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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会全

传播党和人民之声的大连人真广播电台， 1946 年 1 月 16 臼

诞生后，已经度过 50 个春秋。

她是继延安薪华广播电台之后，在我国解放区最早建立的人

民电台之一，自诞生后从未中断过广播，这在解放区电台中是不多

见的。

50 年，朝朝喜喜、春去秋来，永不消逝的电攘，固自由着大连这

座美哥哥充满生祝活力的城市前进前脚步声，传送着域乡人民能

造美好生活的欢歌笑语。与此同时，她自己也一年年生长、壮大、成

熟。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已经由建立初期的 1 套节目每天播音 8 小

时 50 分，发展到现在拥有人民台、经济台、文艺台、国际转播台 4

套节目每天播音 47 小时，步入全国城市大台的行列。

大汪东去，尽管波涌起伏，但总不停歇，奔腾向前。大连人民广

播电台 50 年历程，虽然有自新， {13更有成功。大连人民广播电台作

为我市重要的传播媒体之一， 50 年来，及时准确地传达党和政府

的声音，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各个历史时期更好地贯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实现党提出的中心任务，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对此，市委和市政蔚是满意的，全市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以史为鉴，渎了这部反映电台 50 年发展历程的史书，获益撞

浅，丛中受到许多启示。

做党、政府租人民的喉舌，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传真理之声，

药时代主旋律，不出"杂音丹和"噪声"，这是广播宣费的根本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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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总在发展，历史不断延伸，广播宣传任务相应在变更，广播功

能逐步扩展，广播传播方式、子段日益进步，不管客现形势和广播

吉身发生如何变化，广播都要当好歌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

连人民广播电台 50 年发展历程，与大连和中国的沧桑巨变紧密联

系在一起。 50 年来，在大连这块热土和神州大地，革命与建设如火

如荼，搜满壮阔，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憬，座落于蓬勃发展的城市，处

在高歌猛进的时代，大连人民广播电台每一个时期.都把广播话筒

对准时代的欠热生活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模遭人物，传送时代的强

音和大连人的，丘声。在实仔正确舆论导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

虱服务方面，发挥了广播宣传的极大鼓舞推动作用，这是 50 年的

主流。 f旦也有束自"左"右错误路纹的干扰。历史昭示我们:总揽大

局.捏捏导窍，当好啦击，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是电台的立台之

本，是广播宣传的灵魂。

改革是广播宣传和广播事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人类发展史

是一部改革史。改革是除弊兴利，改革是革故崭新。大连人民广播

电台 50 年，也是在不断改革、桂陈出新，仅在广播宣传方面就有 6

次大的改革。每一次节目改革，都给电台注入薪的活力，为广播宣

传带来新的气象。广播的结盛期，往往是改革的活跃时。 i可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摞头活水来 ο 改革使广播节吕除i日布薪，改革娱发了

广播工作者的奋发进瑕精神，改革结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

动力。唯育改革，才有突破，才有宜。薪，才有发展。当然改革是革除

旧习，开拓新路.不会一飘民u嚼，改革之路荆棘丛生，有时还要冒着

风险，这就需要镜;苔，需要勇气，需要毅力，需要智慧，需要科学态

度￡只要aß暗方向，英勇无畏，坚弱不拔，科学运筹，就能在开拓新

路上攀登无限风光的蜂巅。

不断探索和运用广播的传播规律，开发和展示广播的独特住

势，广播就会有强盛的生命力和大有用武之地。报纸、电视、广播三

大传媒有共同的性贵、宗旨和岳务J亘传播手段不同，又有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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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和优势。坚持广播自己走路，在不断探索中掌握驾驭广播规

律，控据广播潜能，发挥广播特长，广播的优势是其它媒体不可取

代的。"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员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

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飞近些年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各

家电台的广播改革，使广播的潜能相忧势得费有效的发擂，广播走

进樨暗花明的新天地。广播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大有希望。广播

工作者完全有信，丘，以强烈的使命惑，运用具有强特先势的传播手

段，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更好地反映变革的时代风貌、

现代化建设的壮举和人员群众创建两个文明的伟大实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部台史主己录了大连人民半个世纪的辉

煌征程，也亥1印下了广大的广播工作者勤奋和艰辛的足迹。这部台

史也是薪老广播工作者忠于职守、锐意改革的缸业史。值 50 属年

之际，我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大的广播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慰

碍。

史鉴谙理、史鉴明志。这本《新声》史书，枚集大连人民广播电

台各个时期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攘括地反映了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的 50 年发展历程，忌结了历史经验，对今人对后人都有极为重要

的研究价值和启迪作培，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世纪之交，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度过 50 岁生日，进入第二个

50 年后，很快就跨入 21 宦纪，百年生 S iE垣下一个世纪中叶。这

50 年，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大连，都是更坦充满希望的重要历

史时期，任重市道远。已经进入成熟年龄的大连人民广播电台，肩

负着历史重任，一定会在伟大的时代谱写更加光辉的篇章。

1995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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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播人民革命胜利的声音

(1946~1949) 

大连地区广播事业.是 1945 年 8 月吕本投降后，在接受日本

大连中央放送局的基础七建立起来的。

日本大连中央放送局建立于 1925 年 7 耳。 1936 年 10 是迁至

理台址(大连中山公园立制)。是臼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大连

人民的舆论工具。

根据国民党政府和薛苏联政府 1945 年 8 月签订的《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等规定，苏军先头部队 1945 年 8 月 22 日开进大连， 24

日进驻日本大连中央放送局.派兵把守，广播捍止。

1945 年 11 月 8 旺，大连市政琦正式成立。 12 月上旬，中共大

连市委(当时党尚未公开〉摞康敏庄、自全武等，在苏军代表李必新

少校陪同下，以大连市政府名义接管了日本大连中央就送局。当月

19 EL 中日双方签署交接手续。接管后，即着手筹建人民广播电

台，定名为 z大连广播电台。中共大连市委任命康敏庄为台长。成

立中共大连广播电台党支部，康敏庄任书记。

为保肆人民电台尽快建立，在原日本大连中央放送局王作的

中国人员，凡继续上班的 i一律留用。由于技术人才缺乏，原技术课

(技术科)的日本人员大部分留用，并任命黑技术课长藤原利喜为

技术科长，还留用了两名哥本女播音员和 1 名编译中文的记者。另

从社会主招辑部分人员，充实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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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 多天的筹备，大连广播电台于 1946 年 1 月 16 日正式

开播。呼号:XGTR ，搜长: 281. 7 米，频率: 1065 干赫，发射功率:l

干瓦。开始由为孙瑜作词、聂耳作曲的《大路歌》。

大连广播电台开播的第一篇稿是台长康敏庄撰写的《和听众

克面的话》。这篇文稿向全市人员宣告"我们广播的总方针是为人

民瑕务。在这个方针之下，我 ffJ要使大家从我们的广播中听到真实

的消息，获得进步的知识.享受正当的娱乐。"这篇广播稿确定了广

播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大连广播电台是我党领导下早期创建的人吴广播电台之一。

建台辑期由于当时大连所处的特殊地位，没有受战争的影咱，开播

以言，从来中断播音，在 3 年解放战争期间，是延安 陕北新华

广播电台和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得力助于。

1947 年 4 丹 3 司，族大地区成立关东公署。大连广播电台于

同年 5 月 1 日改称关东广播电台。

1948 年 1 月，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扩大对海外宣传，开办了短

波广播。每天晚上，中、短波广播各转播一次陕立新华广播电台节

昌，进一步扩大了覆盖面。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居西亚、美国、巴

西等堕家和地区，也能收呀到大连电台的节目。

1949 年 4 月 1 日，大连地这党公开。关东广播电台改称大连

新华广播电台。

1949 年 6 月 20 日起，每天转播 175 分钟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节吕。

1949 年 7 月 14 13 .按照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指示，大连新
华广播电台改称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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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筒史

广播宣传

大连广播电台开播时，每天播音 8 小时 50 分钟。节吕有 z新

闻、对事新闻、地方新闻、政治材料、政令传布、儿童妇女青年、名人

演讲、苏联介绍、日语时间、音乐、西洋音乐、潜艺等节司。另外，还

转播莫斯科电台的华语节吕和俄语节司。

1946 年 6 月和 11 月两次调整节目，每天广播时间增加到 11

小时 40 分钟，新增办《时诠介绍》、通讯、抗战故事、讲莲等节目。

1947 年 3 月调整节目时，晚间广播时间延长到 O 点。增办《文

艺讲座》等节目 o

1949 年 6 月调整节目，转播北平薪华广播电台节目。

一、新闻节目

大连广播电台建台，正擅自共重庆谈判和 3 年解放战争时期，

也就是决定中吕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关键时期。大连人民对国

内、雷际形势十分关心。当时，国民党分子翻造各种谎言迷惑广大

人民。为使人民获得真实的消怠，建台伊始，每天都准时抄收延安

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选播新华社电讯稿。在每天长达五、六

十分钟的新黯节目中，及时宣传国内外大事。一开始，便与国民党

的反共宣传展开针锋梧对的斗争，彻底揭露国民党敲坏停战协议，

大举进程解放运的罪恶事实，并及时报道全国人畏声势浩大的反

内战、反抗饿、反暴行的斗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睡打退敌人进

攻，取得节节胜利的喜讯。由人民说明内战真相"中国人罢，为了

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强立，司吕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 8 年之久。

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分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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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百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自各阶

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分石划外，再无出路"((<中墨人民解

放军宣言归。

为进一步提高时事新闻的时效性， 1946 年 6 月，在新黯科成

立报务股，直接抄收新华社电讯稿。同时，及时播发新华社针对时

局发表的社论、评论。 1947 年后一个阶段，还提据薪华社电讯葡，

撰写了许多广播评论。这些评论，或阐述人民革命战争某一胜科的

重大意义，或揭穿美蒋阴谋，驳真谬论，都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广

大人虫。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尤其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

役当中，捷报频传。对这些捷摄"号外"髓收槌发，在正常节目中反

复插播。尤其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敦促杜幸晴等投降书》、《将革

命进告到底》、《南京政府向何处去。、<<1每全国进军的命令》等，更

是反复广播，大长了人民的斗志，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在集中主要力量办好时事新闻的同时，在《政治材料》、《名人

演讲》及各对象节目里，向广大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教育。首先，

大力宣传了中国革命租中盟共产党;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页史和抗

战中敌后各拭目根据地的靖况，以及八路军、新国军租东北抗日民

主联军的战斗故事。旗朝鲜明地宣传了党的"建立强立、自由、民

主、统一租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

在专设的《苏联介绍》节吕里，剧也较系统地分绍了苏联十月

革命、苏联各加盟共和墨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以及苏联红军

战斗故事等。

在日本帝国主义 40 年殖民统治下，大连长期与祖国隔绝，民

族文先被摧残殆尽。虽然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很强蕉，但很少有人

了解抗战真相和我觉我军在 8 年抗战中的伟大功绩。加上E本投

降后，国民党分子先于我们两个月到大连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反共

反苏宣传，使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受到影响。另外，当时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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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区进入大连的干部，多是来自抗日战场，长期生活在农村，不熟

悉大壤市。不少群众认为这些干部很"土气不相信共产党能管好域

市。在这种情况干 .J:述所有广播宣传，像久旱春雨一样，对帮助人

民正确认识国共两党本贯，了解我党政策，识破国民党的诽谤宣

传，消除盲吕正统观念，从商紧紧团结在中医共产党周围，积摄慑

复和发展生产，全力支援解放战争，无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大连解放初期，斗争彭势摄复杂。国民党不断派遣党政敌特人

员向大连地区渗透。目本法西斯残余势力不甘灭亡，造谣惑众。国

民党不仅从海上封镇旅大，还派遣美械蹄从陆路封锁兹大。大连地

区缺吃、缺烧，人民生活比较困难。大连市内的社会治安也不好，有

搞踱坏的，有打黑栓的 o 国~党要接收大连的谣言四起。

我觉冷静、玩着边，及时做出重大决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

难。 1946 年 7 月 7 日中共放大地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大连住宅调

整运动的决定))， X;J全市住宅进行了 3 次调整，使长黯住在贫民窟

垦的1. 6 万户劳苦大众，搬进了原先 E本人居住的好窍。住宅调整

运动是对全市人民，特别是时广大劳苦大众进行的一次最实际的

翻身教育运动。

为粉碎富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最委从 1947

年起，领导全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慰的大生产运动。当年将 12 万

亩官有土地分配给了1. 9 万户贫苦农民，并发动组织生产互助运

动。

同时，进行民主改革、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开展识字运动等。

对此，电台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都尽力派出记者做连续跟踪

摄道，使听众每天都能从广播中听到电台记者采写的有关消患。当

时任记者的程美光，还深入采访，广泛搜集材料，编写了大连电台

第一部广播愚J<< 搬家)).由播音员直播出去，受到听众欢迎。很可惜，

当时没有录音机，没能窜下录音。大连电台第一次播放的录音新部

"庆祝抗战胜利用年纪念大会"，是 1946 年 9 月 3 日利用从自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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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中央鼓送局接收过来的徨笨重的唱盘式铝片录音机录制的，这

种录音祝一次只能录 3 分钟，质量很差。

为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电台充分利用了地方报或

"大样"。同时，积极邀请普通劳动群众和模范先进人物到电台广

播。让他们通过亲身经历，畅谈自己对民主政府(当时不便提共产

党)的感激和翻身做主人的惑受。如在最瑕苦时期在大连第一个组

织生·产自救的挑粪队队长白玉江，战胜困难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

铁路工厂工人薛吉瑞，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的劳动英雄赵振声，

度量衡工厂工人识字模范芳j梅兰等，都经常到电台广播。据不完全

统计，到电台广播的劳动群众， 1946 年 1 年就有 102 人次。

曾任大连市哥市长的侄仲夷同志.在纪念电台一周年专刊上

题词"大连广播电台有效撞提高了藏大听众的政治觉悟，帮助了

被压迫群众的翻身运动。"

1948 年 11 月，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阶段。辽法占主投胜科，东

北全境解放。党在放大厨进行的各项建设工作，均获得了重大成

就，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戒信。 1949 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

央、东北局决定旅大地委改为中共旅大区党委。同年 4 月，族大这

党委公开。广大人民欢呼雀跃。紧接着，又迎来了一个盛大节目

1949 年 9 月 18 司，大连工业展宽会开幕了 i

这次工展，不仅展示了大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工

业建设得到恢复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展示出中国工业发展的前

景。这是一次人民力量的大检阅。

为充分宣传这次人民力量的大栓阁，以副台长俞但为苔，抽调

得力记者组成报道组，全力以赴。通过实况转播、消息、通讯、特写、

录音报道、评论、讲话等各种形式，分茄详细介绍了全部 16 个展馆

的情况。

整个工展报道，生动活拨，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大长了大连人

民的志气，进一步增强了人虱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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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播到 1948 年 6 月期间，大连电台还设有《日语时间》。这

是专为在大连等待遣返回富的日本侨民设置的。

大连解放当时有 20 万日本桥民。但原有的目文报刊全部封

闭，婷办了。大连地区约有 6 万多台收音机，半数左右在自本人家

中。广播是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途径g 因此，大连电台决定

办《自语时间》节目。每天广播两次，每次 30 分钟。内容有 z市人民

政府对日侨的政策、通令、大连地方新闻和新华社播发的国内外时

事薪闻及评论。

整个节昌，由精通吕语的白全武掌握，留用的日本人麻生练太

郎编译，日本女播音员斋藤和原西直播。这个节目，不仅大连日傍

喜攻收畴，在日本本士也割有不少听众。

随着大部分司挤黯续回国，从 1947 年 3 月 15 日起，每天减少

←一次广播，增加转播一次莫斯科电台的 B语节目。 1948 年 6 月，第

三批 B 侨遣返岳，<<日语时间》节昌停办。

二、文艺节E

接收日本大连中央放送自后，出姜毅负责，及时清理了厨有唱

片。京国唱片:射出宣传封建迷信和有争议的部分手评剧唱片:<<马

寡妇开店》之类，→律疫除;歌曲唱片:一扫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只

留下聂耳、任壳、洗星海等佳作的电影歌曲。经过这样一番清理，能

在广播中使用的唱片就不多了。其中，有的唱片，两三天就能轮放

上一次。

外国音乐唱片是大量的。内容严肃的古典音乐部分都在广播

中使用了。因为量多，能播一个月左右不重复。

不久，购进一挝苏联音乐唱片，及时在广播中增加了苏联革命

群众歌曲、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加上从旧物市场买主。一部分外国

古典音乐和京剧唱片，逐步费解了循环周期短的紧张状况。

1946 年 3 月.以沙蒙同志为领导的东北文艺工样理来到大

连。这个匪的阵容十分强大。戏翻演员中有曾在延安演出《兄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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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商闻名前边区文教英雄王大化，有著名电影演员张平 z搞音乐

韵有来自延安"鲁艺"的X-tJ织、黄准等。他们演出了好几场反映中国

抗百战争能后及当时东北地区斗争形势的戏剧和音乐会。他们提

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带来大连可算是大连文艺生活中的大事。

电台现场转播了他的首场演出的、自主tJ炽撞挥的《黄河大合

唱))，相继又转播了歌剧《白毛女》、《血捂住))，话剧{( [3出》等。他们

以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表演，在大连市民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大

连电台的文艺节吕也随之充实和改善了。

大连青年对 30 年代的革命群众歌曲和解放区抗战歌曲感到

极大的兴趣。深刻感人的革命群众歌曲，使大连人的耳吉为之一

新，为之一握。电台趁这大好时挠，与沙蒙商量在电台教唱革命群

众歌曲。他当即决定振从延安来的李百万(在电影《白毛女》中饰演

大春〉和另一住同志到电台教唱。电台从甜近的实验小学找来JL位

同学学唱，竟一趟打响，教唱新歌的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可惜的是

直到 1949 年初才有录音机，东北文工嚣的精影演出租活动没能留

下任何录音资料。

东北文工嚣在连期闰，电台与文lj炽商量，为了在大连撒下更多

的新音乐的种子，捷它在这块土地上生提发芽，电台与东北文工团

共同举办了短期音乐班，结束后又组建了业余合唱臣，人员由电台

组织，刘炽负责指挥训练。这样，很快组建了一支海星合唱团……

为丰富革命文艺节目，电台还请曲艺界艺人何少亭、孙来奎、

卦桂凤等，到电台说唱新撞子。如《青年近卫军》、《薪儿女英雄传队

《孟祥英翻身》等。电台还到许多学校组织学生到电台演唱革命歌

曲。

1947 年以后，又先后组建了播音剧团、儿童业余广播慰吕。他

们经常到电台广播。

这期间，大连电台有对得到解放区作家写作的剧本，就试验着

用广播剧的形式播出，演员全是大连电台的播音员。值幻本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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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演员，何况有几人还参如过屈居活动。所以，演出相当成功。如

演播过一出宋之的写的讽刺国民党锦国大竞选丑剧的《群猴》就很

成功。还演播过《刘胡兰队《库利申科大队长》等，都受到好评。

所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广大听众的文娱生活，使他的真正享

受到了正当娱乐的欢快。

大连电台的文艺广播，冲破了当时大连文艺的一片沉寂，扫荡

了残存的孽靡之音，传播了革命文艺，为撮兴大连的文艺事鱼做出

了贡献。

大家办广播

壳、无线广播完全是件"新事辑飞起大连电台全体同志牢记党

和毛主席教导的，一靠觉，二靠群众。于是，提出了"大家办广播"的

口号。

那时，绝大部分人都担电台单纯看成是娱乐工具。各级党政部

门也不了解广播电台的性质和作理，更想不到如何积极利用广播

宣传党的政策，撞动各项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大连电台不断进行

广播自身的宣传。广泛开展联络活动，用口头和书信向大家〈主要

是各级子部〉解释利用广播宣传教育群众，直接胃群众见面的作用

和效果，反复介绍了地方广播电台的职能。当时着重宣传了五个方

ITiî内容=

一是请各有关方面把大连电台作为传播政令，贯彻政策，宣传

租组织群众孰行政令的有力工具F

二是各行各业都可以提供新闻稿件，大连电台能迅速普遍地

(不识字也能听)传播新闻消息，介绍薪人新事新成就布新经验;

三是请大家来电台作报告、5年讲座，使大连电台成为集中西又

广泛的空中社会大学 z

因是欢迎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到电台来演戏、唱歌、奏乐，

运用大连电台作为充实和提高大连地区人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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