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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广播电视事业，从五十年代的“土广播"即自

制铁喇叭筒喊话到有线广播，从不知电视为何物到卫星电

视地面接收站建成转播，其间，白河县党、政领导的重

视，群众的支持，广播电视工作者艰辛经营旷三十年之

久。成绩卓著．．事业发达。

一九八六年初，奉命纂修《白河县广播电视志》。县

．广播电视局在人员紧张，经费困难之中，安排布署，力勒

其成·本志记载了白河县广播电视事业三十年来发展历

史，如实反映了成功之经验，失败之教训。历时三载纂成

止匕志。
’

志书者，可以正人心、敦风尚，重治规，究兴衰之

由；除利弊之要，补正史之缺。作为宣传舆论工具之一的

广播电视，其职能莫过于斯。《白河县广播电视志》面世

以后·希望她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则，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

导，力求实事求是，客观记述；

二、结构上采用章、节、目三层。全志共分五章二十

一节，前冠前言、概述，后附史料辑录；

三、志中各种机构、官职、政治运动的称谓、 专用

语，均依当时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下或用全称或

用简称； 。

四、本志中引用文字，为便于阅读、理解，对原文有

脱漏的字，在前后用括号加稿； ．
。

-五、志中所用资料本《白河报》、《白河县广播电视

资料汇编》、 搿县志资料卡片”，广播站原工程技术人员

的工作笔记、总结和编纂过程中征集到的其他资料；

六、本志上限自1950年起，下限截．tk-1989年底。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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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白河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隅，东、南与湖北竹山县交界，北隔汉

水与郧西相望，西与句阳接壤，面积1450平方公里。明成化12年

(1476)建县，以境内白石河得名。现有5区31乡(镇)，人口20万。

白河县全境多山，海拔在l 70一1§01米之间，沟壑纵横，地表

破碎，多狭谷绝壁。有“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及材八山、半

水，分半田"之说。气候温和，无霜期平均247天。多年平均降雨

量793．5毫米。全县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3．4％，农业

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8％。农业主产玉米、小麦、红薯，豆

类。土特产有桐油、龙须草、木耳、生漆、柿子，核桃，山竹、中

药材等。矿山有硫铁矿、铁矿、石灰石、绿松石，尤以绿松石驰名

中外。本县工业现有水泥制造、制漆、酿酒、绿松石加工、筷子，

化工、印刷、粮油加工等。

对外交通较为方便，汉江上通安康，下航丹江口。襄渝铁路从

县境北部穿过，老白、汉白、旬白公路在县城衔接。县城到各区乡

均有公路连通，但多为晴通雨阻。

白河县地处陕南与鄂西北襟喉之地，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

前，文化比较落后，缺乏新闻媒介，信息闭塞。

1 951年初，县人民政府建立无线电收音站，抄收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收抄的新闻记录，除供县党政领
l



导阅读外，还不定期地将抄录的新闻刻印成油印《新闻简报》分

发区、乡基层单位作为墙报、土广播，黑板报的宣传内容．

1958年冬，成立白河县广播站，开始发展有线广播。广播信号

线靠邮电局电话线路传输。其时，喇叭入户率仅2．9叻。全县一百

多个村、几千人能听上广播。在当时广大农村没有收音机且报刊很

少情况下，实为一件大事。茅坪公社桃元管理区首次通广播时，数

百人围在广播喇叭下静听。

有线广播是党委和政府的喉舌。当时正值．搿大跃进一和人民公

社化时期，作为县上的主要宣传舆论工具。白河县站自办节目，曾

一度宣传过浮夸风，报道过“亩产双千斤稻、十万斤苕的卫星

田一；鼓动过甜大战20天，实现无盲县一；宣传过搿白天攻山坡，

夜晚战平地"， 一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发表过搿人有多

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等评论。从舆论上助长了高指标，瞎指挥和浮

夸风的泛滥。1 96 1年8月，白河县站检查总结了在宣传材大跃进”中

出现的材左"的错误。此后在宣传上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大力宣传白河县委、县政府为加强农

业战线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宣传开展生产自救，努力恢复和发展

农业生产．

在1964、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白河县广播站在配合

。社教运动一中，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

营管理以及当时对纠正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防止多吃多占，要求

干部廉洁奉公起了好的作用。但同时也宣传了“以阶级斗争为

纲”、。狠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等，从舆论上又助长了阶级斗争

的扩大化。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有线广播被看作是膏阶级斗争的工
2



具一，使正常的广播宣传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日报》，《解放

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大批判文章充斥了白河县站自办节

目．由组稿批判《燕山夜话》开始，批判“三家村”、批判“反动

学术权威”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纾，宣传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一， 。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进而号召

仃红卫兵" 搿破四旧，立四新一， 搿夺权，罢官舻等。1 967年2月

初，14个单位的搿无产阶级造反派一联合“接管"了白河县广播

站，利用广播宣传自己的村造反"功绩。所谓《声明》、《抗

议》、《最后通谍》之类常出现在广播里。当时，在全县人民群众

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派性组织控制县广播站的状况直到1 968

年9月大联合成立膏三结合一的县革命委员会时，方由政工组接收

管理．
’

1 969年为了战备的需要，要求队队通广播，采取国家，集体，

个人三方投资的办法发展广播。社队投资买广播器材，生产队伐树

作电杆，各户自买喇叭，队上出劳力，发展广播线路。但在网路建

设上有追求速度，忽视建设质量的倾向，给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困

难。后经过1974、1976年两度全面整网补救始有好转。1977年底有

26个公社建立广播放大站，金县301个大队(村)通了广播。喇叭

总数23829只，喇叭入户率达74％，乡以下广播专线达1473公里。

1984年县广播电视局新建了宿办楼，建筑面积1029平方米。同时对

发电机房、播音室设备进行了更新。1988年全县区，乡均有广播

站。计有扩大机43部，柴油发电机组28台。县至区广播专线两条

计29．5杆公里(其中水泥杆线路22．4杆公里)；区至乡广播专线8

条，78杆公里(其中水泥杆4杆公里；乡至村广播馈线1059．8杆公

里(其中水泥杆线766．3杆公里)。村至各用户线路7962．4条公里．

3



有五个区，29个乡，276个村，829个组广播线路全部更换为水泥

杆。喇叭总数30773只，入户率达到80．84。1 989年底广播系统职

工99人，其中合同职工52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播宣传走上了正确路线的轨道，

广播不再是“专政工具”，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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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i
’

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根据这个性质和任

务，白河县广播站在宣传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

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配合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努力办好

自办节目，收到显著效果。从1982年到1 989年，先后播出在当地具

有一定影响的好稿件，如《姑娘的心愿》、《断草沟脑一家人》、

《徐唐玉义务办夜校》、《夫妻办学》、《路人遇难》、《青春染

绿断草沟》．．《党员路》等，分别获省、地优秀稿件奖。在此期

间，县站在教育性、服务性节目中，先后开辟了1 o多个专栏节目，

为宣传改革，宣传科学技术，发展当地商品经济以及维护安定团结

等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从1982年以来，全县在各行各业中建立

了一支经过培训的业余通讯队伍。全年收来稿、来信及其它文章，

从1982年的2517件增至1988年的4180件。

白河县电视事业发展较快。1 979年，县站在县城沙帽山建成第

一座电视差转台，收转陕西电视台节目。此后，全县各地相继建

台，到1989年，全县共建电视差转台8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5

座，1989年7月，县城机关单位、居民自筹资金，购置设备，开通

了中央电视台的二套节目。至此，县城境内群众可收看中央、

省电视台3套节目。金县电视覆盖人口为54450人，覆盖率为

27．I％。随着供电线路的延伸和差转台的建立，电视接收机逐年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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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到1988年，全县拥有电视机2761台，其中彩色电视机为1 262

台，占电视机总数的45．7％。

广播电视作为最强大的现代化宣传工具，在过去30余年中发挥

了它应有的作用。今后还将继续在白河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

5



第一章广播宣传

．第一节收音站

1950年以前，白河县没有收音机，更无广播，官方、民间消息

十分闭塞。当时邮政电信刚从国民党时期的县邮电局接手正在恢

复，报刊杂志很少，传递亦慢，从西安发信到白河最快也需十天．

国家方针政策到县上不易，到农村更为困难。陕西省委于1950年lo

月决定在各县建立收音站，11月初，白河县委派刘述平到安康领回

电子管超外差式五灯收音机一台。在白河县政府设立收音站，隶属

县委宣传部管理。

1 951年2月安康地委分配王长治到白河县开展收音工作。每天

抄收中央人民广播龟台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的记录新闻1小时

50分一2小时，约5000字。抄收后供县上领导阅读，并将抄收记录

刻写油印《新闻简报》，每两天一期，每期印1 20份，分发县、区，

乡各单位，作墙报、黑板报、 膏土广播一的宣传材料。

白河刚解放，人们急于要听到政府施政方针和政策。冬天每晓

掌灯后， “土广播”开始广播，人们关着门围炉烤火，全神贯注地

听Ⅳ广播’’．夏天一边在街上挥扇纳凉，一边静听广播中有关土

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取缔“一贯道一以及开展Ⅳ三反加， “五

反"， 仃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政策和重大意义。城乡人们

对这种既“土”又新鲜的喇叭筒广播评价甚高。时下六七十岁老人
l



提到膏土广播”还说： 舅当年听‘土广播’播音，比现在听收录机

还认真一。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报刊杂志不多，县城街道上每个巷口

都有黑板报。社会上闲散的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师，学生都是黑板报

的义务抄写者。人们看黑板报也成了>---j惯，其内容便来自县收音站

印发的《新闻简报》。

白河收音站一直工作到1958年终止。第一任收音员王长治曾出

席了1952年1 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广播新闻工作会议，是西

北代表团11名代表中唯一的县级收音员．

第二节广播站节目设置

白河县广播站广播节目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人民广

播电台节目和本县节目两部分构成． ．

广播时间及节目设置

1959年3月20日起实行每天两次广播：

第一次播音(1 1：50分--13：20分)1 1：50开始曲，节目预

告

2

l 1：55

12：OO

12：15

12：25

12：30

12 I 45

12：55

工间广播体操

转播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歌曲节目

白河各地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科学常识(星期一，三，五)汉语拼音教学讲座(星

期二，四)谈时事(星期六)听众信箱(星期日)

文艺节目



13：10预告第二次广播节目内容

13：20播音结束

第二次播音(18··55—21”05)

18：55 开始曲

1 9：oo 白河各地

19：l o 中央新闻(星期日、文艺节目)

1 9：15 文艺节目

1 9：30全省广播站联播节目

20：oo共产主义讲座(星期一、三、四、五)

(星期六、日教唱歌曲)

20：15 农村俱乐部(快板、相声、故事、山歌、谜语，笑
话、戏剧、文体知识)

20：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21：oo天气预报

2l：05全天播音结束 ．

1961年1月16日改为每天三次播音。

第一次播音 (6：25—7：30)

6：25 开始曲 预告节目(开始曲为《东方红》乐曲。1 976

年1 o月改为《歌唱祖国》)

6：30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oo本县节目

7 t 25天气预报

7。30第一次播音结束 ．
t

第二次播音 (13。25—14：20)

1 3：30本县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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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45 文艺节目

14：oo转播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

14：20第二次播音结束 ．

第三次播音(18：55—2l：oo)

19：oo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19：2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

l 9：50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时事节目

20：30本县节目

20；55 天气预报

21：oo全天播音结束(结束曲后来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

乐曲。

70年代白河县广播站广播节目时间表 76．5．1

第一次播音：5：20一7：05

5：20 军乐《东方红》

“农业学大寨圩歌曲节目

5。55天气预报

6：00本县节目

6：30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oo 音乐节目

7：05笫一次播音结束

第二次播音：l 3：25一14：30

l 3：25 军乐《东方红》

l 3：30本县节目
●



14：00转播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农业学大寨节目

14：20 文艺节目

14：30第二次播音结束

第三次播音：18：25—20：35

18：25 军乐《东方红》

1 8：30 本县节目

19：oo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卫生节目

19：1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节目

l 9：30文艺节目

20：oo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20：30 天气预报

20：35全天播音结束

第三节自办节目

白河县站的自办节目，分为新闻性、教育性，服务性和文娱性

四种类型。

一，新闻性节目

新闻性节目是广播站自办的骨干节目·内容是根据县委，县政

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政治运动进行安排布署的。白河县《本

县新闻》创办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自办节目中设有《大跃

进评比台》、《公社光荣榜》等专栏。主要宣传报道全县各地在大

炼钢铁运动中，投入劳力，建。土高炉”、 “焖炉"的情况。号召

以“钢铁般的意志来抓大炼钢铁”，鼓动“日夜奋战，誓保钢铁元

帅升帐"。在“人民公社食堂化”运动中，报道全县各地开办搿公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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