起着有益的作用。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广播收听工具，也不象过去那样，光靠有

线广播的舌簧喇叭，半导体收音机、收录机已较为普及I从八十年代开始，电视机也H趋增多。

在这新形势下，有线广播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关键在于我们播出的节目内容能否适应新形势

的要求，能否仍然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我们干这一行工作的同志，近几年来已作了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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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i仅尽力跟上形势，而且帝图魁’龟潮流的前又。从17日骗谱、宣忙形式到为听众眼务

方面，继承创新，闯出一条路子来。武进县广播站L三改为广播电台．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

且是开始走上了。条新路子。这条路将越走越宽广。

有线广播的优点和特点，在于有一条线。这条线要从县到乡、到村、到户，一一直通到全县ff．

百墨方圆的村村巷巷，千家万户。线通到那．坠，广播就海到那里。县、乡党政机关就架通了与全

县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桥梁，用以推进工作、安排生产、组织指挥、宣传鼓动，其作用是不

言而喻的。而且至今还未出现能替代它的工具。由于这条线也出现了很大的难点。从一乡、一村

几公里开始，一步步延伸到全县八千多公里。丽线要生锈，竹：衣杆要腐烂，过去线杆过三年五年

(有的还保持不到这个年限)，即要换旧更新。竖立在田野村头，经受风吹雨淋，：、有人为损坏。叟

维护管理好这条线，确非易事。有些村队，通通断断，断断通通，成为常事。这里也出现一个规律

性，郎始求通，通则灵，继求质量，逐步提高。如线径由细改粗，杆子则从竹木杆到附架水泥电

力杆，到自立水泥杆，形成从县到乡、到村、到户的专杆专线广播网，真正具有独立的传输系统。

为这条线，我们坚守在广播战线的同志，包括放大站的同志，村(大队j业余广瑙维沪员j匀志，经

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才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质量水平。而且网路的整领建设，不能一劳永逸。维

护管理工作，常年部有。在器材供应、经费支出上，也始终是个难点。但有线广播的命运，在相当

程度上，要依赖这条线。愿我们这条线越拉越长，越拉越牢固．是否能天长地久地存盘下去，那

要看我们时代前进的脚步。什么时候，我们的有线广播事监，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出现

了新的足以替代的宣传收听工具，那我们有线广播的历史任务，也就算全部允成了。

我县广播志的编成，是经过相当大的努力的。从搜集资料，到输写成章，许多同志化丁

心血。我们要从史料中找出什么东西呢?我想要找出对今人和后人有用的东西，时巩厨、发展我

们事业的有刷东西。前人在创业期间，是不会有现成的经验可以di川的。我们是踏着前人的

脚步前进的。我有幸在我县广播事业发展的过程畸走过一段路，留一FJL个脚印。当然，我是跟

着前人的脚印走的。象我那样在广播事业上留下脚印的同志还很多。就是现在还有更多的同

志，在踏着新的脚印走路。我寿H信，我们大家走的脚E『多，就会变成一条路，一条广阔的

路。让后来的人，迎着光明灿烂的朝霞，继续前进。愿我县的广播电视事业，越办越兴旺，枉实

现四化的道路上，把进军号子吹得更响。

——2·_·-

刘 振
1 988年8』j



概 述

武进县位于江苏省南部，沪宁铁路和京杭大运河东西横贯中部。县境北临长江。与扬中、

泰兴县相望，东北与江阴县接壤，东与无锡县毗邻，东南靠无锡、濒太湖，南为宜兴县，西则

连金坛、丹阳两县。1949年4月，武进解放，城区建常州市，实行市县分治。

广播电视是一种现代化的教育和宣传工具。民国21年(公元1932年)9月，国民党武进县

党部在县城常州建立了本县第一座无线广播i毡台“武进县党部广播电台”。民国36年3月2{1日，

三民主义青年豳常州分团部又开办r 4常青广播电台” 。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 。武进

县党都广播电台和“常青广播电台”由新华社三野前线分社接管，随后，这两个电台被改建

为。常州入民广播电台”。

19 51年至1955年间，中共武迸县委宣传部和湖塘等区先后设立了收音站，以扩大广播电

台的宣传效果。

1955年，垒县开始建设发展农村有线广播。1956年2月，建立武进县有线广播站，1978年

9月，成立了县广播事业局，198 4年，县广播事业局改为县广播电视站。县站(局)人员从建

i矗时间4入增加到1985年的76人。全县65个乡、镇都设立了广播放大站，有正式职工135人。

另外，全县还有2000多名业余通讯员，700多名业余广播维护员。

在1955年下半年到1960年初，全县有线广播网的发展使每个生粤大队和6l％的生产队通

了广播，收听喇叭效达80'／9只，而且：荐38个公社建立了广播站。1960年和1961年，有线广播事业

受到挫折，全县真正响的广播喇叭减少到2 324只，公社广播站也仅仔西夏墅、罗溪、小河等少数

几个。l§62年后，有线广播事业得到有计划的恢复和逐步发展。1965年上半年时，入户广播喇

叭已有259i0只。1970年，全县广播喇叭迅速增加到2 4万多岁{o 1969年下半年至1973年春，

建成了县站至各放大站的6对广播专线，使全县基本形成了以县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

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后来，有线广播鸥事业硭设重点是整顿公社以下

广播网路，尤其是1981年后的规格化整顿，使全县广播网路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县广播站是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新闻宣传机构。在转播上级电台重要节目的同时，县广播

站紧密结台县委、县政府在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广大农村听众的需要，努力办帮具有武进特

色的新闻性、知识性、文艺性、服务性的广播节目。1956年，县广播站初建时，全天播音905}钟，

自办《武进生活》幂l《天气预报》：讧目，1978年5月，全天播音时阃有8小口丁多，自办节目时间

3个小时。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后，县站广播宣传工作不断进行改革，认真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宣传科学知识，丰富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为，一大听众生产、生活服务，为全县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了贡献。1980年届，县站每天自办节目时间达6个小时，文

艺节目则全部自办。1985年自办文字节目有《武进新闻》、《武进简讯》、《农村生活》、《青

年生活》、《科学知识》、《听众来信》、《政策与信息》及《天气报告》，文艺节目设有《农

一3一



村舞台’、《听众点播》、《文学节目》等18个。1983年至1985年，县站每年收到的来稿都在

2万篇以上，用稿8000多篇。

本县尚未主办无线广播和电视广播，但由于常州市和邻近县市广播事业的发展，中央台

和江苏台的节目巳能覆盖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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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32年

9月，国民党武进县党部建立‘武进县党部广播电台’．

1947年
3月2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常州分团部开办。常青广播电台’。

1949年
4月23日，武进县全境解放。当天，新华社三野前线分社接管。武进县党部广播电台’和

。常青广播电台。。

1951年
2月，中≥乓武进县委宜传部设立收音站。

1955年
lo月，根据县委决定，周叙九等人开始筹建。武进县有线广播站’．

1956年
2月l 1日，武进县有线广播站开始正式播音。全县有收听喇叭120多只。广播站每天晚

上播出一次，每次1个半小时，以转播中央台和省台节目为主，自办L5分钟的综合性文字节

目《武进生活》。

3月“日，武进县人民委员会公布成立武进县有线广播站，并明确县有线广播站为县人民

委员会的直属事业单位。

下半年，县广播站自办节目增设《武迸新闻》，每次时间15分钟。

10目，潮鳙镇建立广播站，既转播县广播站节目，又自办节目。

1957年

5月，县广播站到常州市邮电局间架设了4对广播专线。县站广播信号传送到邮电局后再

经电话线路通至全县。

7月2日，武进县人民委员会向湖塘、奔牛、横林镇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予在街、镇上试行

收取收听费等问题的通知”，决定从7月份起在这3个镇试行收取广播收听费。

下半年，县广播站在奔牛、湖塘、前黄等地设立增音站。

io月7 f=：i，武迸县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卒县有线广播管理闽题的布告。

l 9 5 8q三

2月和5月，县广播站先后开设了‘武进县有线广播站服务黟”釉。武进厂播器材厂”。

⋯5～



服务部在年底并入武进广播器材厂。

lO月，全县共成立40个人民公社和1个县弱镇。年底时，有3s-?公社建立了广播站，转播敬

大县广播站信号。

1960年

8月，县广播站的机务、线务人员合并到县邮电局，有线广潘的事业工作由邮局负责。

12月，武进广播器材厂并入常州无线电一厂。

196i年

4月10日，武进县有线广播站合并到常州人民广播电台。

12}3 12B，中共常州市委决定将原合并的常州人民广播电台和武进县有线广播站分开。

12月20日，县广播站恢复播音。

年底时，全县广播喇叭减少到3382只，真芷响的仅2324只。公社广播站也只剁下小河、四复

墅、罗溪等少数几个。

1962年

2月，县广播站贯彻江苏省第四次广播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1959年以来广播工作的经验

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顿巩固农村有线广播灼措施。

县广播站开始在全县建立广播通讯网，发展通讯员，并开始油印出版不定期刊物《武进

广播》．

196S年

11月28目，武进县人民委员会批转县广播站《关于加强广播工作的管理、建立』争余线

务员队伍、开展喇叭收听费工作的报告》。

1964年

5月11日，武进县劳动局和县广播站在《关于配备公社、大队业余维护员的联合通知》中

提出公社放大站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大队业余维护员，使全县有线广播能形成县站、公社

放大站和大队业余维护员队伍组成的三级管理网。

1965年

6月底，全县843个生产大队中1拘623个、9777个生产队中的7200个通了广播，广播线路

巳有2860公里、入户喇g)t,25910只。

1966年
5月，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全县广播系统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下半年，县站

停止执行稿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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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3月，县广播站由解放军4105部队实行军管，直至次年4月。

1968年

4月2日，武进县人民广播站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立。

1969年
5月8日，武进县革命委员会转发中央财政部军管会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组。关于农

村广播脚经费开支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69年1月起不再向群众收取广播收听费。县广播站

和公社广播放大站的日常事业经费分别列入国家预算和地方财政。

8月，县站自办节目全部改用普通话播出。

lo月至12月，架设成县广播站至湖塘、漕桥两区范围18个公社和1个镇广播放大站的广播

专线，这是县站与放大站间架设的第一条广播专线。

1970年

7月，县革委会和各区、公社、大队均成立了大办农村广播网的领导小组。在两个多月时间

里，全县上下大办广播，使入户喇叭总数增加至1J24万多只。

12月24日，中共武进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复同意由王成智、李静芝、奚全珍等3人组成县

广播站首届党支部委员会。

1973年

2月，第六条县广播专线架成，这条专线是县站到新桥区范围8个公社放大站的。这样从

县广播站至各放大站间则均由专线传输广播信号。-
． 5月14日，县站全天播音时间增加到8 d'时25分，其中自办节目时间3小时。

1974年

11月2日，县革委会革命生产指挥组同意县广播站在8个区分别配备1名专职线务员，

负责县广播专线的日常维护工作。

1975年

3月，李静芝代表县广播站出席了江苏省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代表大会，县广播站被江

苏省革命委员会表彰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1977年

8 B20日下午，村前公社广播放大站职工华云南在更换往圩上大队的一段广播线时不慎

触电死亡。

1978年

3月1日，县广播站恢复实行稿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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