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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景德镇市1950-1985年城乡有线广播历年覆盖情况

时间
广播站（个） 有线广播线路长度（杆公里） 喇叭数                                                                                                                 ．

夂农户率一 备注
市区 农村 市区 农村 市区 农村·

．．口曰．．．．．一～一一－～    一一一

1967年 4 4 2 6 1 2 8 3 2 0 1 8 0 0 12420： 5％                                                                                                                                                   ·
．曰．．．口．曰．．．卩卩一一一   一一  一

1968年 4 5 3 l 1 2 9 320 1 7 0 0 1 2 4 0 0 5％
．．口．．．曰，．．灬一灬一一一  一―一

1969年 4 6 8 3 465 3 2 0 9 1 0 0 25500． 9．5％                                                                                                              ·

1970年 4 8 161 15 77 3 4 5 ’ 1 3 7 0 0 43749’ 20％                                                                                                                                一 （村广播室129个）

1971年 4 9 ． 1 7 3 2 6 4 8

―一一 一                                                                                                                                                                                                                                                                                   一

      3 4 5 ’
                                                                                                  一

（5277专线）
1 8 7 0 0 666181 24％                                                                                                                                ’

1972年 5 5 1 7 3 3 1 0 0 3 7 5 2 1 8 0 0 63320’ 2 4％ （村广播室141个）

1973年 55 2 2 6 3 2 0 0 7 7 5 2 4 3 0 0 56100 2 0％ （村广播室194个）

1974年 5 5 126 3 2 0 0 7 7 5 2 4 3 0 0 5 0 8 6 5· 20％                                                                                                                                ．

1975年 55 1 7 5 3 2 0 0 3 1 4 0 2 3 8 0 0 5 1 0 0 0 2 2％
―一一     一                                                                                                                         一

1976年 5 7 1 7 5 3 2 0 0 3 2 5 0 2 3 8 0 0 4 7 1 0 0 2 0％

1977年 5 8 1 6 0 3 2 0 0 ’ 3 1 7 3 2 2 2 0 0 3 3 2 0 0 2 0％

1978年 5 8 1 8 0 3 4 0 5 2 9 0 7 2 7 3 9 4 3 0 9 1 0 2 0％

1979年 2 1 2

．．．．．．．目．．．．，．月．．．．月目．．．．．．．．．．．

2 9 3 6 ． 30376· 2 0％

1980年 2 5 1 2 8 4 7 4 3 0 0 0 2 5％ （村广播室278个）

1981年 2 2 3

．．．．．目．．．．．．．．．．．口．．．．．臼．．．．

2 8 7 7 30000· 18％

1982年 1 2 7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民     ’

                                                                                                                                                                                                                                                                                                                                                                                                                                                                                                                              一

                                                                一
                                                                                                                                                                                                                                                                                                                                                                                                                                                                                                                           一

                                                                                                      一

                                                                                                                         一
3 5 4 7 ． 29820， 19％                                                                                                                                ·

1983年 2 9 4 1 9 0 8 1 2 7 9 0 0．7％ （村广播室242个）

1984年 2 9 3

― 一

1850 12600’ 0．7％                                                                                                             一

1985年
一 － 一 － 一

153 5 5 7 243641 21．1％                                            ｝

第三章 广播电台节目

第一节 节目内容

    政治节目

    解放初期，节目内容以政治为中心，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紧密配合抗美援朝、增产捐
献、镇压反革命运动等内容组织报告会，结合市实情作广播讲话。     ‘市二届四次人民代表
会议开会期间，转播了会议重要报告及会议决议。结合时事与景德镇市中心运动进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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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朝鲜战争开始谈判后，每日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录新闻，用景德镇话播送。每逢
节日出动宣传车，节日前对节日重要历史意义进行宣传。

    1953年1月5日，向全市转播了各界代表追悼斯大林逝世纪念大会实况。同年3月
12日，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成立，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暨贯彻婚姻法广播大
会，收听群众达5万余人。同年12月25日，市总工会、广播站联合兴办“工人深人学习
总路线广播动员大会”  ，听众达38000多人。当场全市职工认购国家建设公债22亿元。

    1954年6月25日，市委宣传部、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政协、总工会、广播站联合举
办广播大会，动员全市人民积极学习、讨论“宪法草案”，收听群众达35000余人。

    1955年，春节前举行“巩固工农联盟，支援解放台湾”广播大会，17800名职工收听，
会后以实际行动提出保证516件。同年，举办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广播大会，当
场有18430人在会场上签名。

    1％1-1962年，加强政策宣传，凡是中央、省、市领导机关发布的会议公报、消息、决

议、指示，一般都全文播送。并且根据各级党报有关社论精神，进一步从理论上对党的方

针、政策进行通俗讲解。有关党对农村人民公社各项政策，在“广播论坛”、“学习园地”

等节目里先后播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民主集中制”、“家庭

副业”等20多篇文章和讲话。

    1964-1965年，大量宣传反映当地的大好形势以及宣传全国和全世界的政治斗争形

势。使全市人民“站在家门口，看到五大洲”。坚持转播中央台每天播出的“新闻和首都

报纸摘要”、“国际时事”，声援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录制了游行实况，还组织了各方

面人士作了广播讲话。

    1％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文件形式向基层广播站提出应注意的四个问题：（1）

及时准确地转播上级台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题节目和重要文章；（2）播出的稿件一

律要经党委审查同意；（5）．· ·⋯（4）按照毛主席六条标准全面审查唱片和胶带节目内容。

    1979年，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民主与法制教育，调整

国民经济计划，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宣传叶副主席国庆讲话等。在整顿社会秩序和开展

民主与法制教育中，针对性的采访和组织了200多篇稿件；并且根据广播特点，应用广播
对话、录音通讯、录音讲话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经济节目

    1955年，宣传了市委二次工业会议和第四届瓷业工会代表会议精神，促进了生产，出
现了很多先进事例；对瓷业技术改革中的“烘坯”、“烘窑柴”、“渣饼吸水”、“火龙烘坯间”

等有效办法，反复进行推广宣传。同年又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宣传，推动劳动竞赛的开
展。参加竞赛的职工有8000多人，占职工总数80％以上。·为配合发行新币和节约粮食
运动，设置了专题广播报告，并组织了一次各界人民广播座谈会。

    1958年，在大跃进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广播的宣传、鼓动作用，把广播站设在郊区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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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炉旁，或铁路工程基地、或防洪抢险的各个阵地。
    1959年，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广播动员大会，擂台比武誓师广
播大会、庆功广播大会、现场广播大会、广播报告会等。红星瓷厂技术革新成就和先进事
迹经常通过广播介绍后，使许多革新新项目在全市各瓷厂及时得到推广，使生产效率全

面提高，激起了一个学红星、赶红星、超红星的技术革新高潮，加速了全市瓷业生产实现
机械化的进程。

    1959年2月，召开市先进生产者会议时，以会议所提出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
中心，以优质高产红旗竞赛运动为内容，请先进生产者到广播站，组织一个广播座谈会，
以便迅速贯彻会议精神，立即开展红旗竞赛。1958-1959年举办的一系列组织工农业生
产高潮广播大会，都进行了实况转播，使会议的组织教育作用，通过广播在更大范围内显

示出来，不仅把会议上的竞赛热潮让广大瓷业工人都能听见了解，而且鼓舞着广大瓷业
工人迅速掀起了一个竞赛高潮，出现一系列的新人新事，成为连续播出节目的组成部分。

    1％1-1962年，着重设置和宣传了瓷业为中心的各条战线新成就节目。
    1964-1965年，广泛深人地宣传了全市人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继续贯彻自力
更生方针，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

       文艺节目

    1951-1953年，广播站有十几张旧唱片。文艺节目主要是自办节目，请戏剧演员和
民间艺人到广播筒前演唱。1955年，除播送全国流行歌曲、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等唱片
外，还经常组织业余剧团、工人业余剧团、民间艺人、小学生参加文艺播唱，每周文艺周末

晚会，每次听众约10000人。

    1956年以后，唱片达到了千余张，并能够录制文艺节目。还备有基本的乐器，自己能
够演唱和创作一部分文艺节目。

    1％1年，配合政治中心办好文艺节目，每周在组务会上根据政治节目的安排，确定文
艺节目的中心，配合政治节目内容，举办专题文艺节目。组织专业、业余文艺团体演唱，

扩大节目来源。除了有计划的安排好日常文艺节目外，还要办好珠山百花台，大戏连续

广播、本周新歌、文艺知识介绍、周末晚会等。

    1962年，文艺节目不仅加强了编排、采制工作，而且自己改编、演播了广播剧“白围
裙”、电影剪辑“前哨”等。着重办好每周播送一次的“珠山百花台”、“周末文艺晚会”和

两次广播影剧。

第二节 节目设置

1950年设置了“民主改革讲座”。

1953-1955年，设置了“广播讲演”、“广播报告”、“广播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