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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一)

黑龙江省地处中国东北边疆。1923年春，设在哈尔滨的东三省无线电台

开始试办无线电通讯业务，把电报通讯从军用中分解出来。副台长刘瀚用军

用马可尼野战电话机改装成广播发射机，自装话筒和收音机，进行无线广播

实验，获得成功，并开办了临时广播。1925年8月开始进一步改装发射机，提

高功率，准备正式建立广播无线电台。

1926年10月1日，由中国人创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

——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正式播音。它的呼号是：XCH，发射机功率100瓦，

波长280米，广播频率1 071千赫。广播无线电台的创建者刘瀚被任命为哈尔

滨广播无线电台台长。台址设在哈尔滨市道里外国八道街18号(今端街16

号)。 ．

这座广播无线电台是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批准成立的。同时，成

立了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事务所，颁发了《广播无线电管理条例》、《装设广

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运销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对无线广播事业实行

有效的行政管理。

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是在无线广播进入人类社会20年，广播进入实用阶

段15年之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情况下诞生的。它体

现了中国人民自立自强，以勇敢和智慧维护国家主权的精神，标志着中国无

线广播光荣地矗于世界无线广播电台之林。刘瀚就是中国创建无线广播的先

行者。 ‘：

1931年“九--A一事变后，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刚刚兴建不久

的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工具；‘沦陷期间，在黑龙江
一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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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先后建起了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黑河、富锦、北安、东

安等8座放送局(广播电台)。这些放送局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用以宣扬他们的

侵略企图和对中国广大群众实行奴化教育。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除哈

尔滨、齐齐哈尔2座广播电台外，都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彻底破坏。

f，一、
＼一／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随同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的中国共产

党代表刘亚楼，于8月20日，在苏联红军协同下接管了日伪哈尔滨中央放送

局，．将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改名为哈尔滨广播电台，并于当日播音。哈尔滨广

播电台发射机功率1千瓦，广播频率1 055千赫，波长285米。这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第_座地方广播电台。

哈尔滨广播电台诞生后，在刘亚楼、李兆麟、张观的直接领导下集中力

量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时局的主张，．宣传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政策。

1946年4月23日，嫩江军区部队在辽北军区部队和东北民主联军一个

旅的配合下，第二次解放了齐齐哈尔，嫩江省政府派洪涛接管了被国民党

。中央先遣军”劫持的日伪齐齐哈尔中央放送局的广播设备。经过维修组装，

于5月1日建成了齐齐哈尔广播电台，并开始播音。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发动了全面内战。进入东北地区的国民党

军队大举北犯，先后侵占了四平、长春。5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把

哈尔滨广播电台迁移到佳木斯市。不久，改建成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于9月

23日开始播音。

为了抵制国民党长春广播电台对黑龙江地区广播电台的干扰，1947年

春，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在哈尔滨市重建1座哈尔滨广播电台，4月20日开

始播音。同年，在群众要求下，中共牡丹江市委发动群众自筹经费办起牡丹

江广播电台，8月15日开始播音。这样，在黑龙江地区建设了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4座广播电台。这些广播电台，对东北解放区的反奸清算、剿灭土匪、

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建政建军、宣传战绩、揭露敌人、瓦解敌军等工作，都

起到了强大的宣传作用。同时，也为人民广播事业建设和管理积累了经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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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一大批广播技术和编播人员。

1948年春，在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从佳

木斯迁回哈尔滨，与新建的哈尔滨广播电台合并。5月初，以3．5千瓦功率

的短波和1千瓦功率的中波同时播音，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广播的宣传效力。7

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在哈尔滨市召开第一次东北地区广播工作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台(含哈尔滨台)、安东台、齐齐哈尔台、延吉台、吉

林台、海龙台、通化台、牡丹江台等各广播电台的台长和技术负责人。会上

讨论了东北地区广播电台统一领导和宣传工作问题。7月9日，中共中央东北

局作出《关于统一广播电台的决定》，规定全东北解放区各广播电台统一归东

北新华广播电台领导和管理。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成为东北地区广播事业的领

导和管理机关。这项统一领导和管理东北地区广播电台的决定，不仅创建了

人民广播事业管理体制的雏形，更重要的是在当年秋冬东北战场大决战中，有

效地组织和调动全东北地区的人民广播，配合解放战争进行了强大的宣传攻

势，对东北全境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2月5日开始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分

批从哈尔滨迁往沈阳，留在哈尔滨的部分仍称哈尔滨新华广播电台，并继续

播音。
。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宣传的需要，从1947年4月起，哈尔滨、齐

齐哈尔、牡丹江等市创建了城市有线广播。在市区主要街道上安装广播大喇

叭，及时传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特别是宣传解放战争的胜

利消息，使广播起到了动员人民、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成为党的喉

舌和宣传工具。

1949年2月，根据新华总社通知，黑龙江地区各广播电台广播时直呼台

名，一律取消原英文字母呼号。5月，根据东北新华总台命令，黑龙江地区的

各广播电台，一律改称人民广播电台。

f，=、、～_／，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播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50年3月，全国

新闻工作会议确定：。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方向是以广播为广大人民服务，使

之成为人民的讲坛，新闻的传送者，社会的学校与群众文化娱乐的工具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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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规定“全国

各县、市的人民政府、每个部队的政治机关，都应设置收音员；全国各机关、

团体、工厂、学校，也酌量设置收音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公布的第一个有关无线广播的政令。当时，松江、黑龙江2省各市、县普遍

设置了收音员，大的机关、团体、工厂、矿山以及中等以上学校也多数设立

了收音员，扩大了广播宣传效果。

在广播事业向前推进中，哈尔滨、齐齐哈尔2座广播电台，于1951年3

月分别改称松江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成为名实相符的2座

省级广播电台。1953年，松江、黑龙江2座省级广播电台的发射机功率均增

大到20千瓦，都安排了比较固定的时间播出节目，加强了对政令、新闻的宣

传，大张旗鼓地宣传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过渡时期总路线等内容。同

时，全面认真地执行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

播》节目的规定。

为使广播延伸到农村，1952年底，松江省建立起第一个深入农村的延寿

县广播站。扩大机输出功率100瓦，带喇叭1 200只，在今黑龙江地区开创了

农村有线广播的先声，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传送新闻信息，活跃

农村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东北行政区撤销后，松江省与黑龙江省于1954年8月1日合并为黑龙江

省。原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与原松江人民广播电台合并为新的黑龙江人民广

播电台，台址设在哈尔滨。留在齐齐哈尔的部分人员、设备，改建成齐齐哈

尔人民广播电台。1957年9月，经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黑龙江省广

播事业管理局，统一筹划管理全省广播事业建设。1957年秋，黑龙江省人民

委员会批准在哈尔滨市郊成高子建设黑龙江省无线广播发射中心——九O四

台。1958年3月，在哈尔滨市中山路117号破土开工建设省广播电台播音馆。

1958年12月，继北京、上海之后，黑龙江省广播事业局自制设备在哈尔滨建

立起中国第三座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前身)。1958年——

1960年期间，在省的统一规划下，陆续建立起牡丹江、伊春、佳木斯、鹤岗、

双鸭山、鸡西6座市(地)级人民广播电台。在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推

动下，黑龙江省农村有线广播有了很大发展。到1959年全省共建起有线广播

站1 371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90％。

1960年以后，在三年困难时期，黑龙江省广播电视事业也面临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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