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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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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真实地记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我们根据现存

的档案资料和曾在县广播站工作过的人所提供的资料，编写了《陇

县广播电视志》。

这本专志基本上包括了县级广播电视部门的工作性质、业务范

围、行业特点、工作程序、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及其变迁史。将

对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县级广播电视事业提供必要的依据。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之档案资料不够齐全，志书中有些章节

内容还不够详尽，其它体例不当、文字不妥等错误之处也在所难

免，请阅者指正。

陇县广播电视志编纂组

1 9 8 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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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陇县广播站的宣传报道思想逐步得到端正。广播站的自办节

目套数增加到六套，具有思想性、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文艺

性，广播功能的多样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这个时期，县站逐步对

新闻进行了改革，基本上做到了“真、短、快、活、强、广”的要

求，录音报道、广播评论逐渐多了，广播宣传的社会效果也相应得

到了提高．

陇县1956年至1985年，有线广播巳建起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

以乡(镇)广播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用线路输送广播信号为手段，

连接全县十九个乡镇、二百三十九个村、一千零七个村民小组、约

1517公里的四通八达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全县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户

和县、乡、村的机关单位共安装广播喇叭35000只。有线广播已经普

及。

19了4年，陇县出现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到1985年拥有黑白、彩

色电视机两干多台。县电视差转台和乡镇电视差转台的电视信号覆

盖率已达到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陇县广播、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

始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到1955年，是广播事业的初创时期。1950

年12月，陇县建立了收音站，设在中共陇县县委宣传部，收音站只

有一台干电池收音机，编制一名收音员。每天晚上利用这仅有的一

台收音机，按时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华社的记录新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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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入户喇叭。至1970年底，除了关山公社以外，其它十八个社(镇)

都建起了广播专线，共1100公里。全县广播喇叭总数达到23000只，

入户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第三阶段：从1971年至1985年，是有线广播网的全面整顿、巩

固、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1970年陇县实现了队队通广播，但

全部是木杆线路。由于1965年以前所架设的木杆专线，经过十年的风

化雨淋，木杆发朽、铁丝生锈，经常出现杆倒线断，广播线路故障

较多，一部分广播专线处于倒跨之势，急需更新换代，提高有线广

播网的质量。据此，从1971年开始，县广播站每年拿出一部分广播

事业经费，用坚固耐用的水泥杆取代木杆。到1979年4月，架通了

距县城最远的关山公社百里线路，至此，全县实现了广播传输专线

化。全县除新集川、火烧寨、李家河、河北四个公社外，县站至城

关等十五个社(镇)都建成了质量较高的水泥杆广播线路。与此同

时，川原地区的公社也自筹资金，把公社以下原来的木杆线路逐年更

新成水泥扦线路。这期间，全县除城关镇以外，其余十八个社(镇)

都先后建成了广播放大站。全县广播喇叭发展到三万五千多只，入

户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六点二，使有线广播网在普及的基础上，质

量有了新的提高。

电视事业在陇县兴起的时间较晚。19了4年，县广播站开始有了

国产开封牌20 1型黑白电视机。到1978年4月，全县有电视机的单

位和个人很少，仅有10台电视机。这是因为陇县距省城西安较远，

不在陕西电视台信号有效覆盖区内，因此，，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建设
电视差转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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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引洪漫地、种树种草、提高粮食产量的先进典型，从而起了典

型引路的作用。这六年内全治理县水土流失面积161平方公里，占

总流失面积的百分之十o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

路线的斗争的“左"倾规点。从这时起县广播站在新闻报道中也渗

透了这些观点。如把农民精心经营自留地、搞农副产品贩运、参与

集市贸易、商品交换等都当作阶级斗争来宣传6不过这种“左”的

报道思想还没有到达支配全局的程度。稿件中只是抽象地、7拓穿靴

戴帽"地提及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字眼，其内容还是如何发

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旷

在1966年5月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矽．中，党的路线发

生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其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

纲"、j“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十年县广播

站在宣传报道中贯穿了这种j够左"倾错误观点。如“大学大批促大

干"、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阶

级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特别

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

产阶级”这个＼“左"的观点。广播稿中比较详细地宣传农村资本主

义倾向的表现、危害、怎么批判等错误内容。当时，把社会主义当

资本主义批判、把贫穷当社会主义，把富裕当资本主义，黑自颠倒、

是非混淆，打击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国家，人民带来了严

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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