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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1949--1993)于1999年

出刊以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补》(1994--2001)又和大

家见面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搞志补呢?原因在于《北京

志·广播电视志》一书2002年刚刚完成初稿。这本志书的

上限为1927年，下限为1993年。为了把下限以后的内容

补充进去，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决定，下限后的1994年到

2001年以“大事记略”的办法写成志补，放在志书的后面。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电台年鉴编写组的同志们放下手中编

写年鉴的活，全力投入志补编写工作，在历时半年的时间

里，对初稿进行了三次修改，圆满完成了《北京志·广播电

视志》编委会交给的任务。这本志补的时限虽然只有8年

(1994年至2001年)，但她对全面了解北京电台近年来的

变化却提供了诸多方便，因此经编务会研究，同意另行出

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补》一书。

前面已经说过，这本志补采用“大事记略”的方法，记

述的内容包括宣传、技术、事业建设的重大事项，以及体制

与机构改革和单位领导班子一览表。在写法上，以时间为

序，按大事概述的写法，力求简炼，只要求表达清楚事情发

展的规模、概貌即可。这完全是按照《北京志·广播电视

志》编委会的要求撰写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补》(1994--2001)包括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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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第一部分是大事记略，第二部分是1994年至2001

年大事记。由于水平有限，肯定会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诚

恳欢迎全台干部职工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2003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事记略

第一篇大事记略
1994年至2001年，是北京电台加强专业化系列台建

设、不断深化宣传及其他各项改革的8年，也是北京电台

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的8年。

第一章广播宣传概要

一、专业台的建设与管理：

1 994年

4月1日，北京电台创办的第6个专业台——北京文

艺台正式开播，使用频率为调频87．6兆赫；每天5：50开

始播音，次日1：30结束，全天播音19小时40分钟。在弘

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宣传基本原则指导下，文艺

台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文艺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传

播文化信息和知识，提供欣赏和娱乐，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文艺台的节目设置，除传统的文学、戏剧、曲艺等节目外，

还安排了一批综合性板块节目，如《闲话京城》、《综艺大世

界》、《轻松时光》、《娱乐广场》等。

7月25日是一次例行的台务会，也是一次重要的台

务会。会上把规范专业台提上了议事日程，讨论研究了如

何使专业台办出各自的特色的问题。会议决定统一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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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补

各专业台的办台方针，经台务会讨论通过执行。会后，在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草拟了新闻台、经济台、交通台、

教育台、儿童台、文艺台和音乐台的办台方针，与此同时，

制定了《关于加强宣传管理，严格按专业台办台方针设置

节目的规定》。随后召开了两次专业台长及有关人员座谈

会，听取意见。10月17日，台务会讨论并通过了“办台方

针”和“规定”，10月18日印发各专业台试行。

12月1日，北京教育台正式开播，使用频率为中波

603千赫；每天5：25开始播音，24：00结束，全天播音16小

时50分钟。至此，北京电台规划中的7个专业台全部建

成。教育台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在教育方面的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报道教育新闻，提供科学文化及社会科学

知识，努力为促进首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的思想

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服务。节目设置以教育新闻、教育专

题以及外语等内容多样的讲座为主体，辅以服务和文化娱

乐性节目。

1 995年

1月1日，各专业台按照编务会审查通过的新节目表

播出，新节目表的节目设置贯彻了《关于加强宣传管理，严

格按专业台办台方针设置节目的规定》的精神。新节目表

的明显特点是各台取消了一批不符合本专业台办台方针

一2一



大事记略

的节目。总台以此为契机，把工作重点由建立专业台转移

到加强宣传管理上。

6月27日至29日，举办第一期主持人脱产培训班，53

名主持人参加了学习。随后又举办了两期，于7月中旬全

部结束。全台160多名主持人全部培训了一遍。

8月1日，编务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由总编室负责

组织对各专业台的节目进行监听；节目科负责日常具体的

监听工作，每周写出一份监听小结，每月写出一份监听分

析报告，供台领导参考。

9月19 13，制定《关于外事外宣管理工作的若干规

定》，规定：外事外宣领导小组为全台外事外宣的领导机

构，领导小组由总编辑、总编室主任、外事外宣科科长3人

组成，总编辑兼组长。

9月19日，台务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获奖作品

的奖励办法》(修订稿)，修订稿较之以前的奖励办法大大

提高了奖金金额。

据统计，1995年全台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奖、

全国优秀广播论文奖达20人次；1人荣获全国百佳新闻

工作者称号。

1 996年

年初，新闻台对节目进行了调整，推出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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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补

1996)、《晓晏温馨俱乐部》、《联想电脑时空》、《祝你健康》、

《三新时段》、《老年之友》、《世界之窗》、《市场广角》、《消费

者之声》等一系列全新的节目。经过一年的努力，大多数

新开办的节目都办出了影响，尤其是《新闻1996)、《晓晏

温馨俱乐部》、《老年之友》、《联想电脑时空》影响更加突

出。经过调整，新闻台每天18个半小时的播出中，新闻节

目占5小时20分钟，新闻专题或板块节目占10小时35

分钟，总计新闻类节目占了全天播出时间的85％以上。

年初，经济台提出了“强化功能，优化节目，更新机制，

整体提升”的工作方针，促使节目更广泛地反映经济，更专

业地报道经济，更直接地服务经济。1996年推出了《消费

者热线》、《经济视点》、《焦点时空》等新栏目，同时撤销了

一些收听率不高的节目。

音乐台、文艺台多次召开听众及专家座谈会，进行调

查研究，探索最佳节目布局。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

音乐台加大了早、中、晚黄金时段中国音乐作品和高雅音

乐的比例，恢复了传统名牌节目《每周一歌》，使音乐属性

更加鲜明。文艺台在办好传统节目的同时，增加了影视

剧、广播剧、曲艺等节目的播出时间，使每周文艺类节目播

出时间达到近110小时，同时还加强了听众参与，使文艺

台的拓色更加突出。

交通台、教育台、儿童台深化节目改革，在服务交通、
—— d——



大事记略

科教兴国宣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8月至11月，开展796(第一届)听评月活动。此次活

动共收到听众来稿近300篇。总编室从中选择209篇编

印了4期《听评月专辑》，总计20多万字。

1 997年

强调专业化办台的第三年，规范专业台的任务基本完

成。经过反复调整，基本杜绝了建立专业台初期存在的节

目设置重复、雷同或不按办台宗旨设置节目的现象。

1998年

1月1日，儿童台合并到教育台。合并后的教育台使

用两个频率播出，即中波603千赫和调频103．9兆赫。

1月1日，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

精神和市委宣传部的要求调整各专业台的呼号。原新闻

台的呼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828千赫”不变；原“北京经

济台”的呼号改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026千赫”；原“北

京教育台”的呼号改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3．9兆

赫”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603千赫”；原“北京交通台”的

呼号改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927千赫”；原“北京文艺台”

的呼号改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87．6兆赫”；原“北京

音乐台”的呼号改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4兆赫”。
—— <——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补

1999年

1月1日，成立文教新闻中心。该中心是音乐台、文

艺台和教育台的教、科、文、卫、体育新闻生产基地，同时也

为新闻台《北京新闻》提供稿件。

1月1日，原教育台调频103．9兆赫由交通台使用，交

通台从即日起用调频103．9兆赫和中波927千赫双频播

出。

1月1日，新闻台推出直播新闻板块《首都报道》；经

济台增加4次《股市快讯》，并推出龙头节目《新闻1026}；

音乐台撤销15个节目，开办了《老唱片——百年回放》、

《歌词纵横谈》、《金色旋律》、《音乐晚餐》等10个新节目；

文艺台增加了文学、曲艺、戏曲、广播剧等支柱性节目的比

例；教育台将教学节目相对集中，精办《教育新闻》、《知识

时代》、《科教纵横》、《生命、生育、生活》节目。台总编室为

促进全台节目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开办了《七台精彩节

目联播》节目。

2月12日，北京电台登录因特网加入《北京之窗》，网

址是http：／／www．beijing—radio．eom。

3月，儿童台机构正式撤销。

4月18日，生活台开播，播出频率为中波927千赫。

每天6：55开始，23：00结束，全天播音16小时5分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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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略

活台以生活服务类节目为主，以娱乐性节目为辅。按照生

活立台、服务为本的方针，以实用、周到、贴近、及时为特

色，围绕衣食住行、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家政料理等内容

设置节目，为听众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000年

1月，经济台为探索进一步深化专业办台，推出了6

套特别节目：《即时行情》、《股市热线》、《国际汇市报道》、

《财经报道》、《今日证券》和《股市沙龙》。经济台的节目设

置逐渐由综合经济向以金融股票和债券为主要内容发展。

7月12日，调整各专业台频率和呼号。调整后，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828千赫”“改呼为“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新闻广播”；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026千赫”改呼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603千赫”改呼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育广播”；原“北京

人民广播电台927千赫”改呼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

广播”；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3．9兆赫”改呼为“北

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87．6兆赫”改呼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原“北

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4兆赫”改呼为“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音乐广播”。

8月20日至9月12日，组织了4期采编播人员业务
—— 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补

培训班，全台共有237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是北京电

台组织的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业务培训。

2000年，全台在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奖、中国国际

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4项评选中共有23个

节目分别获得了26个奖项，获奖节目数量多，档次高。中

国新闻奖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中国广播奖一等奖3

个，二等奖7个，三等奖8个；中国国际新闻奖三等奖1

个；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4个。

2001年

6月21 Et编前会提出：强化频率定位，细分受众市

场，确定目标听众，深化北京台的专业化建设。会上简要

回顾北京台的专业化建设历史：第一阶段1990年至1994

年，为建立专业台的初始阶段；第二阶段1994年到2001，

为规范和提高阶段；从2001年起进入第三阶段，标志就是

正式提出了培养目标听众的问题。

7月1日，北京音乐台恢复全天24小时播出。1993

年音乐台开播时，曾全天24小时播出，后因技术条件限

制，停止了凌晨2：30—5：30的播出。

8月22日，为弥补广播稍纵即逝的弱点，拓展新的传

播空间和渠道，北京电台网站“北京广播在线”正式开通，

网址是：http：／／www．bjradio．eom．cn。网站运行初期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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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略

“新闻中心”、“精品内容”、“节目推荐”、“电台动态”、“收听

指南”、“服务特区”等多个频道，及时播发记者采写的新

闻，忠实地再现7个专业台的精彩内容。

11月16日，北京交通台为了满足下半夜驾驶员和听

众的需要，在技术部门的支持下实现了全天24小时播出。

12月4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北京电台于2002年1

月1日正式在北京有线广播电视网中开办4套有线调频

广播节目。4套节目分别是：古典音乐广播(有线调频

98．6兆赫)、通俗音乐广播(有线调频97兆赫)、教学节目

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英语广播(有线调频97．8兆

赫)。

12月18日，北京交通台在8周年台庆之际获得由中

国方圆委标志认证中心颁发的((IS09001—2000质量管理

认证证书》和《国际认证联盟(IQNet)质量认证证书》。北

京交通台成为国内广播电视行业中首家获得此类认证的

单位。

二、重点宣传报道：

1 994年

7月初，新闻台、经济台为贯彻北京市山区工作会议

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北京市提前三年实现

小康，一定要让城市和山区同步进入小康”的指示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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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志补

别组织赴山区采访报道组，深入山区进行采访。新闻台在

《新闻大视野》和《城乡立交桥》节目中同时播出了“万事具

备东风来”、“边远山区搬迁工程进展综述”、“走出山区办

工业”、“沙梁子乡人的新观念”等14个专题，并推出“山的

回响——加快山区建设、共同实现小康”的系列报道。经

济台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派出25名记者参加的4个

采访组，分别深入到延庆、密云和门头沟3个贫困乡较集

中的区县，行程3000多公里，采访了40多个边远乡镇，共

采写播发了消息、通讯、专题报道、录音访谈等40多篇。

8月至9月，为了搞好远南残疾人运动会的宣传报

道，专门成立了22名记者组成的报道组，由总编辑任总指

挥。新闻台的《新闻大视野》开设了“远南快讯”专栏，《体

育大世界》临时改为《远南运动会专题》节目，并在每次整

点新闻节目中及时插播远南运动会消息；经济台的《1026

新闻一小时》专门开设了“赛场风云”栏目；交通台、儿童

台、音乐台也都开设了《远南快讯》、《赛场内外》等节目；总

编室的《同在蓝天下》节目由30分钟改为50分钟。在远

南运动会期间，全台共播发自采消息150多条，采制专题

报道30多篇，现场录音报道63篇，全面、充分地报道了远

南残疾人运动会的盛况。

9月15日组织专门报道组，开始进行有关国庆45周

年的宣传报道。新闻台《新闻大视野》节目中开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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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国庆45周年访谈录”专栏、经济台《1026新闻

一小时》节目中开设的“北京的辉煌——庆祝建国45周

年”专栏，是全台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宣传的重点节

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的宣传中，全台共播发重

点报道40多篇，推出5台专题文艺、音乐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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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3月，新闻台为宣传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

在“广播实录”栏目中推出一组系列报道《追踪当年老大

难》，反映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饮食、服装、交通、医疗等

行业的变化和成就。这组报道得到中宣部《新闻舆论动

向》的赞扬：“北京电台系列报道《追踪当年老大难》受欢

迎”。

7月至9月，集中力量重点宣传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7个专业台相继开办了3个

专栏、9个专题节目，并在100多个原有栏目中安排了有

关内容的宣传报道。新闻台《北京新闻》节目从7月7日

至9月9日重点报道了北京市有关纪念活动的消息达86

件；在《广播实录》节目中播发了记者采写的《历史不该被

忘记》、《勿忘国耻，兴我中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等专题报道；《社会经纬》节目制作了17套专题，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及史学家谈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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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历史功

绩；《京华人物访谈》节目邀请抗Et老战士谈抗日战争的历

史；《人生热线》节目早在4月份就播出了24集专题节目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七·七”事变纪念日播出了

广播特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9月18日又播出了

“九·一八”特集《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此外还举办了征文

活动，总计《人生热线》播出有关内容的节目共34次，达30

多个小时。教育台从8月7日起开办了20集专题节目

《民族魂》，包括“抗战老区行”、“将军忆抗战”、“抗战歌曲

回忆”、“学者看抗战”、“让历史告诉未来”5个系列。交通

台8月14日至16日播出100分钟的专题节目《在那硝烟

升起的地方》。经济台9月1日至5日播出一组《老区巡

礼》的报道。儿童台开办了专栏《烽火中我长大》。音乐

台、文艺台在此期间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抗战文艺节目。

1 996年

教育台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双休日、学外语、做现代

文明北京人”系列活动。

从3月1日起，教育台陆续推出8套外语教学节目：

《初学英语人门》、《中学英语学习指南》、《卡通儿童英语》、

《每日英语续集》、《英语2000)、(21世纪英语》、《广播日

语》和《科普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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