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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昌

当这部《大事记〉到达读者手中的时候，广播电影电视业在甘肃诞生的历史

已长达 85 年。即使从新时代人员广播电影电视的创立算起，也已 55 载了。看

一看今 E 院原大地广播影视业的繁荣景象，感受一下它在社会生活中 E 益显著

的作后，作为广播影视队伍的一员，不能不由衷地感谢一代一代广播影视民仁的

琅辛劳作和卓越贡献，不能不由衷地感谢我幻的党和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的重视、

关心和军导，不能不由衷地感谢历史和人民对于它的患重如出的养育!

虽然已参与几番调整、修改，当得到定稿的本子开卷恭读时，我依然压抑不

住内心的激动。读大事记是一件令人惑慨万千的事!呼吸之间，一克今昔。一

仔文字，几多人物闪现;一页篇悟，几多春秋更迭。它使我们感知时光如箭、人生

苦短，更感知事业无霞、历史无报、精神须承远年轻!自然，大事记的体例，也会

给人留下无尽的遗憾。

比如，一项宏伟的工程，留在大事记里的，只是一次开工的典礼，一次竣工的

仪式。殊不知，工程建设的过程，其间的调查、谋划、定措施、找资金、施工操作、

攻关克难、验收补王，其间诸多决策者、参谋者、实施者、监督者时或众口一靖、时

或患想交锋:时或左右掣时疑无进路、时或一通百通 E 夜兼程;虽矛盾雨同心，虽

理难雨挺进，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大大挂进事业的事。分开来看，或自首去看，鸡

毛蒜皮，位不值一提;酸甜苦辣，己付诸笑谈。然而对于亲历者，这是珍珠，光彩

靖熠地积淀成沉甸智的生命:对于过来人，这是美酒，时间愈久，在劳动和战斗中

酿成的同志谊、崩友情和共同的自豪感，香甜愈发醇法。

再比如，对于不少领导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留在大事记里的，是职务的任

免、职称的评聘，还有逝者去世的年月，以及参会、接待之类的活动。殊不知，对

于一个人留在世上的信患来说，这些内容，至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反倒是

活生生的小事、活生生的常态:是无数工作、生活、处堂、待人的小事，是几十年 5

复-8 的常态，让人们记住一个今人，人们是根据这些来评说是非功过，也根据



这些认炜、认长、认朋友的。这些，靠职务、职称之类是分不靖、道不睫的。更何

况，支撑我们事业的，更多的是那些无衔无名、默默劳作的普通耳其工。广播影视

凡十年的历史是靠他创书写的，一居一届领导班子的政绩是靠他们创建的，干了

大事，可是，大事记却难l2l.窜下他幻的名字，不是很令人遗憾吗?

好在大事记毕竟为历史每出了轮廓，为岁月留下了却记。借着它的线索，自

望过去的 85 年，我们看到:

是先进生产力，特射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催生了广播影视，并

且不断地、速度越来越快地为它的发展构建新的平台、开拓新的天地。时刻感知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追踪科技进步的潮头，敏捷雨果断地驰舟滚尖，以最新

的科技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我轩的事业才能不断突进新境界。

是马克患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使我的的广播影视神魂清明，在中国和人类

的时代大进军中，自觉地把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奉为圭泉，化为行动。当历史还

在市场经济的风雨混泞中前行的时候，这是十分光荣又十分最难的抉择!但既

然造福于乞万民胞也造福于人类的中 E改革发展稳定大鱼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指

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消解神圣的历史自觉性呢?

是我1fJ 党的宣传思想阵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文化载体这一角色定位，使

我们的广播影视受到党和自家的重视与扶持。牢记自身职责，到住地为党和政

府的方针、政策、工作部署服务，到住地为嬉铸全党、全民族强大的生命力、甜造

力和凝聚力服务，我们事韭的地位才愈显，贡献才愈大。

是乞万听众、提众成搓了广播影视的繁荣发展。老百姓的取舍决定着我们

事业的生与死。我们忠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代表人民群众的长远科益，我们

宣传党的主张是E为党珠了代表人员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让广播影视覆盖

每个城镇每个村落，进入千家万户:让声频视屏银幕及时、如实、充分地呼喊出人

民群众的意愿，让我们的喇叭、镜头以人民的耳朵和眼晴去录摄和表现花开花

落、月沉 E 升，广播影视便会长久地繁盛在永不凋谢的人民事业的春天。

是一代一代广播影视人不知疫锋的艺术追求，使广播影视自新月异，精品迭

出 O 高文化、高智慧、高创新才能，重黯力、重体力、重集体合力，这就是广播影

视。浑身是铁，在这个行当也未必能拧成几颗钉子。那么，到书本中，到广播影

视史上成功的范例中，到生活中，到群众中，到一次又一次具体的实践中，学习、

2 



学习、再学习，把我钉队伍的每一员都锻琼成患怒、知识、技能和创意的合金锅，

是让我们的事业出新、出新、再出新的唯一诀窍。

是望际传媒业的激烈竞争和 E 内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潜使广播影视的产

韭属性一旦觉醒。活力、实力、竞争力，事关兴衰，岂容无视!一切妨碍发展的思

想现念都要坚决破菇，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喘发展

的体制弊端都要呈决革除，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

迸发，让一切壮大广播影视产业财力、实力的源呆充分涌谎，把我们的事业做强

做大!

是最可宝贵的团队文化、职业精神，使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不断跨上新的

台阶。广播影视部门坚持全苗履行基本京贵，出色完成重点工作，有所制新有所

突破。广播影视单位努力创优、剖枝、钊造人才。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中彤成的负责、落实的精神"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中形成的"领导苦挺、社会苦

智、广电部门苦子"的精神f吉新工程"中形成的"讲政治、扭落实"的精神，十六

大安全播出中形戒的"十分上心、十分负责、十分落实"的精神，使我们的队伍心

银齐，劲很足，精神抖攘，无往不胜!

合上大事记，我11'1走在今天，也走向未来，走向新的大事记。古人鼓励我们

说"为者营成，行者常至"({晏子春秋抖。世界传媒大王默多克为我们亲言"中

昌比任何其他先行的国家更有可能成功地发展它的媒体产鱼" "中 E具有成为

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力"。惠我如事业未来的每一程都更为口辉

埠，愿我11'1代代接力的队伍中每个成员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实有力 O

2004.3.20. 兰州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爵部长、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书记、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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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倒

一、本书是一部记述甘肃省由 1918 年始到 2003 年止，历时 85 年的广播、电

影、电视事业发展历史的综合性大事记。全书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

二、编辑〈甘肃广播电影电视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旨在为广播影槐

工作者和燕心听众、或众提供信息，了解历史，康务当今，若导工作，挂动广播、电

影、电视事业、产业自前发展。

三、编辑本〈大事记〉的原则是:尊重历史事实，按照事情本来W l3予以客提

记述，做到一事一条，立意简明，起到提缩辈领作用。对各条吕内容的选择，遵循

以下三条:一是以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甘肃电视台、

兰州电影制片厂和甘肃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事业发展历程为主线，兼颜全省

各级广播影视单位的发展状况:二是采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倒，以

时为经，议事为纬，一事一记，对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历史事件适当集中记述。

编排上，采取以事系 8 .以 E 系丹，以月系年的方法。 E 不详者，以旬表述:句不

详者，阱子月末 2 月不详者，以春、夏、秋、冬表述:四季亦不清者，附于年未。凡国

-8 或同一耳( 8 不清〉发生数次事件的，在首次栋明月、自之后，其余皆用"A"表

述:三是为了避免记事交叉重复，本书将历年的节自获奖、科技成果等综合另表

附后，以 f更查考。

臣、本〈大事记〉告文据的特料主要是:甘肃省广播电影电提局珍藏的档案，历

年提供〈中 E广播电视年鉴〉的大事记资料，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甘肃电视台、兰

州电影制片厂、甘肃省电影发行敖映公司等局属各单位和各市〈地、如〉广播电影

电视局(处)提供的资料性文稿，以及省级报刊中选辑的。

五、〈大事记〉中涉及的部队番号、组织抗构、会议名称、地点等，首次出现时

均采用全称，重复出现时，一般用简称或习惯称谓。〈大事记〉中出珑的重量、长

度、吉毅、体积和其它计量单住，中华人民共和罢成立后的均为 E 家颈布的现行

计量单位。所列的有关统计数字，出吉甘肃省统计局公布的和有关报刊史料记

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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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1957年4月 14

接见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

者(甘肃马载武、 罗九埠等9入

到亲切接见 )

1959年2月 28 日周恩来同志接见第六次全国广播会议代表，甘肃延国民(二排右五)受到亲切接见。



1982年 ， 邓小平同志视察甘肃 ， 甘肃电视台记者随同报道。

1992年 ， 江泽民同志视察甘肃时与甘肃记者合影留念。



1993年，甘肃电视台记者采访全国"两会"期间 ， 受到胡锦涛同 志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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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李子奇

同志在甘肃省广电厅

调研。

2000年8月，徐光春同志在

甘肃省广电局检查指导工作。



2004年，苏荣同志会

见国家广 电总局副局长赵

实，交谈甘肃广电工作。

马西林同志在甘肃省广电局

检查指导工作

陆浩同志与省电台

领导、 记者在一起。



2002年12月 ，甘肃省广播

影视文化交流代表团访问丹麦

(左二为团长 、 省委常委、 宣

传部部长陈宝生 ， 右一为副团

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

电局局长张家昌)

徐守盛同志在

甘肃电视台调研

日 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会见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

的李山己阳(省广播局长、

省 电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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