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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站建设

第一节 城市有线广播站

    城市流动广播

    1950年，景德镇市开始流动扩音广播，广播工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6月，设
备有一部50瓦扩音器，两个喇叭，一台小型发电机，一个工作人员；第二个阶段是6-8
月，固定了地点（地点不详）  ；第三阶段是9-12月，有三部扩大机，20个喇叭，四个话筒。
    市有线广播站

    195‘1年4月5日成立有线广播站（另一说：据1954年市政府办公室编纂的“景德镇

市五年大事记”中所载：“1951年5月1日有线广播站正式成立”）  ，当时全部设备仅有一
个40瓦扩音机、两只5瓦号筒扬声器、一位工作人员。受当时电源条件限制，播音亦是时
播时停。

    1952年，广播站设在南门头（老新华书店右侧）一幢三层楼内，人员有三人，一部300
瓦扩大机，两只高音喇叭。

    1953年，广播站搬到南门头（京剧团对面） 。购置了TY-2x250瓦扩音机（附前级
增音控制器）  ，500瓦扩大机2部，机房内有一部铁壳控制桌，一部日本进口的钢丝录音
机，一部长城牌铁壳五灯电子管收音机。

    1953年，市区广播线路二条，一条由南门头至陶瓷销售公司门口，约500米；另一条
由南门头到斗富弄，约500米。

    1954年，机房设备有250瓦扩音机2部，新添置500瓦扩音器一部，50瓦的收音带扩
音机一部（作转播用）  ，一部旧铁壳美国产7灯收音机（作收讯用）  ，10一巧瓦号筒扬音器
20只，分别安装在街边繁华地段。
    1955年，扩大器8部，扬音器128只。同年，广播线路陈旧，经常发生碰线、断线故
障，每天专门接线要花两个小时甚至整天，是年下半年全市机关、工厂、学校安装广播线，

坚持正常开展广播体操，在三、四季度增加喇叭150只。
    1956-1958年，广播站添置一部500瓦扩音机。广播线路分四端输出：东到新厂，西
到河西枫树山，南到银坑坞，北到半边街，线路长约12．5公里。
    1956年6月1日建立浮梁广播站，逐步在各区、乡所在地安装喇叭244只。1959年
随着其县城划归景德镇市而进人城市广播站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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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全市有喇叭514只，输送电力2300瓦。

    1958-1959年，公社、工厂、街道广播站迅速建成，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一个广播网。
在建站过程中，一切筹建工作都是在社、厂等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单位自己负责，全部经
费都由群众自觉筹集。当年，喇叭数量已达1797只，输电量2485瓦。

    1958，景德镇市有线广播站的发展在全省中发展较快，表现突出。当年山西省曾派
广播事业代表团来市参观，并赠以红旗。

    1959年3月，浮梁广播站和景德镇市广播站合并。为发展城区有线广播，开始了扬
音器人户工作，入户扬音器总数达5200只。当年，同时高速度地发展有线广播，使有线
与无线并举，二者互相辅助，互相促进。因而仅在上半年内，就使许多过去还没有来得及

建站的公社和没有广播站的工厂、办事处全部都建立了广播站。据统计广播站达25个
（安装扬音器5000只）  ，输送电量（扩音机总功率）3890瓦，各社场、各办事处、十大瓷厂
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一个完整的广播网。全市已拥有收音机900部，
喇叭5100只，普及到全市每个车间、生产队和每个居民区。全市平均每13户有一只喇

叭，其密度为当时全省最高记录，在全省广播事业会上被评得先进红旗。

    1960年按照市区地形和机器发射能力，新建天线。高度50-60米，检修地网，将糜
烂铁线，改换铜线。喇叭数量增加到8000只，城市有38761户，约平均五户一只喇叭；农
村32596户，平均约7户一只。年底达13000只，全市平均5户多一点一只喇叭。
    1％1年加强了机器维修工作，健全了各项制度，停播事故大大减少，音质音量有所改
善。特别是改装了天线地网，对提高发射功率起到一定作用。

    1962年，根据市委指示，对城乡基层广播网进行了一些调整，停止了一部分不够条
件、质量不高的广播站。从总的情况看，保留一部分条件较好、能坚持正常播音的广播

站。广播站的数量虽比过去减少了，但在质量上经过整顿已有提高。1962年，发射机输
出电力是1000瓦，不能覆盖全市城乡，原因是天线不符合标准，地网易于失效，而中波发
射主要是靠地网起作用。若将天线由现在36米加到60米，地网应用电解铜线装设到山
下潮湿地带，以求提高发射功率。这样做工程较大，加上物资缺乏，天线、地网不能彻底
改装，只能初步改进，使发射功率保持稳定。

    同年，为了解决广播与电话串音的矛盾，并为今后广播网发展准备条件。根据市委
指示，一方面停止了广播台利用电话线对农村广播，改由农村广播站直接转播本台发射

节目。并在工人新村建立闸刀房，每晚7-9时定时广播、传送讯号。此时，浮梁各地都
能听到广播，传送讯号停止后，电话线恢复通话。另一方面加强了广播台直接对城市输

送有线广播，设立了专门的有线转播站，固定了专人管理。对广播线路进行全面整修，喇

叭作了合理调整与充实，比原来增加了三倍多，绝大部分喇叭均已人户。并逐步恢复了
收费制度。喇叭音质音量都比过去有改善。

    1964年，贯彻省第八次广播工作会议精神以后，集中力量大抓城乡广播网的整顿，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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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和重点发展工作，使广播宣传阵地日益扩大，喇叭数量显著增加。到年底统计，市区喇
叭由1963年138只增加到777只。联通市站的城乡基层站，由1963年的4个站350只
喇叭增加到10个站773只喇叭，当年全市能够听到市站节目的喇叭共有1845只，比
1963年562只增长了3倍多。

    为进一步整顿和恢复全市广播网，市委、市人委成立“整顿广播网领导小组”  ，保证整
顿广播网工作的顺利进行。领导小组的成员以市委宣传部和人委有关领导为主，吸收邮

电、广播、财政、工会等有关部门参加。整顿广播网的力量培训，各公社抽调1-2名电话
员、广播专职机线员，由邮电局和广播站集中短期培训，为全面整顿和恢复广播网准备了

技术力量。根据省财政厅、省广播局规定：“广播站的经费主要依靠地方和群众自筹，同

时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精神，市站附设中心站，其设备则由地方附加费解决。工矿企业广

播站的建设经费（除用户喇叭由用户自费外）和市站内部设备，由地方附加费拨款。地方

附加广播网建设费5400元，由市财政局在地方自筹费内拨款。
    按地区先后接通市站与工厂广播站的线路，逐步发展街道和里弄喇叭。1964年恢复
戴家弄至太白园和扩展市站至工人新村的两路主线，使这些地区的工厂广播站能转播市

站节目，并在靠近线路居民中发展一些用户喇叭。1964年下半年恢复和发展通往东郊工
业区和市郊公社广播线路，以便在全市范围内基本形成一个广播网。

    1965年以后，特别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城市广播迅速发展。广播作
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它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为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服务，

尤其是当时提出“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的口号，使各级党政部门更为重视发展有线广

播，景德镇建立工厂、大队广播站21座，厂矿企业广播10座，安装各类扬音器9400余只。
    1968年12月至1969年4月，电台革委会响应中央号召，学习山东滕县的普及农村
广播网的经验，把党中央的声音传送到广大贫下中农的家中。于是开展了帮助全市各社

（场）建广播站的工作，瑶里公社做得又快又好，做到了村村安装广播线，户户有喇叭响｛

田头、村口有高音喇叭。为此市革委会专门在瑶里召开现场会，市革委会主任刘建华（文

革前的省委组织部长）到会讲话，号召向瑶里学习，加快全市农村普及广播网的建设。

    1969年，采用了载波广播技术，自制设备，在市区至各公社（场）的电话线上同时输
送载波广播信号，电话、广播互不影响，市台信号已覆盖全市24个公社（场） 。
    1976年，通过全面整顿城市有线广播网，市区共安装广播喇叭10750只，为1965年4
倍。线路长度304华里，基本上做到了条条线路通，只只喇叭响。同时，协助许多厂矿、
学校和较大单位，建立80多个城市广播放大站。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展了全市性的有线广播网大整顿。市委拨给有线广播
专用经费，街道居民委员会从人力、物力方面支持，并动员群众自筹资金，购买广播喇叭

和讯号线，同时，还从留城待业青年中选派6名青年协同架线，安装喇叭。在发展广播事
业中，坚持一手抓无线，一手抓有线，全面发展的原则。在具体工作中，又根据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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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做到有主有次，集中精力，抓好重点，各个击破。仅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市区的
南北两个区全部线路的整顿任务。共整修换新线路100多公里，增加喇叭6000多只，做
到条条里弄通广播，户户能听喇叭响。

    1978年以后，由于城市无线电收音机日益普及，电视事业大发展，有线广播的发展出
现滑坡现象，规模缩小，扬声器锐减。全省多数地区呈下降趋势，但景德镇市仍保持发展

势头，用有线广播与无线广播对市区和市郊区进行混合复盖，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全市
有街道、工矿、学校广播站97座，人户扬声器增到2．巧万只。
    1978年增加有线广播喇叭6300只，更新广播线路50000米。
    1977-1978年埋设了市至区站地下线71公里，架设了广播专线76公里，使市区和
乡、场广播站联成广播网。

    1979年成立景东区、景西区广播站，除转播上级台站节目以外，还开办自己的节目，
一般是“社（场）新闻”、“经验交流”、“文艺”等。

    1984年，全市城乡拥有大小广播站、放大站97个，人户喇叭21514只。有线广播专
线、主线、架空线和地下线总长达3277公里。同年，根据市委景党发〔84〕35号文件精神，
停止市区有线广播。

第二节 无线广播电台

    景德镇人民广播电台于1959年3月1日正式成立，9月25日开始播音。全天播音4
小时，是当时全省第一座市级台。

    1959年2月1日，开始筹建景德镇人民广播电台。是年2月，景德镇市委、市人民政
府为适应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景德镇市广播站和浮梁县广播站合并成立台

站合一的景德镇人民广播电台。在筹备过程中，江西人民广播电台送来300瓦发射机一
部。市委及时解决了经费、干部、房子等重大问题，并相应地作出了支持建台的决定，因

而得到全市各有关部门的无私援助。邮电局调来一个长途机务班；电厂调来高压线工人

共20人，架设起33米高木杆天线；建筑工程局用两天两晚的时间建造了一座30平方米
机房；临川县广播站及时支援500斤铜。经过奋战七昼夜，在莲社路旁荒芜的废丘上建
成了发射台。 由于得到各部门大力支持，使用资金仅35000元。台内拥有33米高木质天
线杆，一部300瓦发射机，发射功率为300瓦，波长214．28公尺，频率1400千周。
    1963年5月24日，根据全省只设一个电台的精神，景德镇电台中止播音。
    1963年2月至9月，无线广播停止，设备封存，人员裁减，但建制未撤消。全台工作
人员33人。台内设新闻部、技术部和中波办公室。无线电设施使用执照退回省邮电管
理局。

    1％3年9月发射机房迁太白园。根据省战备会议精神，市委拟请市人委于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