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收音站”到“社社队队通广播”

世纪 年代初，当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棂，唤醒沉睡的武进大地时，无数家庭迎接新一天
的方式是收听那只老式的纸喇叭。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智能手机，唯有广播中的声音，如同一
位时代的见证者，传递着无数温馨的瞬间。

阴 大志

随着村村通广播、户户喇
叭响，广播成了人民群众须臾
不可离开的传播媒体，老百姓
称广播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
传员、各类信息的传递员、解
难释疑的好教员……

1980年起，县电台自编、
自导、自演、自制广播剧，
有的还在多家省级台播放，
深受听众喜欢。 《武记者巡
游记》 是武进台具有地方特
色的名牌节目，历时近 30
年，共播出 1000多回，被省
厅首批列入“受欢迎的节
目”。

1987 年 9 月，武进县人
民广播站经省厅和广电部批
准，改名为武进县人民广播
电台。1990 年 9 月，武进人
民广播电台调频电台开播。

1991 年，一场特大洪水
把武进变成了“水乡泽国”。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武进广播人冲在第一线，突
出报道各地抗洪救灾的实时
情况，播出 6 档“抗洪救灾
中的辩证法”，介绍有关抗洪
的科技知识，每天发布 1 篇
抗洪救灾的评论，切实当好
县委、县政府的喉舌。

有线广播不仅是全县人
民了解政令、获取各种信息
最重要的渠道，更激发了无

数听众对表达自我、分享故
事的渴望。无论是 《向现代
化进军》 《农村生活》 还是
《听众来信》 《欢乐今宵》，每
一档节目都紧贴民众生活，
满足了不同听众的需求。

为此，不少听众开始尝试
撰写广播稿件，他们或是记
录身边的真人真事，或是抒
发对时事的见解，又或是分
享自己的知识与经验。这些
稿件经过筛选与编辑，最终
在广播中播出，不仅丰富了
节目内容，更拉近了广播与
听众之间的距离，形成了双
向互动的良性循环。

1962 年，武进县站开始
发展第一批通讯员，当时约
有 60 名。到 1963 年底，全
县通讯员人数已增加至 257
人。

为了提升通讯员的专业
水平，县站从 1969 年起举办
通讯员学习班，至上世纪 80
年代，通讯员队伍已经壮大
到上千人的规模。从 1974年
开始，县站每年都开展评比
表彰先进通讯组和积极通讯
员活动。当时，还有积极通
讯员将自己的稿费或者奖金
捐给正在建设中的广电中心。

随着武进广电中心全面
落成，武进翻开了现代化广
播的新篇章。这座现代化的
广播中心不仅将广播技术的
水准推向了新的高度，更为
广播节目提供了更好的制作
与播出环境。进入新时代，
“886 武进之声”收听更为便
捷，无论是通过车载广播还
是手机端，听众都能享受到
一场听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武进的广播事业起始于 20
世纪 30年代。1932年 9月，国
民党武进县党部在县城建立武
进县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武
进县党部广播电台”。随后的数
年里，一些爱好无线电的富家子
弟或者熟悉这项技术的人陆续
加入，其中比较有名的私人开
办的商业电台有“大润广播电
台”和“马氏广播电台”。1937
年，武进县党部广播电台停播，
1949年武进解放后，由新华社
三野前线分社接管。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
不久，中共武进县委宣传部设立
了收音站，当时仅有五灯电子管
收音机 1台，专职收音员 1
人，主要任务是收听记录中
央和江苏省广播电台的新
闻，然后油印成小报，供各单
位出黑板报用，有时也组织
群众收听电台广播节目。

1956年 2月 16日，县
有线广播站在县政府机关
大院内建立，以更有效的形

式代替了收音站的工作，还开
始了自办节目的尝试。试播那
天，农民群众听到喇叭里的声
音，大家都很新奇，奔走相告：
“我听到广播了！”据武进第一
任广播站负责人、离休干部周
叙九回忆：“那天，我到城郊农
村去听广播，当听到自己亲手
建立起来的有线广播喇叭里送
出了‘武进有线广播站’的声音

时，是多么激动啊！”
建站初期，广播站仅有 8

平方米左右的机房、4 名工作
人员和 1台 300W扩音机。广
播内容主要是转播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和江苏省电台的节目，
每天播出 1 次，时间约 90分
钟。自办节目有《武进生活》《武
进新闻》等，这些节目贴近群众
生活，深受大家喜爱。

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
1957年，广播站增添了 TY2×
250型扩音机。1958年 2月，
有了第一台磁带录音机。1960
年底，县广播站才由武进广播
器材厂转来高、低频讯号发生
器和示波器及真空器管等设
备。这其间，县广播站每天播音
时间变为早、中、晚 3 次，时间
近 4小时。
随着县有线广播站的建

立，一些乡镇也开始建立广播
站。1956年 10月，湖塘镇第一
个建立镇有线广播放大站。
1958年，各公社积极响应县委
“社社队队通广播”的号召，纷
纷组织人力物力架设线路，安
装喇叭。至 1970年，全县喇叭
数猛增到 24万只，基本上实现
户户通广播。

90年代，广播事业的发展
更为迅速，县电台及各乡镇广
播站的设备更新换代都比较
快。县电台机房主要设备常年
保持部颁甲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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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期广播和电话共用
线路，在广播时段内电话就不能
接转，影响了广播和邮电通讯事
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1969年冬，武进县开始建设从
县广播站到各放大站的广播信
号专用传输线路，并逐步推进广
播线路的专线化和水泥杆化改
造。此外，还对馈电导线涂刷柏
油，并有计划地整修用户线，改
用绝缘线作为用户引入线。至
1973年，基本建成以县站为中
心、公社放大站为基础、专线传
输为主的连结各大队、生产队及
千家万户的全县有线广播网。

1976年，武进县对全县广
播网络进行了大规模整顿。至
1978年底，全县有 22个公社以
下广播线路采用桥式配电，减少
了地线损耗，提高了传输效率。
这年，经中共镇江地委批准，县
广播事业局成立。

1979年，全县继续重点整

顿公社以下广播网络，达到广
播网络水泥杆化、村户线整顿
规格化、广播喇叭“五有化”、配
电合理化的“四化”标准。1981
年，全县对公社以下网络逐个
大队进行规格化整顿，严格把
好线路接头焊接、网络阻抗匹
配、地线接地电阻和清除低阻
抗喇叭等“四关”。至 1989年，
全县 58 个乡镇的广播网络通
过了规格化整顿。

广播线路铺设中难度最大
的当属江心洲的过江广播线。
江心洲是武进县魏村镇的一个
四面环水的行政村，地处长江
之中，与外界交流很不方便，
当地居民盼望早日听到县站的
广播。1969年秋，江心洲大队
决定架设过江广播线，从上海
购来铅包电缆，在武进航运公
司拖轮协助下，成功将电缆埋
入江底。过江铅包电缆架设成
功后，江心洲群众第一次听到

了县广播站的节目。
然而，由于夹江江面每晚有

众多货船停泊，过江电缆多次被
拉断。1971年秋，在县广播站支
持下，魏村广播站决定从空中架
设过江广播线。施工人员克服气
温骤降等困难，成功竖起 33米
高的架线杆，并在 100多名群众
帮助下完成封江放线。但每到夏
季大水期间，由于江面宽，电线
下沉的垂度大，遇到高桅杆大
船，仍多次发生广播线被高桅杆
刮断的事故。

1973年初冬，县广播站工
程技术人员提出工程方案，魏
村公社联系江苏省供电局高压
电线工程队免费为江心洲架设
了 36米高的水泥杆过江线。这
条过江线连续使用了 10多年，
基本保持畅通。1996年，通往
江心洲的广播、电话及电力线
改架在 37米的铁塔上，极大促
进了江心洲广播事业的发展。

从“共用线”到“江心洲过江广电线”

从“普通听众”到“积极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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