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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站，同年5月编制委员会遵照省第六次精简会议精神，决定将景德镇市人民广播电台
改为市广播站。
    1965年，根据省战备会议精神，市委决定恢复景德镇人民广播电台，并从10月1日

起开始播音，与广播站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文化大革命”期间设编委会，在编委会统一领导下，设立编辑部，分新闻、文艺播音
二个组。同时设行政管理科，并成立广播事业管理处，下设机务、广播二个组。

    1967年4月23日，市一中、商校、共大分校、师范学校等“造反派”联合发出通告，接
管市有线广播站，改名为“景德镇市革命造反派广播站”。

    1970年，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景德镇市差转台。
    1978年，编制委员会的景编〔78〕24号文件，关于电台职能机构的批复，同意设人事
秘书科、事业管理科。原设各组予以撤销，电台所属其他机构不变。

    1979年，建立蛟潭、鹅湖两个区广播站。

    1980年n月，经市委决定成立景德镇广播事业管理局。

    1983年4月成立景德镇电视台，8月正式开播。同年10月，根据市委〔83〕51号文件
精神，将景德镇市广播事业局改为景德镇市广播电视局，与市电台合署办公。

    1985年，景德镇市广播电视局与景德镇电视台实行合一体制。是年7月，景德镇广
播电视报创刊。

第二节 宣传管理

    1955年广播网开始形成，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广播事业也得到不断
发展，广播网的形式也随之扩大，第一个五年建设发展规划期间，特别是1956年发展尤
为显著。

    1959年随着工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的形势和人民政府对广播事业愈来愈高的要求，
建立起了景德镇人民广播电台。从此，有线与无线并举，二者互相辅助，互相促进，在此

情况下，首先抓好无线带动有线，因而在社社场场，各办事处和十大瓷厂都有自己的广播
站，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强有力的广播网。

    1959年开展红旗竞赛，建立定期评红旗稿、红旗节目和红旗周的评比制度，方法有
二：一是让大家评；二是层层鉴定。1963年利用每周星期三学习日评红旗稿。
    1961年电台内部加强了机器维修，健全了各项制度，因而停播事故大大地减少，音质
音量有所改善，特别是改装了天线地网，对提高发射功率起了一定作用。同时对提高播

音质量采取了几种做法：（1）加强播音员的政治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经常下乡、下厂
和听众见面，丰富感情；（2）集中精力备好稿件，做到不播无准备的稿；（3）多采取录音播出
减少差错。播音员兼编辑，分担了部分节目，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为播音创造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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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1962年负责全市广播的整顿和规划，帮助基层广播人员维护线路和喇叭，指导广播
站的编播业务和技术操作。为了解决广播网管理人员少、范围大的矛盾，采取事业管理
组与广播服务部、机务组合署作战的办法，实行分片包干，任务到组、责任到人，统一检查
和评比，以便全面加强广播网维护管理工作。

    1％3年景德镇人民广播电台台内会议制度，坚持每周一次组长联系会议和各部门工

作研究会，每月一次全台工作大会，隔周一次民主生活会。

    1964年电台与市人民武装部、邮电局制订《农村紧急电话与有线广播的联合暂行规

定》，规定了广播时紧急电话使用方法、范围、线路维护管理等事项。
    1％5年，全面正确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首先是端正思想
认识，结合本单位实际，实行两手抓的办法，即：一手抓宣传，一手抓事业，一手抓无线，一
手抓有线。  “四抓”的中心内容，是以狠抓质量为中心。宣传工作中，贯彻“精办节目”的

方针，要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解决四个具体问题：一是广播对象。所谓对象是为谁服务？
由于景德镇市以瓷业为主，确定以瓷业工人和干部为主，兼顾其他听众，这样符合市实际

情况，也突出了服务对象特点；二是广播内容。所谓广播内容，在宣传上突出中心，兼顾

一般，党的中心工作，是听众所关心的，一般都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在宣
传角度上面向广大听从，扩大报道面，多讲共性东西；三是广播形式。所谓广播形式，是

如何运用和充分发挥广播工具的特点，广播是靠声音传达给听众的，听众对广播“快”的

要求比报纸更严格，所以编写稿件时，特别强调短小精悍；四是播音工作。所谓播音工
作，是提高播音质量，不断丰富播音感情，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稿件内容，耐心、亲切、

热情地同听众谈话。

    粉碎“四人帮”后，对城乡有线广播网有计划地进行了整理，使其更好地为“四化”服

务。在城市巩固有线广播网，将少数没有连通的工厂企业广播站全部连通起来。在农村
大力发展有线广播网，建立广播专线，将所有社、场广播站全部连通起来。

    1980年以后，在认清广播电视大发展的形势下，对宣传工作进行新闻改革，着重在
“短”和“快”上下功夫，充分发展广播的优势和特点，节目安排上作了适当调整，坚持以

自办为主，转播为辅。1984年继续进行新闻改革，根据“真、新、短、快、多、活、强”七个字
的要求，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大力增加新闻稿件的时效性；二是加强稿件的指导
性；三是充分发展广播电视的优越性。1982-1985年广播电视宣传和事业作了具体发展
规划，增办专题节目，调整新闻节目，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准
确、迅速、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并在专题节目中具有地方色彩。事业方面：加强中波建设，
加快建设微波支线，整顿、提高、积极发展农村有线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