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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吴江地处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美称，吴风越韵，源远流

长，吴越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和地域特色。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我们祖先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吴江存有明、清以来地方

志就多达２０余种。然而作为一部完整记述吴江本土文化、文物、艺术、广播电视方面的专业志却未

有所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吴江开始了第二轮地方志修纂，《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终于

付梓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是一部专业志，具有“资政、育人、存

史”价值。它以史实为依据，客观、系统、集中、翔实地记述吴江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轨迹，记载吴

江文化与广电事业发展和变化历程，鲜明地反映了吴江地区文化与广电的特色及其底蕴。特别是

我们看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６０多年，吴江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任何历史时期

所无法比拟的，此间发生了与社会主义时代相适应的深刻变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后，在改革开放的３０多年中，随着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发生的变化更

为显著，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网络等文化、广电工程相继建成，一大

批反映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和艺术成果涌现出来，数以百计文艺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在国家、省、苏

州市级比赛中屡屡获奖。文化、广电事业蓬勃发展，一个文化强市正崛起在古运河之畔、太湖之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思想文化建设被提升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美丽中国大业的战略高度。我们深信，吴江日益发展的光彩夺目的文化、广电

建设新成果将为吴江人民的家园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中的资料，可为有关领导部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提供参考；

也为后人研究、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展现代化的文化广电事业提供依据和借鉴；同时，

它也向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份爱国爱家乡教育的教材。本志出版发行，能让人们更加了解吴江，热爱

吴江，激励人们承前启后为进一步发展繁荣吴江文化广播电视事业而奋斗不息。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书记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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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思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记述吴江文化

广播电视历史和现状，定名为《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下限至２００８年。大事记和图照、丛录延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记述范围以２００８年末吴江市行政区域为主。

三、本志按照“横分门类，纵写史实”的原则，分设“文化卷”、“广播电视卷”两卷，采用述、记、

志、传、图照、表、录等体裁。卷下依次设篇、章、节、目、子目、孙目六个层次。专志共１９篇６７章２９０

节（文化卷，１１篇３５章１５２节；广播电视卷，８篇３２章１３８节），采用语体文编写。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四、本志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纪年（包括民国纪年），相同的朝代年号纪年在每目

（或节）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年代前不标明世纪者均为２０世纪。

志文中出现“现”、“今”均指下限时间。１９９２年５月４日，吴江撤县设市（县级市）。

五、本志用的计量单位在引用的历史资料中沿用旧制，其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史料、志书、报刊、专著及社会调查等，经考证后采用，难以考证者作

诸说并存。文中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各项数据以市（县）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未统计的

则采用相关业务部门统计数据。

七、本志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其后用简称。历史地名、机构名称和职衔

等一般均按当时称谓。凡未用全称的“省”、“市（县）”，均指江苏省、吴江市（县）。本志中“７大镇”

或“大镇”均指：松陵、同里、黎里、盛泽、震泽、平望、芦墟镇；“３小镇”指：铜罗、八坼、横扇镇。“汾

湖”同“分湖”，本志中一般叙述按明清之前“分湖”称法，专用书名、镇名、团体名或引用则延用“汾

湖”称法。本志中凡在“吴江”后未写明市或县，且前后文又未有特指者，均表为不含时间属性的地

域概念。

八、人物遵循“生不立传”原则，收录与吴江文化、广播电视的发展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

物，排列以生年为序。

九、本志所列古建筑、纪念性建筑、优秀近代建筑专目均属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吴江市文

物控制单位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选列，其余设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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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目

垂虹桥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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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毛泽东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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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初吴江乡镇广电站建起了电视公共用电线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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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在全市文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下，

屡历寒暑，广征博集，精心编纂，苦心磨砺，终于不负众望，成书在尔。细阅本志，历史年代跨度远

大，始从事物发端，止于２００８年，要查要阅的资料浩如烟海，要访要寻的人物不计其数。本志内容

丰厚详实，是吴江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展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文化发展势如春潮，吴江悠久的文化绽放绚丽的奇葩。文化设施焕然一

新；人民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艺术创作硕果累累；文博事业成绩斐然；文化市场繁荣有序；对外

交流日趋活跃。在鲈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吴江正从一个“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迈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吴江文化强市建设增添了巨大的动力，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搞好

文化工作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全会告诉我们：文化建设不仅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越来越大，而且

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建设是推进政治建设、发挥政治制度优势的深厚土壤；

文化建设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把思想文化建设提到更加高的战略地位，提出更加高的目标任务。我们

吴江文化人要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切实做到想问题、肯研究、干实事，以团结协作、敬业务实、

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打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

在新的起点上继往开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做强吴江的文化产业，加快吴江的文化建设。

盛世修志，适逢党的文化建设春风，机遇大好。鉴古知今，传承文明；资治资政，启迪教化；修志

续史，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愿《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记载鲈乡文化历史，

为建设乐居吴江、教育子孙后代，发展更灿烂的文化事业发挥深远作用。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　

苏州市吴江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金健康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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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吴江县广播收音站建立，１９５３年８月停止收音。１９５６年９月，吴江县有线广播
站建立，１９５７年元旦正式开播，吴江广播电视事业起步。

经过５０多年，特别是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３０年，吴江广播电视事业迅速发展
壮大，形成规模，成为吴江全市的主流媒体和骨干信息网络。５０多年来，吴江广播电视事业单位增
多、行政机构升格。广播电视事业单位由吴江县有线广播站发展成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吴江电视

台、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的“两台一中心”和吴江市广

播电视服务公司、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吴江市音像放行站。广播电视传输手段逐步完善，由

单一的有线广播发展成有线广播、调频广播、无线电视、有线电视、有线数字电视、数据宽带网络、

“中国吴江”门户网站等门类齐全、网络交叉、立体覆盖、设备设施先进的广播电视系统。１９８４年８
月，吴江县人民广播站由股级事业单位升格为副科级吴江县广播电视局（局站合一），１９９０年５月，

升格为正科级吴江县（市）广播电视局，列入吴江县（市）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序列，承担管理全县

（市）广播电视事业行政职能。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化局与吴江市广电局合并为吴江市文化广
播电视管理局。

５０多年来，吴江县（市）广播电视职工队伍壮大、人员素质提高。１９５６年，吴江广播站建站时只
有６名工作人员。１９７０年，全县广播工作人员９０名，其中吴江广播站１７名。１９８４年底，吴江县广
电局刚成立后，全县广播电视工作人员１２５名（含临时工），其中吴江县广电局、吴江广播站、吴江广

电服务公司共３４名（含１名临时工）。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正式开播，全台有工作人员
２１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１４名。１９９４年，全市广播电视工作人员１８８名（含临时工），其中市级广

电工作人员９３名（含行政管理人员）。１９９９年底，吴江市广电局和直属的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
台、吴江有线电视台及吴江市广播电视服务公司、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吴江市音像放行站等

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１５２名，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３０名。２００８年底，全市广播电视工作人员

４８０人，其中各种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９６人（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３７人）。
５０多年来，吴江县（市）级广播电视单位地域范围扩展、建筑面积增多。１９５６年，吴江广播

站初创时设在吴江大会堂内西侧三间小平房。１９５９年，迁至松陵镇庙前街４号原“共怡园”（祥

园）小院子，占地约８亩。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在院中先后建造１幢四开间平房、２幢三层楼业务办
公用房，建筑面积约１３００平方米；６幢四开间平房和４幢五层楼职工住宅，建筑面积约７５００平方

米。１９９２年４月，在吴江市区鲈乡南路建成吴江广播电视中心大院，占地面积３２．５３亩。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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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先后建造四层楼吴江电视台业务大楼、五层楼吴江广播电台（含吴江市广电局机关）、吴江市

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业务大楼各１幢，以及１幢用作职工食堂等辅助楼房，建筑面积１２０００多

平方米。

一

　　１９５６年９月，吴江县有线广播站成立。１９５７年１月，向全县城镇广播，月底对全县农村广播。
同时，部分乡镇开始建立广播站，收转吴江广播站节目。

１９５７年３～５月，吴江广播站投资４０００元，架设从县站通到城厢区、松陵镇、同里镇，全长８
公里的广播专线。１９５８年底，借用电话线，全县２３个公社通广播，广播喇叭１０２只。１９６１年底，

全县２９个公社、镇分别建立广播放大站，全县广播喇叭１４７０只。１９６５年，全县各公社架设通向
各大队、生产队的广播专线，增加广播喇叭。年底，全县广播喇叭总数经历三年的下滑后回升到

１４４６只。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吴江广播站受到冲击，广播时开时停，很不正常。１９６７年７

月起，吴江广播站实行军管，确保吴江广播站正常工作。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架设全县第一条达标的广播信号专线（从吴江到芦墟，全长２８公

里），全县广播喇叭增至１１５２０只。１９６９年，吴江全县大办广播，５月起，全县３０个公社、镇都建立
广播站或广播放大站，广播信号专线（毛竹杆加铁丝）逐步架到各生产队。１９７０年底，全县３０个公

社、镇的５２２个大队和５２５８个生产队全部通上广播，广播喇叭１１８６４０只，占全县农户总数８３％，基
本实现全县农村户户通广播。与此同时，吴江广播站先后架设全长１７５．４８杆公里广播信号专线，

至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县广播站通达各公社、镇的广播信号实现专杆专线传送。随后几年，全县各公社、
镇陆续架设和更新到大队的广播主馈线和大队到农户的村头线。１９７６年底，全县广播主馈线１０９５

杆公里，村头线２４５３杆公里、广播喇叭１３０２７０只。至此，全县初步形成一个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
社镇广播放大站为基础、以广播专线传输、连接千家万户的有线广播网。同时，吴江广播站开始第

二轮广播信号专线更新改造。

１９７８年４月，吴江广播站的机房和办公室搬进１９７６年下半年动工兴建的三层广播大楼，办

公室、播音室和机房设施、设备焕然一新，广播节目的音质音量有了提高。１９７９年６月起，吴江
广播站部署大队（村）到生产队（村民组）和农户的广播村头线更新改造，实施规格化广播村网

建设。

１９８２年底，全县８条从县站到各乡镇站全长１７６杆公里的广播信号专线更新完毕，全部达到国

家广播事业局规定的乙级标准。同时，吴江广播站在全县实施广播喇叭动圈化建设，先后在芦墟、

同里等乡村进行试点，摸索广播动圈村建设经验。各公社（乡）、镇到大队（村）的广播主馈线也逐

步改造，至１９８３年，全长７８８．１５杆公里的广播主馈线线杆实现水泥杆化。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
播电视局成立。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站增添和更新播控室和机房的机器设备，使之达到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部规定的广播甲级指标，播出音质明显提升。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吴江县广电局在八坼农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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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搞“广播一条龙”建设的试点，为推进全县广播动圈村建设、促进农村有线广播达标升级作准备。

１９８８年７月，吴江广播站改为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年底，全县各村全部建成规格化广播村网。

进入９０年代，全县广播事业走上快速发展轨道。１９９０年６月，吴江县广电局制定有线广播动
圈村建设的要求和验收标准。１０月，在北厍镇举办有线广播动圈村建设技术培训班，推广北厍东

方村动圈村建设的经验，推动全县农村有线广播动圈村建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盛泽镇广电站完成全
镇３１个村的广播动圈村建设，成为全县第一个有线广播动圈镇。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随着坛丘镇建成广

播动圈镇，全市实现广播动圈化，拥有动圈广播喇叭１６１３００只。经江苏省广电厅和苏州市广电局
验收合格，成为江苏省第８个动圈喇叭市（广播音箱市）。

１９９５年６月，经江苏省广电厅、苏州市广电局、苏州市无线电管委会办公室和吴江市人民政府
批准，吴江广播电台开办调频广播，当月１２日零时试播。从此，吴江广播电台的节目不但从广播专

线传送到农村千家万户，而且实现无线传播，吴江广播事业跃上一个新台阶。

１９９６年２月，吴江市广电局投资８００万元，在吴江广播电视中心建造广播业务大楼，１９９７年１１

月落成启用。吴江广播电台迁入时，广播机房设施和机器设备更新，达到国家广电部规定的甲级标

准。同时，全市各乡镇广电站实施广播、电视同缆传输，广播动圈喇叭逐步被调频音箱取代，广播的

收听效果和音质音量进一步提高。

２００１年，吴江广播电台建起音频工作站，实现总控制室、发射机房、天线、直播室、录音室、编辑

室乃至整个播出系统的自动化控制。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起，吴江广播电台节目编入《中国吴江》门户网
站，全国听众可在网上点击收听。２００６年，吴江广播电台对播出系统进行技术改造，节目自动准点

播出，还增加节目存贮量。２００８年，吴江广播电台整个制作、播出系统实现固态化、自动化、数字化
和网络化，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县级广播电台先进水平。

二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刚成立的吴江广播站制订编播工作计划和各种制度，广播宣传工作同时起步。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吴江广播站正式开播，全天播音２个小时，除转播中央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部分
节目外，开办《吴江生活》、《农技讲座》、《天气报告》、《文艺节目》等新闻、社教、服务、娱乐４大类自

办节目。１９６５年，吴江广播站全天播音３小时２５分钟。广播宣传主要是根据中共吴江县委、县政
府（县人民委员会）中心工作开展，使有线广播成为党和政府指导农村各项工作、对农民进行社会

主义教育及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有效渠道之一。

１９６７年３月，吴江广播站自办节目停办。１９６８年４月起，恢复自办节目，只开设《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和《革命大批判》两档节目。１９７０年 １月起，吴江广播站自办节目有所增加，
开设《新闻》、《祖国风貌》、《农业学大寨》、《革命文艺》等节目。然而，当时的文字节目内容只

能是全县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等，文艺节目只播一些语录歌、革命样

板戏等。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吴江广播站自办节目走上正轨。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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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办文字节目开设《新闻》、《谈天说地》、《大众科学》等９档，文艺节目有《戏曲》、《说说唱唱》、

《音乐欣赏》、《广播书场》等１０档。播音时间仍为每天３次，全天７个多小时。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吴江广播站自办文字节目开设《吴江新闻》、《党的生活》、《新长征》、《农科讲
座》、《广播漫谈》等，文艺节目有《戏曲》、《广播剧院》、《广播书场》、《周末晚会》、《星期文艺》等，

全天播音３次，全天播音时间８个小时。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吴江广播站自办文字节目开设《新闻》、《两个文明建设》、《农家生活》、《法制

园地》、《周末漫谈》等９档。文艺节目有《午间１５分》、《听众点播》、《综合文艺》等，每天播放文艺
节目时长１８０分钟。广播自办文字节目改变文风，力求“短、快、新”，来稿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３９６篇增至

１９８８年的８８０６篇，用稿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２０６篇增至１９８８年的４９５５篇。
１９９５年６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开播，节目大幅度改版。新开设《经济立交桥》、《环

球揽萃》和《今日生活》３档自办文字节目；同时开设１档主持人直播节目《星期直播室》。１９９６年，
吴江广播电台节目再次改版，全天播音１２个小时，节目形式多样。新闻类节目共设６档，新闻容量

增加，平均每天播出新闻信息２８条之多；社教类节目着重办好与市级机关部门合作的联办节目，宣
传贯彻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为各条线争先创优造舆论；文艺类节目内容增多，采用录播、直播、

直播热线和版块式主持等多种形式。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起，吴江广播电台播音实行１６个小时不间断播出，自办节目也越办越多。新闻类

节目设５个栏目，社教类节目设４个栏目，服务类节目设４个栏目，文艺类节目设１３个栏目。２００６
年元旦起，吴江广播电台又一次改版，以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播报的全新观念设置新闻类节目，

节目信息量扩大，形式更新颖。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８日起，吴江广播电台分频播出，一套为新闻综合频
率，有线广播专线传输；另一套为交通音乐频率，是８９．１兆赫调频广播。２００８年元月起，吴江广播

电台交通音乐频率实施２４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内容融新闻、社教、服务、文艺于一体，集传播、导
向、娱乐、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电台广播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１９８３年起，吴江广播站（电台）参与江苏省广电厅在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开展的年度优秀广播电
视节目评选活动，选送优秀广播作品参加省、市评比。至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１年因故未参加），获苏州市

级三等奖以上的作品共有 １７１篇（档），其中江苏省级三等奖以上的有 ３７篇（档），全国奖 ７
篇（档）。　

三

　　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盛泽、震泽、松陵三地先后自筹资金兴建电视转播台，收转中央、上海、湖州等电
视台节目。１９９２年１月，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自筹 １５００万元资金兴建吴江电视台。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正式开播，电视信号覆盖范围和收视质量达到国家广电部规定标准。

吴江电视台一开播就确立“新闻立台”观念，办好《吴江新闻》为主体的自办节目。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起，
《吴江新闻》节目从每周２档、３档、６档到实现日日新、不重播，成为全市人民了解吴江大事的主渠

道。吴江电视台社教、服务、文艺类节目也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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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吴江电视台对原播控系统升级扩容，实现半自动播出；建成 ＴＶ２０００网络新闻文稿系

统，启动全台办公自动化。１１月，改造文艺演播室，采用三基色冷光源。２００２年２月，添置数字摄

录编辑设备；４月，将演播室改建成三机位虚拟演播室，添置三个通道的演播室摄像系统。２００３年，
吴江电视台所有节目全部采用ＵＶＷ格式放像机播出，播出质量明显提高。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吴

江新闻》节目编入《中国吴江》门户网站，全国观众可在网上点击收看。

２００５年元旦，经市文广局批准，吴江电视台完成电视频道资源整合，组建“新闻综合”、“社会生

活”、“影视剧”３个频道；同时，将原有线电视台电视节目部并入吴江电视台。２００６年３月，吴江电
视台购置１４套数字摄像机、６条数字对编线，全台自办节目摄、录、编实现全数字化。１２月，新建

２４０平方米功能演播室。２００７年５月，建成首个非编制作网。２００８年１月，购置并建成６讯道电视
转播车。下半年对播出系统作升级改造，安装４通道全数字硬盘播出系统。至此，吴江电视台摄

录、编辑制作和播出设备、设施达到或超过县级电视台一流水平。

２００２年５月起，吴江电视台充实摄录、编辑、播音和机务技术人员，新增自办节目，播出时间白

天５个小时，晚上７个小时。２００５年３月起，全天播出时间１６个小时。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起，吴江电视
台４个频道在吴江市有线电视网内实现全天２４小时不间断播出。重点节目《吴江新闻》注重新闻

的重要性、时效性、权威性，一档新闻节目基本都在１２条以上；其他的社教、服务、文艺类节目也力
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生动活泼，更加贴近百姓，贴近生活。

吴江电视台树立精品意识、创优意识，抓节目质量的提高，在历年创优评比中获得好成绩。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共有１２９篇（次）电视节目（作品）在苏州市级以上获奖，其中选送江苏省级评选获

奖的有１５篇（档）。

四

　　１９８７年４月，吴江县广电局下属的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公司开始安装共用天线系统，接收、传
输中央电视台和上海、苏州等省、市电视台的电视节目，成为吴江有线电视事业发展的起点。

１９９０年９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有线电视站，并组建有线电视工程技术部，负责全县有线电视
网络的设计、制作、安装、施工。有线电视网络从市区逐步向各乡镇延伸、发展。１９９４年底，全市有

线电视用户终端达３万多个。１９９５年５月，经吴江市人民政府批准，吴江有线电视台成立。６月，
吴江市广电局制定的《吴江市有线电视总体规划和技术方案》通过江苏省广电厅、苏州市广电局和

吴江市人民政府的论证。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起，市广电局加快光缆传输专线建设和各镇有线电视网络改造、延伸及有线电视

村建设。１９９７年底，全市２３个镇有线电视光缆全部联接到位，实现大联网，成为江苏省第三个有线
电视联网市。同时，全市各镇加快有线电视网络向村延伸，全年建成有线电视村８２个，全市有线电

视联网用户终端６００００个。
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全市组织实施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１９９９年初，

提出“２０００年底前全市农村基本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的目标任务。年底，全市新建有线电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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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个，新增有线电视用户终端２００００个，全市有线电视用户终端总数超过８００００个。

２０００年，吴江市广电局为全市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采取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做好技

术指导，组织施工。至９月底，全市５５７个行政村有５３９个实现镇村有线电视联网，联网率９６．８％，

全市有线电视用户终端１００００个，提前１００天实现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全市农村基本

“村村通”有线电视的目标。２００１年起，市广电局（文广局）在全市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的

基础上，抓好有线电视村发展和有线电视镇建设。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市有线电视整体发展需要，撤销吴江有线电视台，组建吴

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同时，吴江市广电局在吴江广播电视中心兴建的吴江有线电视业务

大楼竣工，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机房和业务办公室由市区北新路（今属永康路）搬迁于

此。至此，吴江广播电视中心大院内吴江电视台大楼（第一期工程）、吴江广播业务大楼（第二期工

程）、吴江有线电视业务大楼（第三期工程）全部落成，投入使用。

２００３年，全市有线电视用户终端１５８４０２个，行政入户率８２．３％，成为江苏省首批有线电视示

范市之一。

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全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进行整合。９月，组建

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吴江广电网络公司，下同），将各镇原文广中心广电事业一

块组建成相应镇的广电网络分公司。全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

经营”，实现“一市一网、全程全网、无缝连接、一网到底”网络系统，确保有线广播电视专用网络安

全运行。２００５年初，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根据市文广局要求，实施全市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

２００７年２月，“户户通”工程被市人民政府列为政府实事工程。年底，新建１６０个有线电视“户户

通”村，新增有线电视用户终端２７８００个，全市有线电视用户总数２３８５４２个，成为江苏省第二个有

线电视“户户通”市。

５月，市文广局根据市人民政府的《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实施意见》，以“行政推

动、财政支持；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筹规划、整体转换；城乡联动、分步实施”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

整体转换工程。８月，整体转换工作开始实施。年底，全市完成５００００用户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

换。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按照建设创新型城市要求，在推进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同时，

抓好有线电视网络更新改造和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年底，全市有线电视用户终端２４９３８６个，其中

完成数字化整体转换用户终端占９５％，通过江苏省广电局“城乡一体化有线数字电视户户通工程”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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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吴江广电舍址变迁，看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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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五十多年来吴江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辉煌的业绩载入史册。

展望未来，吴江广电人定会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续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广播电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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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１９５０．１０～２０１２．１０）

　　

　　１９５０年

１０月，吴江县人民政府广播收音站建立，苏南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蒯诚任收音员。

　　１９５１年

３月，盛泽镇建立收音站，镇文化站自购收音机，并负责管理，邓龙平任收音员。

４月，同里镇建立收音站，苏南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由镇工会负责管理，陈雪平任收

音员。

６月，平望区建立收音站，苏南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由镇工会负责管理，庞金林任收

音员。

　　１９５３年

２月，震泽镇人民委员会设立震泽镇有线广播站。

８月，随着上级党报的发行，吴江县人民政府广播收音站停止收音工作。

　　１９５５年

３月起，黎里区平林乡建立黎锋广播收音站。城厢区庞山乡建立庞山湖农场广播收音站，由场

部管理。平望区平北乡建立联合一社广播收音站。芦墟区建立莘塔乡广播收音站。震泽区建立庙

港乡广播收音站。盛泽区建立坛丘乡广播收音站。以上６个广播收音站均由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配

发收音机。

　　１９５６年

１月，芦墟镇建立有线广播站。

３月，震泽镇正式建立广播放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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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２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向吴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报告，申请建立“吴江县有线广播
站”（简称吴江广播站）。３１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发出文件（县人字〔１９５６〕１５０号），决定建立吴江
县有线广播站。

９月１日，吴江县有线广播站正式建立，站址在吴江大会堂内西侧小平房，杨亚南任吴江县有
线广播站副站长，主持工作。２１日，“吴江县有线广播站”新印章启用。
１１月１２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第一次吴江广播站建站委员会会议，专题研究城厢

区、松陵镇、同里镇广播网络建设。

１２月１５日，江苏省广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高山到吴江县检查吴江广播站的工作。

　　１９５７年

１月１日，吴江广播站正式开播，开始对城镇广播。
１月３１日，吴江广播站开始对农村广播。
３～５月，吴江广播站投资４０００元，架设有线广播专线５０．１公里。
１０月，吴瑛任吴江广播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是月，黎里镇有线广播站建立，由镇人民委员会管理。

　　１９５８年

３月，吴江县邮电局副局长祁若智兼任吴江广播站站长。
４月，平望乡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由平望邮电支局管理。
５月，盛泽乡、震泽乡、八坼乡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分别由三乡邮电所管理。
６月起，全县各乡镇纷纷建立广播站，至年底共建１８个。

　　１９５９年

５月，吴江广播站与吴江报社记者、编辑合署办公。
６月，吴江广播站由吴江大会堂西侧小平房迁至松陵镇庙前街４号原吴江大会堂东侧的“共怡

园”（祥园）内。

１０月１日，吴江广播站在新址办公、播音。

　　１９６０年

１月２７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和吴江广播站联合举办迎春广播会，现场直播县领导讲话和吴
江新联丝织厂业余文工团的文艺演出，还播放其他公社的文艺节目录音。这是吴江有史以来第一

次现场直播广播大会。

４月，吴江报社撤销，吴江广播站稿源相应减少，在县机关和社、镇干部中发展通讯报道员。
５月１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吴江广播站与其他县机关单位一样，实行“总额包干，调剂

使用，结余比例分成”的经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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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１年

３月，祁若智不再兼任吴江广播站站长，副站长吴瑛主持工作。

　　１９６２年

５月，居玉堂任吴江广播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１９６３年

４月，吴江县文化馆副馆长魏海平兼任吴江广播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９月２６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决定，从１０月１日起，对全县单位和个人所装广播喇叭按月征收

收听费。

　　１９６４年

３月，横扇公社自建有线广播放大站。

１０月２０日起，吴江广播站购置一批新唱片，在８个镇、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轮流播放，丰富其

文艺节目内容。

　　１９６５年

５月３１日，中共吴江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巩固和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几点意见的报

告》，要求全县在３～５年内实现生产队普遍通广播。

１１月，魏海平不再兼任吴江广播站副站长。

　　１９６６年

３月２８日，杨永耕任吴江广播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４月，各公社、镇陆续给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吴江广播站报告，要求建立公社、镇广播站，并先

后获准。

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吴江广播站播音不正常，时开时停。

７月２０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有线广播事业管理办法的意见》。

　　１９６７年

３月，吴江广播站自办节目停办，只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部分节目。

７月，吴江广播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三零七部队实行军管，并更名为吴江县人民广播站。

１１～１２月，吴江人民广播站架设全县第一条达标的广播信号专线，即吴江到芦墟（吴江—同

里—屯村—金家坝—北厍—芦墟），全长２８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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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８年

３月１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吴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办好广播的通告》，要求全县各
公社、镇广播站、放大站准确无误地转播好上级电台和吴江广播站节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冲

击、接管广播站或干扰广播站、放大站工作。

４月１２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吴江广播站恢复自办节目。
５月，吴江广播站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杨永耕任组长。
１１月，吴江广播站的大门从祥园茶馆东侧改在吴江大会堂东侧。

　　１９６９年

４月７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发展农村广播动员大会。
４月１５日起，吴江广播站先后架设１２７．５杆公里的广播线杆，年底实现全县广播信号专杆专线

传送。

５月起，全县大办广播，３０个公社、镇都建立广播站或广播放大站。

　　１９７０年

３月１２日，一场大雪，使全县广播专线遭到严重损坏，广播停播。吴江广播站即日组织力量，深
入公社、镇，查看信号专线，并突击清雪、抢修。１４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发出通知，要求全
县各地组织力量，迅速修复广播线路，力争在２５号前恢复全县广播正常播音。
４月８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下发文件，要求全县加强农村有线广播网管理。
４月２１日，根据上级要求，吴江广播站发文，各公社、镇广播站改名为公社、镇广播放大站，５月

１日起，启用新印章。
６月，中共吴江县人民广播站支部委员会成立。
７月起，吴江广播站组织技术人员组装广播扩音机，至１１月完成１５０瓦７台、３００瓦２２台、１０００

瓦扩音机１７台。
７月２８日，吴江全县３０个公社、镇，５２２个大队和５２５８个生产队全部通上广播，共有广播喇叭

１１８６４０只，占全县农户总数的８３％，基本上实现全县农村“户户通”广播。
９月９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电视、电影、广播、电信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要求年

底前实现全县广播载波化。

　　１９７１年

２月，吴江广播站召开会议，要求全县各公社、镇广播放大站，继续发展广播事业，普及田头广
播高音喇叭。

４月，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发文，要求各公社、镇切实加强对广播放大站以及广播事业的
领导和管理。

是月，吴江广播站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开始建造１２间住房，改善职工居住条件。
１２月，吴江广播站检查统计，全县广播喇叭达１３．３万只，通播率达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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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２年

１０月５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广播工作会议，传达苏州地区广播工作会议精神，部署

全面整顿广播网路工作。

　　１９７３年

３月１２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生产指挥组联合发文，对县属镇和公社所在地各单位，实

行收听广播收费制度，每只喇叭每月２角。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集镇居民个人安装的喇叭，

仍免收听费。

６月，平望公社广播放大站按国家广播事业局乡镇广播机房乙级标准，改造装修机房、播音室，

建成全县第一座规格化的第二代播音用房。

１１月，吴江广播站按国家广播事业局的工程标准，更新吴江至平望的广播信号专线，全长２４杆

公里。

　　１９７４年

１月１３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财政局和吴江广播站联合发文，试行全县公社、镇广播放大站日

常经费实行“统管经费、平衡使用，核定指标、包干使用，按月预拨、每月结报，年终结算，积余留用，

吴江广播站统一管理”的办法。

　　１９７５年

１１月１１日，中共吴江县委发出文件，要求全县各地加强对农村广播工作的领导，使全县１４万

只广播喇叭，充分发挥其教育、动员、组织群众的作用。

是日，“吴江县人民广播站革命领导小组”印章停止使用，启用“吴江县人民广播站”新印章。

是月，吴江广播站更新吴江至北厍２６．７９杆公里县站信号专线。

　　１９７６年

２月１６～１９日，苏州地区召开广播工作会议，吴江县同里公社党委和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

人在会上交流发言，介绍经验。

４月１６日，吴江广播站发文，要求全县各公社、镇建立健全通讯报道组，推荐２～３名通讯报道

员，配备２～３名土记者。

６月，吴江广播站翻建广播大楼，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落成。

　　１９７７年

３月，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在平望公社召开全县广播工作会议，表彰平望、横扇等１０个１９７６年度

广播事业建设先进单位。

１２月，吴江广播站组织线务人员架设平望大桥飞线（广播专线），这是全县线杆最高（２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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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最大（２６０米）的一道飞线。

　　１９７８年

１月，吴江广播站全面使用普通话播音。
３月，苏州地区召开全区广播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吴江县同里公社广播放大站

等６个先进集体和１９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和奖励。同里、屯村、横扇三个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在会上交流发言，介绍经验。

４月６～９日，吴江县广播系统先进代表大会召开，总结广播工作，表彰先进外，到无锡、江阴、昆
山三县参观广播工作。

４月１５日，吴江广播站办公室、广播机房搬进新广播大楼。
是月，吴江广播站与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县农业局联合举办的《农业科技广播讲座》开播，全年

安排３６次。

　　１９７９年

２月１６～２０日，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在吴江县召开广播整网工作现场会。参观吴江广播站广
播专线和６个公社、镇广播放大站的机房设施、广播地下线现场。会议要求全区广播系统进一步抓
好县至公社、大队的两级广播专线建设。

２月２４日，江苏省广播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吴江县屯村公社广播放
大站负责人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和其他５名先进工作者出席大会，受到表彰。
１１月，吴江广播站更新吴江至八都２４．２５杆公里的广播信号专线。
１２月，中共吴江县委决定，王启臣任吴江广播站站长，杨永耕任吴江广播站党支部书记。

　　１９８０年

３月２４日起，吴江广播站《新闻节目》星期天不停，实现天天有新闻节目。
５月１日，吴江广播站创办的吴江县广播服务部正式对外服务营业。是日起，吴江广播站在新

闻节目中使用快讯电话稿，实现当天新闻当天播出。

６月，吴江广播站被评为１９７９年度江苏省广播系统先进集体，获江苏省广播事业局表彰奖励。
７月，吴江县人民政府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社镇广播放大站体制性质问题》文件

精神，核定９６名社镇广播放大站人员转为县属集体性质正式职工。
１１月６日至１２月６日，吴江广播站在中共吴江县委党校先后举办两期广播技术训练班，吴江

广播站和各公社、镇广播放大站的机务、线务人员参加培训，学习农村有线广播基础知识、技术标准

和技术管理规程，这是吴江广播站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型技术学习培训。

　　１９８１年

１月，全县乡镇广播放大站广播日常经费由吴江广播站实行“建账、制度、管理”三统一。
２月５日，盛泽镇自筹８万元经费建造的电视转播台投入使用，转播上海电视台一套（８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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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这是全县第一座电视差转台。

８月３日，吴江县公安局、吴江广播站联合发文，贯彻江苏省公安厅、省广播事业局下发的《关
于保护广播电视技术设施的通告》，要求全县各地切实保护广播电视技术设施。

　　１９８２年

８月５日，叶声瀚获得江苏省广播事业局评定的工程师职称，这是吴江县广播系统第一个获中
级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１１月１５日，经苏州地区工商局批准，吴江广播站获广告兼营单位许可证，正式开始播出工商企
业广告。

　　１９８３年

７月，黎里镇、乡合并，原镇、乡广播放大站合并为新的黎里镇广播放大站。
８月，苏州市广电局到吴江县黎里镇召开全市广播放大站机房管理现场会，到会代表参观黎

里、横扇、莘塔三个广播放大站。

９月，经吴江县计划委员会批准，吴江广播站建造一幢三层楼住房，以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同年
１０月动工建造，１９８４年５月竣工。

　　１９８４年

２月１６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吴江县广播电视局（副科级）（简称广电局），与
吴江广播站合署办公，局长兼任站长。

５月１６日，中共吴江县委发文（吴发〔１９８４〕２６号）同意吴江县广电局、湖滨乡人民政府在湖滨
乡吴新村建立彩色电视机示范村。

７月４日，经吴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在吴江县广播服务部基础上，组建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
公司。

８月１６日，庄树强任吴江县广电局局长，兼任吴江广播站站长。
８月２９日，“吴江县广播电视局”新印章启用。
１２月，吴江全县乡镇广播放大站全部改名为乡镇广播站。

　　１９８５年

７月１７日，吴江县６个乡镇遭受龙卷风、冰雹袭击，是月３１日、８月１日全县又遭受６号强台风
袭击，使２０多个乡镇广播站的８００多根广播线杆倒掉，广播中断。
１０月３０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与吴江县广电局联合举办通讯报道员培训班，３６名专兼职通

讯报道员和县直机关４２个单位的业余通讯员参加培训。县委书记、分管副书记和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到班讲话。这是吴江广播站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通讯报道工作业务培训。

１２月３１日，吴江县广电局会同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对下半年全县录像放映清理整顿时查
出的１０４部淫秽片，统一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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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６年

１月，震泽镇自筹资金建成的震泽镇电视转播台正式开播，收转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嘉兴电视台
的节目。

７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吴江县音像管理发行站，负责全县音像制品的管理、发行工作。
１０月７日，苏州市广电局到吴江县梅堰乡召开全市广播电视系统新闻改革座谈会。

　　１９８７年

１月２６日，由吴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吴江县广电局具体负责筹集资金建造的松陵电视转播台开
始转播，分别收转上海电视台、湖州电视台两个频道的电视节目。

２月３日，江苏省、苏州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批准松陵电视转播台开播，并发给开播执照。
３月１１日，共青团吴江县广电局支部委员会成立。
８月，吴江县广电局在局所在院子里为吴江广播电视微波站翻造三层楼房，作机房、仓库、办公

用房。

８月１５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吴江县广电局联合成立吴江县新闻、播音专业技术职称改革
领导小组。

８月３０日，吴江县广电局转发江苏省广电厅《关于乡镇广播站改为乡镇广播电视站的通知》，
要求全县各乡镇广播站工作人员努力创造条件，力争早日改站名。

１０月１５日，吴江县广电局成立电子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小组。

　　１９８８年

１月１８日，吴江广播站首次举办《吴江县十大新闻》评选。２月８日，评选结果送县公证处公
证。３月４日，举行发奖大会。
１月１９日，凌秋南任吴江县广电局局长、吴江广播站站长。
６月２５日，吴江县首批《新闻、播音专业中、初级技术职称》评定批文公布。吴江广播站获２名

“编辑”、３名“助理编辑”、１名“二级播音员”、３名“三级播音员”任职资格。
７月１１日，吴江县人民广播站改为吴江人民广播电台（简称吴江广播电台），在吴江山湖饭店

举行电台开播仪式，电台台长凌秋南主持。

　　１９８９年

１月２６日，苏州市记者协会成立，吴江广播电台３名同志参加成立大会及新闻研讨会，成为苏
州市记者协会会员。

４月３０日，戴茂章任吴江县广电局局长、吴江广播电台台长，５月８日到局工作。
７月，吴江县广电局在北新路沿街建造一排五间小店面，１９９０年春节，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公

司和吴江县音像制品发行站搬入营业。

８月２３日，吴江县劳动局发文，批准１８名乡镇广播站人员为县办集体合同制工人，并于９月２１
日转正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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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４日起，吴江广播电台举办建站（台）以来规模最大的广播征文活动———“吴江４０年”国庆

征文，前后一个多月在《今日鲈乡》节目中播出征文稿４３篇。１２月，吴江县广电局编印《鲈乡新

姿———吴江４０年》广播征文集。

　　１９９０年

１月１日，吴江广播电台与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县委政策研究室联合举办《九十年代第一天》

特别节目，这是吴江县广播历史上第一次发挥广播特点，探索“同步效应”的尝试。

５月１０日，吴江县计划委员会批准吴江县广电局自筹经费原地翻建一幢五层宿舍楼，１９９１年８

月竣工。

５月１５日，吴江县广电局由副科级升格为正科级，列入吴江县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序列。

５月１８日，吴江县人大常委会任命戴茂章为吴江县广电局局长。

６月１５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发文，明确乡镇广播站实行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业务上受县广电

局指导的管理体制。

７月２２日，吴江县广电局根据苏州市广电局的批复，批准盛泽、黎里、同里３个镇和横扇、七都

２个乡广播站第一批改为广播电视站。

１０月７日，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公司更名为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为股级全民事业单位。

１０月１２日，吴江县广电局在北厍镇举办有线广播动圈村建设技术培训班。

１０月１３日，吴江县广电局批准震泽、庙港、梅堰、北厍、屯村、铜罗６个乡镇广播站改为广播电

视站。

１２月２６日，吴江县广电局批准八坼、莘塔、芦墟、桃源、青云、南麻、平望、金家坝、松陵、八都、坛

丘、菀坪１２个乡镇广播站改为广电站。至此，全县２３个乡镇广播站全部改为乡镇广播电视站。

　　１９９１年

４月１日，江苏省广电厅副厅长孙鹰到吴江县调研广播电视工作。

７月上中旬，全县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广播事业受到严重影响。７月１６日统计损失７．９３万元。

７月，吴江县广电局有线电视工程技术部在黎里镇黎丰村实施音视频共缆传输工程，在苏州大

市范围内第一家实现广播电视双入户。

８月７日，七都乡受特大龙卷风和暴雨袭击，５个村的广播线杆吹断，广播瘫痪，直接损失９．６

万多元。

１１月６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地方管理司副司长江澄到吴江县盛泽镇考察乡镇广播电视

工作。

１２月２日，经苏州市广电局实地检查测试，验收合格，盛泽镇成为全县第一个广播动圈镇。

１２月５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文，盛泽镇广电站站长韩永根获“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１０日，

韩永根与吴江县其他省劳模一起到苏州市分会场参加表彰大会，领取省政府颁发的奖章和证书。

１２月１６日，江苏省广电厅副厅长韩泽到吴江县调研广播电视工作，并陪同辽宁省广播电视学

会领导到黎里镇广电站考察广播自办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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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２年

１月２日，吴江县广电局和县文化局联合召开全市音像市场整顿工作会议。

１月１７日，吴江县人民政府发文（吴政发〔１９９２〕１４号）同意建设吴江电视台，建设经费、日常

经费、人员编制由县人民政府解决。１８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发文（吴编〔１９９２〕３号），建立吴江电

视台，为副科级建制的全民事业单位，隶属吴江县广电局领导。

１月２３日，吴江县人民政府发文（吴政发〔１９９２〕１９号）成立吴江电视台筹建领导小组，副县长

张莹任组长。

２月１７日，国家民政部发出（民行批〔１９９２〕１８号）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吴江县，设立吴

江市（县级）。５月１日，吴江市、镇党政机关启用新印章。“吴江市广播电视局”（简称吴江市广电

局）新印章启用。

４月１４日，吴江电视台台址确定，丈量土地后与有关村协商土地征用，吴江电视台土建正式

开始。

８月２０日，吴江市广电局发文，在全市开展农村有线广播标准村建设。

９月１８日，“吴江电视台”新印章启用。同日，吴江市广电局召开吴江市机关通讯员表彰会，这

是一次规模较大的通讯员会议。

９月２５日，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在震泽镇召开全市广播事业工作现场会，推进农村有线

广播标准化建设。

９月，震泽电视转播台停止播出。

１０月１１日，江苏省广电厅厅长周顺生到吴江市调研，考察吴江电视台的筹建。

１０月２７日，江苏省广电厅计财处处长朱尧刚到吴江市广电局调研广播电视计财工作。

１２月１２日，吴江全市２３个乡镇广电站的３８名职工按苏州市人事局、苏州市广电局批复，户口

“农转非”（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１２月３１日，盛泽电视转播台停止播出。

　　１９９３年

２月８日，苏州市广电局在盛泽镇召开“苏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现场会”，参观盛泽镇“广播

动圈化”现场。会上，苏州市广电局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委托，给盛泽镇广电站站长韩永根颁发

“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２月１９～２６日，吴江市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吴江市广电局组织筹建中的吴江电视台有关人员

采制“两会专题”电视新闻，在松陵镇区两个共用天线网络中播出，电视台工作人员得到一次实地

练兵。

３月３０～３１日，吴江电视台在全市公开招收播音员，９６名青年报考。经考试、录像和吴江市领

导、苏州电视台专业人员测评，录用１名女播音员。

４月９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发文，吴江市广电局局长戴茂章兼任吴江电视台台长。

７月１日，吴江电视台开始试播。

８月７日，江苏省广电厅副厅长李向阳到吴江电视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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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７日，吴江市编制委员会发文，吴江市广播电视微波站带编并入吴江电视台。

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正式开播，举行开播仪式。

１０月２０日，松陵电视转播台停止播出。

１２月１２日，刘戈任吴江电视台台长。

　　１９９４年

５月８日，江苏省广电厅厅长周顺生到吴江市广电局考察工作，检查吴江电视台的节目制作、

播出工作。

７月１日，吴江电视台开始实行天天有自办新闻节目（不重播），基本做到节目栏目化，制作规

范化。

７月１４日，吴江市编制委员会发文（吴编〔１９９４〕３２号）明确各镇广电站为全民事业单位，实行

镇政府和市广电局双重领导，同时明确各镇广电站的人员编制。

１０月８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经过筹建开始试播。１１月１日，举行试播新闻发布会。

１０月２８日，莘塔乡政府办公大楼三楼失火，殃及位于五楼的莘塔乡广电站，机房设施、机器设

备全部烧毁。当日，吴江市广电局领导专程前往调查，并与乡政府领导协商恢复重建事宜。

　　１９９５年

１月１２日，江苏省县级电视台台长会议在吴江召开，吴江市广电局、吴江电视台负责人分别在

会上交流发言。

２月１４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发文（吴政发〔１９９５〕１７号），明确吴江广播电台、吴江有线电视台

为副科级建制单位，隶属吴江市广电局领导。

５月２３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发文（吴政发〔１９９５〕１０７号），同意建立吴江有线电视台；吴江市广

电局局长戴茂章兼任吴江电视台台长、吴江有线电视台台长。

６月１２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开播，举行开播仪式，实现全市无线、有线广播立体

覆盖。

６月２８日，吴江市有线电视总体规划、技术方案通过江苏省广电厅、苏州市广电局和吴江市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论证。

６月３０日，中共吴江市广电局总支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戴茂章、徐福林分别任总支书记、

副书记。

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云山到吴江调研，考察吴江电视台。

８月１７日，吴江有线电视台建立。

　　１９９６年

２月，由吴江市广电局自筹资金８００万元兴建的广播电视中心二期工程———广播业务大楼开始

动工。

８月１９日，吴江市广电局、吴江市人事局联合举办吴江市广播电视系统首届工人技术等级考核

０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培训班。

９月２５日，吴江电视台调整节目，实施日新闻播出（每天都有《吴江新闻》）。

是月，吴江有线电视网络与苏州有线电视网络联网，并开通中央电视台４套加密电视频道。

１２月９日，中共吴江市委决定，建立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戴茂章任党

委书记，徐福林任党委副书记，郭芹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１９９７年

１月１０日，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

５月２０日，吴江市广电局举办全市广播电视系统档案管理培训班。

７月７日，吴江市广电局调整内设机构，内设局办公室、总编室（宣传科）、计划财务科、技术事

业科、音像管理科，当日启用新印章。

１１月８日，吴江市广电局召开专门会议，建立《苏州广播电视报》吴江专版编辑部。１５日，抽调

人员，组建编辑部工作班子。

１１月１８日，吴江市广播电视中心二期工程———广播业务大楼竣工启用，召开落成座谈会。１１

月２０日，经努力，吴江全市一年新建动圈村１１８个，使全市广播动圈喇叭达１６１３００多只。经江苏省

广电厅和苏州市广电局联合检查，验收合格，成为全省第８个乙级广播音箱市。

１２月２６日，《苏州广播电视报》吴江专版———《吴江视听》试刊，中共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题写

刊头。

１２月２９日，吴江市２３个镇有线电视光缆线全部接通到位，实现全市有线电视市镇大联网。经

江苏省、苏州市广电部门验收，成为全省第三个有线电视联网市。

　　１９９８年

１月２日，《吴江视听》正式出版，随《苏州广播电视报》发行，第一期达２５８９３份，２月份起达

２６６３８份。

２月２８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和吴江电视台合并为吴江广播电视台。

播出时分别称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

４月２８日，经吴江市广电局党委批准，吴江市广电局妇女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

６月，盛泽镇３１个村全部开通有线电视，平均入户率６０％，在全市率先建成有线电视镇。

７月，吴江有线电视台为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建设的吴江市党政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开通

启用。

８月，因市区北新路拓宽，吴江市广电局旧址部分办公楼、沿街店面房和两幢职工宿舍楼全部

拆除，新的综合大楼工程启动，１２月破土动工。

８月２４日，中国广电学会电视教育节目研究委员会主办的大型系列电视节目《爱我中华———

一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巡礼》和系列电视节目《中国乐趣大观———风光中的文化》评审会在

吴江市举行，吴江市广电局局长戴茂章参加。

９月２３日，吴江电视台建台５周年前夕，沈荣法、汝留根、程惠明、徐惠民等中共吴江市委、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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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领导到吴江电视台调研。

　　１９９９年

１月１８日，吴江市广播电视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徐福林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３月１８日，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２０００年底前，全市农

村基本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的目标任务。

４月１５日，江苏省广电厅、广电学会在吴江市举办全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人作品评选，吴江市

广电学会会长徐福林作为评委参与评选。

９月１８日，吴江有线电视台建设的全市党政数据综合信息业务网投入使用。

是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学会编辑的《空中彩虹》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

吴江广播电视系统第一本自己编辑的广播电视文集。

　　２０００年

３月１４日，吴江市广电广告公司经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检查认定，符合广告经营资格单

位条件。

６月２８日，吴江市广电局成立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全局实施政务公开。

７月，吴江市广播电视中心第三期工程———吴江有线电视业务大楼动工兴建。吴江有线电视

台自筹资金建设ＡＴＭ数据网一期工程，设备安装调试成功。

９月２１日，苏州市财政局批准吴江市广电局实施财务计算机记账。

９月２８日，经苏州市广电局考核验收，吴江市提前１００天基本实现全市农村“村村通”有线

电视。

１１月１６日，盛泽镇广电站在全市首家实施全镇广播电视一线通。

１２月，吴江有线电视台推出股票实时行情、远程教育、电子报时、财经咨询等有线电视数据广

播新业务。

１２月３０日，吴江有线电视台无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吴江部队农场架设有线电视传输线路，

并开通有线电视讯号。

　　２００１年

６月１２日，吴江广播电台数字音频网络系统（音频工作站）开通。

９月２４日，中共吴江市委下发《吴江市镇两级机构改革实施意见》，将吴江市文化局和吴江市

广播电视局合并，成立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简称吴江市文广局）。

１０月１３日，吴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文，戴茂章任吴江市文广局局长。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吴江市委发文，杨应福任中共吴江市文广局委员会书记，戴茂章任副书记，郭

芹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１０月１８日，吴江市有线电视业务大楼全面竣工，举行落成典礼。吴江有线电视台机房和办公

业务用房由市区北新路搬迁至新的业务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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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４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发文，李峰任吴江电视台台长，撤销吴江有线电视台，成立吴江市

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沈国荣任主任。

１１月２１～２３日，日本内滩町商工会会长本出弥治则率访问团一行８人，到吴江市考察文化广

播电视事业。

１１月２２日，中共吴江市文广局委员会、中共吴江市文广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

　　２００２年

２月２７日，共青团吴江市文广局委员会召开一届一次会议。

３月４日，吴江市文广局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吴江市文广局妇委会成立。

１０月２６日，吴江电视台分别对２００２年中国吴江金秋经贸洽谈会、吴江撤县设市１０周年庆祝

大会和烟火晚会进行现场直播。这是吴江电视台建台以来首次现场直播。

１１月，钱俊任中共吴江市文广局委员会书记。

　　２００３年

４月，吴江市广播电视系统８４名采编人员参加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学习，

通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北京广播学院考试，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合格证书和记

者证。

７月８日，苏州市政协副主席孙中浩带领部分苏州市政协委员到吴江市考察广播电视工作。

８月１４日，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工作会议，以推进吴江市创

建“江苏省有线电视示范县（市）”工作。

９月１８日，吴江市文广局决定，成立吴江电视台盛泽记者站。２３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市长马明

龙等出席盛泽记者站挂牌仪式。

９月１９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发文（吴政发〔２００３〕８９号），撤销吴江市音像管理发行站、吴江市

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两个股级事业单位。

１０月１日，吴江电视台纪念建台１０周年，９位节目主持人在吴江市区城中广场举办观众见面

会。吴江广播电台节目和吴江电视台新闻节目在《中国吴江》门户网站播出。

１０月２８日，江苏省广电局副局长申彭建带领省创建有线电视示范县（市）考核组到吴江市考

核创建工作，吴江市创建江苏省有线电视示范县（市）通过验收。

１２月１８日，吴江市广电学会召开第二届理事扩大会议，总结第一届理事会五年来的工作，选举

产生第二届理事会，杨应福当选为理事会会长。

１２月２９日，孙悦良任吴江市文广局局长。

　　２００４年

４月１２日，中共吴江市委办公室发文，成立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整合工作领导小组。１５

日，下发《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整合的实施意见》。

７月１６日，钱俊任吴江市文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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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日，吴江全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进行整合，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及各镇分公

司同时成立。

１０月８日，吴江市文广局成立电视频道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制定电视频道资源整合实施方案。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日，吴江电视台电视频道资源整合完成，分别成立新闻综合频道、社会生活频道、影视剧

频道，向社会全面推出。

１月，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节目部并入吴江电视台，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自办节目

成为历史。

４月９日，国家社保基金会理事长项怀诚到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考察。

６月１２日，吴江广播电台在市区城中广场举办调频广播开播１０周年文艺晚会，播音员、主持人

与广大听众见面，并进行文艺演出。

８月，王林弟任吴江广播电台台长。

１２月，任建华任中共吴江市文广局委员会书记。

　　２００６年

５月２４日，吴江市文广局召开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工作会议，部署“创建苏州市卫星电视规范管

理示范小区”专项整治工作。

８月２１日，盛泽镇通过苏州市文广局考核验收，建成苏州市“户户通”有线电视镇，成为江苏省

首个有线电视“户户通”镇。

９月１５日，吴江市文广局举办百集电视文化艺术片《人文吴江》样片观摩暨开拍仪式。

９月１９日和１０月５日，吴江电视台参与采制的《融入城市，成就梦想》和《江苏盛泽纺织业的

五年变迁》两条新闻，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播出，实现历史性突破。

１２月，吴江电视台２４０平方米多功能综合演播室建成。

１２月２８日，苏州市文广局副局长吴国良带领检查组到吴江市松陵镇检查“无小耳朵社区”创

建工作。（注：小耳朵，指私人非法安装的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天线。）

　　２００７年

１月９日，吴江电视台举办“与爱同行·情暖吴江”大型慈善募捐电视晚会。

１月１２日，吴江市文广局成立“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小组”，启动全市有线电

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程。

３月１９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吴江市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实施意见》，将年内实

现全市有线电视“户户通”列为市政府实事工程。

３月２７日，江苏省广电局副局长陈明带领调研组到吴江市调研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改革。

４月１６日，江苏省广电局《视听界》杂志社总编王晓明带领苏北地区广播电视研修班学员一行

１５人到吴江市参观广播电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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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９日，吴江市人民政府下发《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实施意见》。６月５日，召

开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动员大会。

８月６日，王林弟任吴江电视台台长、季小峰任吴江广播电台台长。

８月２５日，吴江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在吴江市区正大花园小区进行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

试点。

８月３０日，江苏省广电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晓萍带领检查组到吴江市检查系统外转星调整

工作。

９月５日，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党政代表团到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市有线电视网

络传播中心参观。

１０月９日，江苏省广电局副局长申彭建带领省验收组，到吴江市检查验收“有线电视户户通

市”创建工作。

１０月１８日，吴江电视台配合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在吴江体育馆举行“吴江撤县设市１５

周年暨第六届中国同里‘水乡丽人’颁奖文艺晚会”，并进行现场直播。

１２月１５日，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一行到吴江市考察广播电视工作，江苏省广电局副局

长黄信等陪同考察。

１２月１９日，江苏广电总台台长周莉带领出席“华东电视传媒峰会”的代表一行２０人到吴江市

参观广播电视工作。

　　２００８年

１月２１日，由江苏省广电局组织的苏州市广播电视新闻评比检查活动在吴江举行。

１月２６日，吴江广播电台与吴江市总工会合作举办的吴江市“心连心”走进企业系列直播活动

拉开帷幕。

２月３日，吴江电视台购置建成的６讯道电视转播车首次完成吴江市新年团拜会电视直播。

２月２０日，江苏广电总台副台长徐敢峰一行到吴江市考察广播电视工作。

３月２９日，由吴江市文广局主办，吴江电视台、吴江文化传媒中心承办的首届吴江汽车文化展

在吴江华东商业城举行，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徐明等考察车展现场。

４月１７日，横扇镇有线数字电视“户户通”通过苏州市文广局检查验收，成为吴江市首家完成

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镇。

６月２５日，吴江广播电台记者张丹华与江苏广播电台记者舒平共同采写的广播新闻《“掌上

宝”种水稻》，获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７月１０日，吴江全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用户１６３０００个，通过江苏省广电局“城乡一体化

有线数字电视户户通工程”考评验收。

８月４日，吴江广播电台与吴江市司法局、吴江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律师面对面》节目在

《动感８９１鲈乡之声》开播。

１０月８日，吴江市文广局举行“吴江电视台建台１５周年庆典晚会”。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金明和徐明、温祥华、范建坤、吴菊忠、鲍玉荣等吴江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庆典晚会，并与一千多

５２

大 事 记



名观众观看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鲁健、上海东方电视台主持人陈蓉和吴江电视台主持人联合主持

的庆典文艺演出。

１０月１７日，共青团吴江市委与吴江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七色花———江村娃”校际广播互动

平台、江村娃通讯社揭牌。

１２月，吴江广播电台《金土地》栏目，被江苏省广电局评为第六届江苏省广播电视十大名专栏，

受到表彰。

　　２００９年

１月１１日，由吴江电视台承办的“吴江市第三届趣味定向越野大赛”在汾湖镇大渠荡举行，江

浙沪三地４０支代表队参加。

２月１２日，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练月琴一行到吴江广播电台调研“七色花·江村娃”校际广播

互动平台。

２月１８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到吴江市调研，全程收听吴江广播电台的“七色

花·江村娃”校际广播互动平台节目。２３日，陆昊在无锡召开的全国少工委五届五次全会讲话中，

充分肯定吴江采用新闻载体推进少先队建设的创新模式。

３月２７日，吴江市广电学会召开换届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领导机构。吴江市文广局局

长钱俊当选为第三届广电学会会长。

５月，吴江广播电台《七色花》栏目获２００８年度全国优秀少儿广播栏目一等奖。这是全国唯一

一家县级广播电台获此荣誉。

５月１７日，吴江电视台开播手语电视新闻。整档节目时长１８分钟，内容为一周时政新闻和社

会新闻回顾。

５月１８日，吴江电视台直播吴江南北快速干线开通仪式，这是建台以来首次对新闻事件进行

直播。　

６月１４日，由吴江市文广局、中国移动吴江分公司联合主办，吴江电视台承办的“２００９动感地

带音乐动力营（吴江赛区）ＰＫ赛暨吴江市超级动感明星演唱大赛总决赛”在吴江人民剧院举行。

７月１６日，沈卫民任吴江广播电台台长。

７月４日，由上海东方卫视与吴江电视台联合举办的“魅力东方迎世博———走进吴江”大型媒

体直播活动在吴江市汾湖镇举行。

７月２０日，吴江广播电台与团市委、市教育局联合举办“江村娃”通讯社小记者、小主持人培

训班。

８月１２日，吴江电视台主办的方言主持人电视大赛，经过近两个月的角逐圆满结束，举办颁奖

典礼。

８月１４日，“苏州市基本现代化广电站验收细则”研讨会在吴江市汾湖镇举行。

８月１９～２０日，苏州市广播电视少儿节目交流研讨会在吴江市举行，江苏省广电局副调研员杨

锡华、江苏省收看收听中心主任纪斌斌等参加会议。

９月１２日上午，中共吴江市纪委、吴江市监察局与吴江广播电台联合举行万民群众评站所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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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风行风热线》开播五周年大型直播活动。这是《政风行风热线》开播以来首次大型直播活动，也

是吴江广播电台首次举办大范围、多领域的直播活动。

９月１９～２２日，２００９吴江美食节小吃文化周暨《感受太湖渔湾》电视栏目推介活动在市体育馆

广场举办。这次活动由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广局、市旅游局联合承办，集创新的菜式展示、精

湛的厨艺表演、丰富的现场品尝于一体，为吴江市民提供一道美食大餐。

９月２０日，“ＣＣＴＶ激情广场”———吴江市迎国庆六十周年爱国歌曲万人唱活动在刚刚落成启

用的吴江市体育场举行，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来自全市机关、企业、各镇（区）、学校等的１５０００名干部

群众参与活动。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栏目进行全程策划和录制播出，吴江电视台进行现场

直播。

１１月１６日，吴江广播电台获得向江苏广播电台供稿优秀单位称号，是苏州地区唯一一家获此

荣誉的县级广播电台。

１１月，吴江广播电台的《金土地》栏目获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广播节目提名奖，

是唯一一家获此荣誉的县级广播电台。

１１月１９日，吴江市文广局、吴江市广电学会举办的第五届吴江广电业务论文竞赛评选结束，共

收到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采编播人员撰写的业务论文３９篇，有２７篇分获一、二、三等奖。

１１月２５日，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通过“苏州市基本现代化广电站“的考核验收，成为苏州市首

个基本现代化广电站。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８日，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被江苏省广电局授予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度“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先

进集体”称号，成为苏州市唯一获此荣誉的基层广电站。

１月１１日，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改为吴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吴江市文

广新局）。钱俊任吴江市文广新局局长。

２月，任建华任中共吴江市文广新局委员会书记。

２月，吴江广播电台《七色花》栏目先后获“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江苏省优秀少儿广播电视栏目”一

等奖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度苏州市优秀广播电视未成年人栏目”一等奖。

４月４日，国家广电总局广告检查组一行４人，到吴江市文广新局检查广播电视广告工作。

５月２２日，由共青团吴江市委和吴江广播电台主办的首届“都市情缘·吴江第一相亲会”在吴

江汇金中央广场举行，近五百位单身男女相聚一起，寻找各自心仪的对象。

９月２６日，金健康任吴江市文广新局局长。

１２月２５日，七都、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通过苏州市“基本现代化广电站”验收，至此，全市９个

广电网络分公司中已有８个完成创建工作，各项工作走在苏州市和江苏省前列。

　　２０１１年

１月，金健康任中共吴江市文广新局委员会书记。

２月２４日，吴江电视台举办特约评论员聘任仪式，１０名专业人士成为吴江电视台首批特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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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员。

３月３０日，吴江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节目举行开播仪式。

４月７日，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吴江电视台承办的《鲈乡讲坛》开播，标志着

吴江人拥有自己的“百家讲坛”。

５月１２日，沈明根任吴江广播电台台长。

７月１日，吴江市文广新局旗下的新媒体———“吴越在线”门户网站正式开通，实现广播、电视、

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的全覆盖，初步具备三网融合的特征，成为吴江地区唯一具备全媒体特征的新

型门户网站。

１０月２４日，２０１１江苏电视新闻年会上，吴江电视台获２０１０年度江苏电视新闻繁荣奖（“繁荣

奖”是江苏广电总台颁发给市县电视台发稿优胜单位的最高荣誉）。这是吴江电视台建台１８周年

来首次获此荣誉。

１１月，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节目制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名优电视节目创新研讨会上，

吴江电视台台长王林弟被评为全国电视栏目优秀策划人。

１２月２４日，吴江广电网络公司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质量体系认证换证复审。

　　２０１２年

１月４日，由吴江电视台协助采制的“吴江市盲人读者轻松享受上网乐趣”的电视新闻，在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播出。

１月８日，吴江广播电台《七色花》栏目获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江苏省优秀原创少儿广播栏目”一

等奖。

２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明珠城望湖苑纯高清互动小区”和“农村电视信息互联网”两个项

目获２０１１年度苏州市三网融合示范工程荣誉。

４月５～７日，２０１１年度江苏广播社教节目奖评选委员会会议在吴江市文广新局召开。

４月１９日，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万闻华一行到吴江广播电台调研“七色花·江村娃”校际广播

平台，了解平台运行情况。

５月，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２０１１年度电视民生类节目推荐表彰活动揭晓，吴江电视台

《民声》栏目入选年度八个全国民生类节目城市品牌节目，并在深圳举行的２０１２中国电视民生类节

目高峰论坛上受到表彰。

６月１５日，吴江电视台与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８月２３日，吴江电视台《乐居吴江》频道正式开播，举行开播仪式。中共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周志芳等出席仪式。

９月７日，吴江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吴江英才》在吴江市第六届“人才服务月”活动上首发，同

时作为珍贵的乡土人文史料在吴江市档案馆永久留存。

９月，吴江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被认定为苏州市首批重点文化企业。

１０月２９日，吴江市撤市设区，吴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改名为苏州市吴江区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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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广　播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吴江县人民政府广播收音站建立，１９５３年８月停止收音。１９５６年７
月，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广播收音站基础上，建立吴江县有线广播站，１９５７年１月１
日开始播音，吴江广播事业起步。

１９６７年７月，吴江县有线广播站更名为吴江县人民广播站。１９８８年７月，吴江县人
民广播站改为吴江人民广播电台（简称吴江广播电台）。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电台开办调频广播。２００１年６月，吴江广播电台音频工作
站建立，广播节目实现自动播出，调频发射机更新为全固态发射机，广播节目发射讯号

质量提高。２００６年７月和２００７年６月，吴江广播电台先后两次进行大的技术改造，建
立新的播出系统，提高设备数字化率。电台配置数字制作调音台、数字直播调音台、数

字音频处理器、数字矩阵等数字设备，８０％以上的广播设备得到改善，达到全国县级广
播电台先进水平。
　

第一章　机　构

第一节　吴江县广播收音站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吴江县人民政府广播收音站建立，其职能是为政府部门收录新闻信息。

吴江县广播收音站建立之初，设在吴江县人民政府机关大院内的吴江县文教科办公，由县文教

科管理，科长袁焕。收音站只有一间十多平方米小屋，江苏苏南人民广播电台配发一台美国产 ＧＥ

牌中短波胶木壳收音机。

吴江县广播收音站的收音工作一直由收音员蒯诚负责，每天晚上１１点收听并记录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用记录速度播报的新闻，次日一早送到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处供领导参阅。为让老百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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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了解全国的重要新闻，收音员还把记录下来的新闻经过筛选，用钢板刻蜡纸印出数份，发至县城

所在地松陵镇街道，供出黑板报用。除新闻外，当灾害性天气来临时，也记录天气预报内容。

１９５３年６月，吴江县广播收音站搬进中共吴江县委大院的县委宣传部内，由县委宣传部管理。

８月，随着上级党报的发行，吴江县广播收音站的新闻收音工作完成历史使命。

１９５６年６月统计，吴江全县共有收音机５９５台，其中交流电收音机４２０台，直流电收音机１７５

台，分布在县机关、中小学、工商界、农场和居民家等，初步形成广播收听网。

第二节　吴江县有线广播站

　　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２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向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报告，申请建立“吴江县有线广

播站”。７月３１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建立吴江县有线广播站。９月１日，吴江县

有线广播站（简称吴江广播站）建立。９月２１日，“吴江县有线广播站”新印章启用。

吴江广播站站址设在吴江大会堂内西侧３间平屋内（如图），机房、播音室在西侧，广播会议室、

办公室在东侧，占地面积４８平方米。

吴江广播站站舍原始图（１９５６年８月画）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日，吴江广播站建立时有６名专职人员，杨亚南任副站长（主持工作），原收音员

蒯诚任播音员，林抚冬、贺兴生任技术员，陈明海任编辑，缪根法任线务员。

吴江广播站是县人民委员会直属单位，行政上受县人民委员会领导，日常宣传工作、干部管理

受县委宣传部领导，具体业务指导属江苏省广播管理局，日常编播业务由吴江广播站编辑委员会

领导。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日，吴江广播站制订第一份编播工作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１１月１２日，中共吴

江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第一次吴江广播站建站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由县委宣传部部长张玉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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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祁若智、杨亚南任副主任，会议还专题研究城厢区、松陵镇、同里镇有线广播网络建设。

１９５７年元旦，吴江广播站正式开播，呼号为“吴江县有线广播站”，开始对松陵、盛泽、同里、震

泽、平望、黎里、芦墟、八坼、横扇、铜罗１０个镇广播。１月３１日起，对全县农村广播。

１９５９年６月，吴江广播站迁至吴江大会堂东侧的共怡园（祥园）内。广播用房是一座南向旧平

房，共５０多平方米，西面１间是办公室，中间２间为会议室，东面１间一隔二，北为机房，南为播

音室。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吴江广播站广播节目和播出时间不正常，时开时停。１９６７年３

月起，广播自办节目停办，只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７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６３０７部队实行

军管。吴江县有线广播站改名为吴江县人民广播站，播音呼号随之改为“吴江县人民广播站”。

１９６８年４月，吴江县革委会成立，吴江广播站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并恢复自办节目。１１月，经吴江

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批准，吴江广播站大门从祥园茶馆东侧改在吴江大会堂东侧。

１９７２年４月，吴江广播站在广播用房西面扩建１间，增至５间，占地面积共８７平方米。扩建的

１间辟为仓库。（如图）

吴江广播站站舍扩建示意图（１９７２年）

１９７３年４月，吴江广播站在站内共怡园假山南面，建造４间平屋，占地面积近８０平方米，自西

向东依次为仓库、会计室、机务室（２间）。

１９７６年６月，经吴江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批准，吴江广播站在原办公室、机房地基上翻建

１幢３层广播大楼（如图），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落成。１９７８年４月，吴江广播站办公室、机房搬进新

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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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广播站站舍改扩建大楼南立面原始图（１９７６年画）

第三节　吴江人民广播电台

　　１９８８年３月９日，吴江县广电局向江苏省广电厅递呈《关于广播站改为广播电台的申请报

告》。４月２６日，江苏省广电厅向吴江县广电局下发《关于吴江县申请站改台的批复》（苏广发技

〔１９８８〕１６号），同意吴江县人民广播站从１９８８年５月１日起改为吴江人民广播电台。

１９８８年７月３日，吴江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吴江县人民广播站改为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归属

吴江县广电局管理。１１日，吴江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开播仪式，呼号由“吴江县人民广播站”改为“吴

江人民广播电台”，一直沿用至今。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经江苏省广电厅和苏州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吴江广播电台开办调

频广播。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２日零时正式开播，无线信号覆盖半径超过５０公里，覆盖吴江全境及上海、

江苏、浙江周边地区。

２００３年，随着“中国吴江”门户网站建立，吴江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可分别采用调频广播、有线

广播和吴江门户网站三种方式传输同时播出。各镇广电站（广电网络分公司）接收调频广播信号

后用同缆专线传输到用户；“中国吴江”门户网站开通，使全国各地听众随时可以上网收听吴江广

播电台的节目。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使用的吴江广播电台台标

２００８年起，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 ８９．１兆

赫，实现２４小时全天广播不间断。节目内容融新

闻、社教、服务、文艺于一体，集传播、导向、娱乐、

交通信息等多种功能于一身，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是年，吴江广播电台采用新台标、新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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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使用的吴江广播电台台歌歌谱

表１１１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年吴江人民广播站（电台）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期 备注

杨亚南（女） 副站长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１０ 主持工作

吴　瑛（女） 副站长 １９５７．１０～１９６２．７ 主持工作

祁若智 站长 １９５８．５～１９６１．３ 县邮电局副局长兼任

居玉堂 副站长 １９６２．７～１９６３．５ 主持工作

魏海平 副站长 １９６３．５～１９６５．１０ 县文化馆副馆长兼任

杨永耕 副站长 １９６５．１０～１９６８．５ 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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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职务 任期 备注

杨永耕 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１９６８．５～１９７５．１１ 主持工作

钱挺荣 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７１．８～１９７５．７ 负责编播

朱　珠（女） 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７５．７～１９７５．１０ 负责编播

杨永耕
站长 １９７５．１１～１９７９．１２

党支部书记 １９７９．１２～１９８０．４

吴伟明 副站长 １９７６．１～１９９０．５

王启臣 站长 １９７９．１２～１９８３．９

施学生 副站长 １９８４．４～１９９０．５

庄树强 站长 １９８４．８～１９８８．１

凌秋南 站长、台长 １９８８．１～１９８９．４

戴茂章 台长 １９８９．４～１９９６．１０

王学新 副台长 １９９５．５～１９９６．１０

陆建川 副台长 １９９５．５～２０００．３

范云南 台长 １９９６．１０～２００５．８

瞿　纬（女） 副台长 １９９８．６～

王林弟 台长 ２００５．８～２００７．８

孙玉良 副台长 ２００５．８～

周明华（女） 副台长 ２００５．８～

季小峰 台长 ２００７．８～

第二章　事业建设

第一节　有线广播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在城厢区和松陵、同里两镇架设少量广播专线，大部分传输线路借用

电话线路。１９６５年起，逐步建立从吴江广播站到各乡镇广播放大站的广播信号专线，从乡镇站到

各村的广播主馈线，从各村到自然村的广播村头线和自然村到用户的广播用户线。

１９６５年５月３１日，中共吴江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巩固和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几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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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报告》，要求全县贯彻全国第八次广播工作会议精神，在普及广播喇叭的基础上，创造条件，逐

步发展广播专线，建立独立的广播传输系统。并提出农村广播在巩固、发展方面所需经费，贯彻国

家、集体、个人三结合原则，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分别负担。架设县至公社的广播专线，安装载波、放

大器等由县负责。公社至生产大队的线路架设、维修所需的经费由公社负责。生产大队至生产队

的线路架设，安装喇叭、维修等所需经费，可以从生产队公益金中开支，产权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私

人安装喇叭，由个人负担。所需器材，由县计划部门适当安排。广播线路的架设，由吴江广播站和

县邮电部门共同负责。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架设全县第一条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的乙级以上标准的广播信

号专线。１９６９年起，全县大办广播，各社镇广播放大站逐步建设社镇至生产大队的广播主馈线。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全县架设７条广播信号专线。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起，吴江广播站的广播信

号专线开始更新改造，全部按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的乙级以上标准施工，至１９８２年，吴江广播站８
条广播信号专线更新改造完毕，全长１７６杆公里、２４３线公里。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各社镇广播放大站至生产大队的广播主馈线从初期的毛竹杆更换为水泥杆，全
长７８８．１５杆公里、１６４０．９６线公里。同时，生产大队至生产队的村头线也开始从毛竹杆发展到水

泥杆。

　　一、杆路

（一）信号线杆路

１９６５年，吴江广播站拟定工作计划并向吴江县人民委员会递呈《关于有重点地架设广播专

线的报告》和《关于发展广播专线自制水泥杆的报告》，提出本着节约的原则，自制水泥杆。吴江

县人委批准后，吴江广播站特地在院内南面辟出一块７×７平方米的空地浇成水泥场地，开始自

制水泥杆。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架设吴江到芦墟的全县第一条广播信号专线，途经同里、屯村、金家
坝、北厍，全长２８公里。随后，每年冬季架设专线不间断。第二条专线吴江到平望（途经八坼）

全长２４．５公里；第三条从吴江出发，途经南厍、菀坪、横扇、庙港到七都，环太湖走，全长２５．４公
里；第四条从平望出发，途经梅堰、震泽到八都，全长２５公里；第五条从平望出发，途经盛泽、坛

丘、南麻西，全长２５．６公里；第六条从震泽出发，途经青云到桃源，全长 ２７．８公里；１９７４年 １１
月，更新从平望大桥经黎里至芦墟的信号线 １９．８３杆公里。至此，全县共建成广播信号专线

１４９．４８４杆公里，２０８．６７１线公里。
１９７１年起，吴江广播站按照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技术要求，逐年将５．５米方杆全部更新为６～７

米以上圆杆；原来用的直径为２．５毫米的１４号线全部换上１２号以上铁丝；坚持５０米一杆距，８００
米一交叉，８～１０根杆子一人字拉，１６～２０根杆子一四方位拉线，９米以上杆加绑线，人字拉、四方拉

杆底加装防沉底板；凡角杆均埋固根，凡有拉线的线杆均装置避雷器；角深不超过１５米，飞线部分
都装有双担，使之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的乙级标准或甲级标准。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按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标准施工，更新吴江至平望的广播信号线。

全线２４杆公里、３６线公里，换上７米圆杆、镀锌四线铁担、２号双层瓷瓶和直径为３．０毫米的１２号
镀锌铁丝。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更新平望大桥至芦墟的县站信号线；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更新吴江至北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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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线；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更新三条县站信号线；１２月，还架设全县飞线杆最高（２２米）、跨度最大（２６０

米）的平望大桥飞线；１９７９年１１月，更新平望至八都的县站信号线；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更新芦墟至莘

塔、八坼至太湖节制闸的县站信号线；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更新庙港至七都、震泽至铜罗、三岔口至南麻三

条县站信号线；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更新青云大德至桃源的县站信号线１０．３杆公里。至此，全县１７６杆

公里、２４３线公里广播信号线更新完成，经测量，全部达国家广播电视部规定的乙级标准，部分达甲

级标准。

１９８４年，吴江广播站组织人员为吴江至平望的广播信号线杆路重新编号。１９８６年，包括平望

大桥等广播信号线改标１７处。１９９１年，吴江广播电台先后完成芦墟至莘塔、横扇至庙港、八坼到菀

坪的信号线专线更新架设，新立６～７米水泥圆杆２０５根，部分跨越河港的杆路，两头换上９米圆

杆，共１８９．８９线公里，全部达到国家广电部部颁质量标准。

１９９３年，由于十苏王公路、３１８国道拓宽工程和三个开发区的建设，全市有线广播线路改标任

务相当繁重。一年中，吴江广播电台先后改标２１处，立杆３７０根。１９９９年，完成全市１０处改标任

务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及中国联通公司的工程施工。

（二）主馈线杆路

１９６９年，苏州地区第一次广播工作会议后，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把广播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专门

成立县大办农村有线广播网领导小组，由一名县革委会常委挂帅，先后两次召开规模较大的广播工

作会议，要求实现队队通广播，５０％农户装上广播喇叭。在全县范围内，层层举办专题学习班，迅速

掀起大办广播群众运动，建设公社、镇（乡镇）广播站至大队（村）的主馈线。经吴江广播站测算，全

县广播主馈线专杆专线建设，需要铁丝８０吨，杆子３万根，广播喇叭５～６万只。为此，县革委会号

召全县各部门支援大办广播，人人为大办广播献计献策。全县各行各业、各工厂企业清仓库、找货

源、节约原材料，支援广播建设。各地推出“以土代洋”、“以旧代新”各种土办法，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铁丝、杆子办广播。同里公社筹集各种铁丝２８００多公斤、各种杆子１０００多根，架设主馈线、村

头线，实现“户户通”广播。震泽公社筹集各种杆子７７５根，解决２２个大队的主馈线杆路建设。莘

塔公社收购废铁９０００多公斤加工成铁丝。当年，全县各地自筹各种钢材２２吨、铁丝１０吨、漆包线

１２３３公斤、铜１７９８公斤、杆子１２０７１根。

１９７０年，全县各公社、镇建设广播主馈线立杆最多的是毛竹，一时间，村头田间，毛竹林立，成

为广播专线的主要标记。广播主馈线的立杆都是经过重新勘测标立的，总长几近原来的２倍，达

１０９５杆公里。除一些交通极不便利的大队，包括一些四面围水的独立圩和一些隔水较宽、地理环

境复杂的自然村落以外，其余各个大队通广播，入户率达７８．２５％。

１９７２年起，全县实现个个大队通广播后，各社镇开始逐年更新主馈线杆路，以小方水泥杆换下

毛竹杆。１９７６年，全县广播主馈线杆１３６９８根，其中水泥杆６９０９根；１９７７年，全县广播主馈线杆

１３３９１根，其中水泥杆７１４５根，占５４％；１９７８年达６４．８％；１９７９年，全县新增广播主馈线水泥杆

２１４２根，主馈线杆基本实现水泥杆化。至１９８３年，全县乡镇到村的广播主馈线全长７８８．１５杆公

里、１６４０．９６线公里，其中入级达标的５０３．７５杆公里、１１２１．３１线公里；线杆１３５９４根，其中水泥杆

１１９０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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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头线及用户线杆路

１９６９年大办广播前，全县几乎没有广播村头线杆路，广播线路只通到大队，只有少数样板大队

的生产队队长家和生产队仓库有广播喇叭；大办广播后才建设村头线路，几乎都是用毛竹杆。１９７０
年起，各社镇在陆续更新广播主馈线杆路的同时，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大队也开始更新村头线杆

路，至１９７７年，全县村头线杆路长２４５３公里。为加快广播主馈线建设，吴江广播站推广埋设单根
传输、既省杆子又省线的地下线。从此，村头田间的毛竹杆逐年减少，广播线路转入地下。１９７８年

起，因农村大批房子移地建造，原先埋设的地下广播村头线网路遇到各种问题而得不到解决，各大

队结合整网又竖起广播线路水泥杆，地下村头线又改成明线，至１９７９年，全县新增大队到生产队的

村头广播线水泥杆１６８０根。１９８３年，全县有７７个村的村头线实现水泥杆化。

　　二、馈线

（一）县站信号专线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站建立，只有２条共４公里长的广播专线。一条从吴江广播站出发环
绕松陵镇各县机关单位；另一条从吴江广播站出发通往松陵镇三里桥，接到邮电线上。这两条广播

专线借用邮电线杆路，采用直径为２．０毫米的铁丝。１９５７年起，全县七个大镇架设广播专线共１４
公里。至１９５８年７月，除１８公里广播专线（含县站４公里出站专线）外的所有从县站到各广播放

大站的信号线以及２２个公社的线路都利用电话线。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架设第一条信号专线，此后逐年加大投入。至１９７４年，全县广播信
号线１４９．４８杆公里、２０８．６７线公里。前后８年，全县广播信号专线从无到有完成第一轮建设任务，

彻底摆脱对电话线的依赖。

１９７４年起，吴江广播站每年投入２万元，逐条逐段更新信号专线，全部换上１２号以上铁丝。

１９８０年，又组织片线务员加工各种规格的线担、撑脚、抱箍、地锚梗、水泥横木等１．２万多件。在选
用材料和架设线路时，对线路技术要求、电气参数、建筑标准都以中广局规定的乙级或甲级指标实

施。架设广播信号专线，严格按规定指标施工，兼顾外观要求，注意合理布局，便于管理。１９８０年
前后，全县农村纷纷兴建公路，县广播站根据新建公路走向，配合做好线路改标，把原来架在田间或

水网区的两条专线改建在公路沿线。同时加强日常维护，每年春季组织人力，用一个月时间擦洗瓷

瓶、更换扎线、上紧拉线、调正垂度、砍青整枝等，进行维修保养。至１９８２年，县广播站完成广播信

号线的第二轮更新，全县１７６杆公里、２４３线公里的广播信号线全部达部颁乙级标准。
１９８４年，吴江广播站又架设２条广播信号输出电缆１．８公里，吴江至平望的广播信号线全部更

新。１９８５年，更新横扇节制闸至庙港的广播信号线４．１５杆公里。１９８６年，全年广播信号线改标１７
次，并更新吴江至平望大桥信号线，换上直径为２．８毫米的铝包钢线１８．３杆公里和直径为３．０毫

米的镀锌线２８线公里。１９８７年，更新改造广播信号线３６线公里，换上电缆线，同时加装线路衰耗
均衡器，使到达２个乡镇的广播信号线传输质量达到部颁甲级标准，到达１０个乡镇的广播信号专

线传输质量达部颁乙级标准。１９９１年，吴江广播电台芦墟至莘塔段、横扇至庙港段、八坼至菀坪段

的１８．８线公里广播信号专线换上铝包钢线。１９９２年，信号线改标３７处，更新菀坪至横扇信号线１１
杆公里，换上铝包钢线。１９９３年，广播信号线改标２１处，更新庙港至七都信号线４．５公里，换上铝

包钢线。至此，全市９条广播信号线已有６０％以上换上电缆或铝包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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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镇广播主馈线、村头线

１９６９年起，全县各公社、镇建设社镇到大队的广播主馈线。至１９７７年，全县广播主馈线３４４

条、１８１０线公里。随后，各公社、镇每年投入一定的资金用于广播主馈线的更新，主要更换毛竹线

杆为水泥线杆和架设新铁丝。至１９８２年，全县广播主馈线已更新９０％以上。经测试，全县７８８．１５

杆公里广播主馈线，有５０３．７杆公里入级达标。

１９７９年６月，吴江广播站制定《关于建设大队规格化广播网的要求和技术指标———大队广播

网规格化验收标准》试行办法，对架空线、地下线、村头线、入户线、室内布线都提出具体要求。当

年，吴江广播站组织本站事业组人员和各社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骨干线务员分组到各公社申请验

收的大队去逐个验收。第一次有２４个大队验收合格，第二次有４３个大队验收合格。屯村公社提

出“普及率不够、线务员不落实、资料名册不搞好，就不推荐验收”原则，做到推荐一个就要合格一

个。当年，屯村公社有９个大队实现规格化，通过吴江广播站验收，进度名列前茅。经过一年多时

间的整顿验收，全县各地实施吴江广播站制定的十二条标准，使广播主馈线、村头线、用户线做到走

线合理、布线隐蔽、匹配合理、广播喇叭声音清晰。

１９８２年，全县广播规格化大队已有２４０个，占总数４４．３％。屯村公社率先完成规格化大队

达标任务，被授予“实现规格化，全县是先锋”锦旗。１９８３年，横扇乡完成规格化村达标任务，被

授予“实现规格化，全县第二名”锦旗。随后，全县广播规格化村建设，呈现质量越来越好、速度

越来越快的趋势，全县广播用户线达４７６６．０２线公里。１９８４年，全县建成广播规格化村４５０个，

占总数８５．７％。由于村级线路归村级负担，部分经济薄弱村发展滞后，全县实现广播规格化村

的建设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８年。随着农村三级广播网路逐年更新，一个质量良好的广播网络在全县

形成。

１９９５年起，全市有线电视网迅速发展，广播电视信号专线用杆逐年被换成９米圆杆，架设有线

电视光缆，实现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同缆传输。１９９６年，全市广播电视信号专线１８５．８３杆公里、

３２５．８３线公里，其中电缆 １０．９９条公里。乡镇以下的广电主馈线 ８３９．９杆公里，入级达标的有

６６２．０５杆公里、２１７９线公里，电缆７．５条公里。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全市实现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同缆传

输，通过江苏省广电厅考核验收。

　　三、喇叭

（一）高音喇叭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站在松陵镇区最热闹的仓桥头安装２只高音喇叭。１９５８年“大跃进”

年代，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也在厂区安装高音喇叭。１９６６年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各地安装高音

喇叭的渐渐增多，至１９７１年共有７４６只，其中２５瓦５９３只、１５瓦７只、１０瓦１４６只，同里、平望、庙

港、横扇、八都五个公社基本普及田头高音喇叭，七大镇有２８只。１９７２年共有９４６只。随后，有些

大队在村头、田头安装高音喇叭，至１９８０年，全县高音喇叭１１４９只。由于高音喇叭噪音问题，城镇

逐渐拆除，农村田头高音喇叭逐年减少，１９８１年，全县高音喇叭１１４９只。１９８５年，减少到５８２只。

９０年代起，高音喇叭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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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用户喇叭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刚建立，县机关各单位装１只喇叭。当时，县委的农村联系点湖

滨乡（位于松陵镇西门外的地方）装了喇叭，加七大镇机关各办公地方，全县共安装广播喇叭１０２

只。１９５８年，为提高音质音量，建起４个低频放大站，全县广播喇叭发展到１０４５只。１９５９年，又

建立４个低频放大站、３个载波放大站，全县共有广播喇叭１２００只（装有载波的地方，在喇叭通

响时也能打电话）。１９６０年底，全县共有广播喇叭１６１７只。１９６１年起，县邮电局的电话线改标，

部分广播喇叭被拆除，全县４７９２个生产队中只有１３９个通广播，全县广播喇叭也只有１４７０只。

１９６２年，全县广播喇叭只剩１１３８只，其中城镇９４只，农村１０４４只。１９６４年起，全县广播喇叭数

量回升到１３９２只。１９６５年，吴江广播站增设４个低频放大站，使全县广播喇叭达到１４４６只。

１９６６年，达１７５９只。１９６７年，增加到１１５２０只。１９６９年，全县大办广播，社社建立广播放大站，

队队通广播，全县广播喇叭增加到１４０２７０只，入户率达８２．２％。１９７０年７月，全县基本实现“户

户通”广播。

１９７９年，吴江广播站实施广播规格化大队整网，对大队以下广播网提出每只广播喇叭的安装

要有木壳、有开关、有电阻、有避雷器、有良好地线的“五有”技术指标，年底，全县广播喇叭１２４３５２

只，入户率提高到８３％。１９８０年，全县广播喇叭１２３４５２只，入户率８２％。１９８１年，县广播站对全县

用户喇叭的地线进行普查整顿，重点改造用户变压器地线、喇叭地线，做到地线焊接或用１０号铁丝

直接入地，深度大于３０厘米，喇叭末端电压不低于１０伏，使广播喇叭的音质音量得到普遍提高。

１９８２年，吴江县广播站逐步发展动圈喇叭，改善用户收听设备。同年，芦墟乡广播放大站在一个村

搞动圈喇叭试点，因规格不统一，效果不理想。１９８３年，同里乡广播放大站在群益村进行试点，获

得成功。震泽镇广播放大站在震泽镇主要商业街区商店和工厂企业等单位改装７０只动圈喇叭，效

果较好。１９８６年，吴江县广电局在八坼镇搞从县广播站到八坼镇广播站、到农创村、再到各家各户

喇叭终端的广播信号一条龙试点，所有传输指标达部颁乙级标准。此后，在全县推广八坼镇的

做法。

１９９０年，吴江县广电局为推进农村广播动圈村网建设，制定《关于有线广播规格化村建设的要

求和验收标准》（吴广〔１９９０〕第９号）。１０月，县广电局在北厍镇东方村搞广播动圈村网建设试点，

总结出技术上要掌握选用适当的喇叭、音箱、变压器、用户变压器、高标准入户形式和高质量的传输

设备六个环节的经验。１０月１２日，在北厍镇举办全县广播动圈村建设技术培训班，推广北厍镇广

播动圈村建设的经验，对全县广播动圈村建设作进一步部署。

１９９１年，盛泽镇广电站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全镇３１个村全部建成广播动圈村，成为全县第一个

广播动圈镇。１９９２年，金家坝、屯村建成广播动圈镇。１９９６年，菀坪、横扇、震泽、八都、平望、同里、

黎里、松陵等镇先后建成广播动圈镇。１９９７年，随着坛丘镇建成广播动圈镇，全市拥有广播动圈喇

叭１６．１３万只。１１月，经江苏省广电厅和苏州市广电局验收合格，成为江苏省第８个广播动圈喇叭

市（广播音箱市）。

１９９８年起，全市各地有线电视逐步开通，广播和电视实行同缆传输，各镇以调频音响替代动圈

喇叭，广播喇叭又一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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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１　１９５７～１９９７年吴江县（市）广播喇叭数一览表

年份 数量（只） 农村入户率 年份 数量（只） 农村入户率

１９５７ １０２ － １９７５ １４５３２２ －

１９５８ １０４５ － １９７６ １３０２７０ －

１９５９ １２００ － １９７７ １４２２５７ ７４％

１９６０ １６１７ － １９７８ １２２９５０ －

１９６１ １４７０ － １９７９ １２４３５２ ８３％

１９６２ １１３８ （市镇９４，农村１０４４） １９８０ １２３４５２ ８２％

１９６３ １２５９ － １９８１ １１８５７１ ７７．９０％

１９６４ １３９２ （市镇７０５，农村６８７） １９８２ １１９５１１ ７８％

１９６５ １４４６ （市镇７５３，农村６９３） １９８３ １２４６７５ ８０％

１９６６ １７５９ － １９８４ １２９５８２ ８２％

１９６７ １１５２０ － １９８５ １２８６２５ ８４％

１９６９ １４０２７０ ８２．２０％ １９８７ １２８９６５ ８１％

１９７０ １２１０７５ － １９８８ １３０５２３ ８１．９０％

１９７１ １３３２５９ ８７．５０％ １９９０ １２４０５４ ７５．４９％

１９７２ １３３０４１ ８４％ １９９７ １６１３００ －

　　注：因广播喇叭的通响和农户拆迁，喇叭绝对数有所变化，使广播入户率统计产生忽多忽少的增减。１９９８年起不再

统计。

第二节　调频广播

　　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０日，吴江市广电局为适应改革开放和扩大经济、文化宣传及广大城乡群众收

听吴江广播电台广播节目的需要，向吴江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决定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在现有有

线广播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覆盖面广、音质清晰、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的调频广播。同时申请市财

政每年增加１０万元的人员经费和设备维护经费。８月１１日，吴江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建

设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台的批复》（吴政发〔１９９４〕１０６号）。要求吴江市广电局“按照规划要

求，抓紧做好建设调频电台的各项准备工作，及时组织实施，以保质保量如期完成”。８月１５日，

吴江市编制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增加吴江广播电台人员编制的批复》（吴编〔１９９４〕３５号），同

意吴江广播电台人员编制增加６名，所需经费由财政差额补助。８月１７日，吴江市广电局向苏

州市广电局递呈《关于申请建立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台的报告》和《关于增设调频点频发射机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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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２　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０日吴江市广电局关于建立调频电台的申请报告表

设备、设施名称、规格、数量 金额（万元）

发射设备 ３３．３

进口全固态立体声调频发射机１台（主机） １４

国产立体声调频发射机１台（备机） ５

调频发射天线１付 ６

发射馈管 ３．４

电源稳压器 １．２

主备切换器、接头等附属设备 ２．５

点频机１套 １．２

传音设备 ３７．６

进口调音台２台 １６

设备、设施名称、规格、数量 金额（万元）

卡座６台 ２．４

激光唱机６台 ３

播控设备 ２．２

话筒、音箱 ３

前置附属设备 ９

导播设备 ２

测试及日常维修经费 ４

机房（原电台机房）改造装修 １０

合计： ８４．９

　　说明：１．这次调频电台开播，仅添置所必需的部分设备设施，打算在今后再逐步购置一些必要和必备设施。

２．在规划中，吴江广播电台将来要搬到广电中心（现电视台处），所以这次将调频发射机暂安装在电视台机房，

直播、导播室及电台工作人员仍留在原电台办公。导播室的改造只要达到一般效果即可，所以也不搞大的

投资。

３．这次需增１０名工作人员（其中：３名采编人员、３名节目主持人、４名值机维修人员），编制属吴江人民广播电

台，请予列编。

１９９５年１月９日，江苏省广电厅给苏州市广电局下发《关于同意吴江市开办调频广播的批

复》。１６日，苏州市广电局给吴江市广电局下发《关于同意吴江市开办调频广播的批复》，要求在调

频广播正式播出前一个月向苏州市局申请验收，并及时申领频率执照。２月１０日，吴江市广电局向

苏州市广电局递呈《关于申请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台开播的报告》。３月３日，苏州市广电局下

发《关于同意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开播的批复》。５月２２日，苏州市广电局向吴江市广

电局下发《关于吴江人民广播电台采用调频点频传送广播节目信号的批复》。６月７日，苏州市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同意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启用６９．５０兆赫频率的批复》和《关于同

意吴江人民广播电台频率无线电设备正式启用的批复》，同意吴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调频无线电发射

设备于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２日零时正式启用。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２日，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开播，呼号为“吴江人民广播电台”。

调频广播的技术参数：

台名：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台址：吴江市区北新路１９号，地理坐标：１２０Ｅ３８３５，３１Ｎ０９４６。

发射机标称功率：０．３千瓦，发射频率：８９．１兆赫，海拔高度：１０米，天线高度：１３５米。

天馈线增益：２分贝，极化方式：水平，节目内容：市自办。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电台搬入鲈乡南路１８８７号的吴江广播电视中心广播业务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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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设施设备

　　一、机房设施

１９５６年９月，吴江广播站建立时，机房施设相当简陋，符合要求。播音室与机房共２０平方米左

右的地板间，中间有玻璃望窗隔开（如下图）。机房内安放１台５００瓦扩音机。播音室内有播音

控制桌、调压器和负荷板，后添置台扇，隔音设备用木条订马粪纸板做成。

　

吴江广播站广播机房及播控桌（１９５６年画）

１９５９年６月，吴江广播站搬到吴江大会堂东侧共怡园内，播音室与机房面积共２２平方米，

播音室有两个望窗，分别设在北面机房隔墙上与西面会议室隔墙上。１９６３年底，播音室与机

房重新装修，播音室内装置用甘蔗纤维压制成的隔音板，布线全部是隐蔽的；机房内安装排风设

备。播音室与机房隔开，有望窗，在播音室能看清机房机器工作情况；播音室有隔音设备；机房

安装大功率排风设备；播音室有操作台；机房、播音室的信号线、电源线是暗线，各路输出信号负

荷有仪表、指示灯显示，线路上有保险器，一切设施布局基本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的乙级指

标要求。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５日，吴江广播站搬进新的广播大楼，机房、播音室、录音室、演播室设在第三层，

面积近２００平方米。自西向东依次是演播室、录音室（内播音间、外录音间）、值机室（播出间）、机

房。演播室、播音间与录音间中间各有一望窗，值机室与机房间有一大望窗。播音室与演播室

都有隔音板装饰，机房内装有吊扇和台扇，所有布线全为暗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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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电台搬入吴江市广播电视中心广播业务大楼二楼，用房面积１８００平方

米。新建成的音频工作站包括二楼１间总控制室、２间直播室、３间录音制作室、１间编辑室和办公

室，再加２间设在一楼的机务办公室、广告部办公室共９间。

　　二、机器设备

１９５６年９月，吴江广播站建站初期，机房内有上海广播器材厂制造的５００瓦扩音机（ＴＹ２５０／

５００型）１台，与扩音机配套的播音控制桌１台。设备由江苏省广播事业局调拨，经费由县财政支

付。播音控制桌设备相当完备，有２５瓦收音机１台、电唱机２台、唱片５０张、铝带动圈式话筒２只，

还有定向天线、电眼监视器、音频输出电平表、音频输出线２条、实况转播信号输入线２条及转播监

听喇叭。（当时，吴江大会堂经常开会，要求转播，信号就从大会堂送至县广播站播音桌上信号输入

端。）机房内还有功率为２０００瓦的手动调压器１台、木制配电板１块（板上装有闸刀）、输出变压器、

氧化铜整流器、输出信号指示灯、线路避雷器，还有落地式话筒２只，电扇４台，中型万能电表１只，

绝缘测试表１只。备有１１０～２２０伏汽油发电机１台。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站迁到大会堂东侧共怡园，机房、播音室设备照旧外，添置上海录音机

厂生产的钟声牌６３１Ｂ型木壳录音机２台。１９６８年，又添置上海录音机厂生产的Ｌ６０１录音机２台。

为保证录音质量，购置１０００瓦便携式手动调压器１台和日本进口的采访话筒１只，华北无线电厂

生产的海鸥牌动圈话筒２只。为了使广播不受停电影响，向县电影放映队借来小型发电机１台。

１９７６年，停电现象日趋频繁，添置１５千瓦发电机１台，配常州产１９５型柴油机作动力。在以后的两

年多时间里，基本上天天自发电，这套发电设备一直用到８０年代后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吴江大会堂开会时用一套１００瓦扩音设备，配有话筒、电唱机，由县广播站

负责保管、使用。每次开会，县广播站机务组派值机人员把机器扛进去，会后搬回站里。后来增加

一套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生产的飞跃牌Ｒ１５０Ｉ型１５０瓦扩音机，配有动圈话筒３只，专门存放在大会

堂。（８０年代初，由吴江县广播服务部负责保管、使用，为会议服务。）

１９６９年大办广播后，全县３０个公社、镇建立广播放大站，用户广播喇叭达１４０２７０只，全县各社

镇广播放大站的扩音机功率不能满足实际需求。１９７０年３月，吴江广播站组织机务技术人员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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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２５０／１０００型扩音机的图纸和兄弟县广播站的一些技术资料自己生产扩音机。生产过程中，一些

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市场上买不到，吴江广播站就派员到上海一家小型作坊式工厂去学习制

作。矽钢片、漆包线等原材料向县物资局申请安排。吴江广播站技术人员先用铁皮敲打出１台机

壳做样品，再由黎里五金厂加工，黎里矿配厂烘漆。就这样从零件装配到测试，生产出合格的扩音

机。１９７０～１９７３年，共生产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７台、３００瓦扩音机２２台、１５０瓦扩音机７台，按需统一

配送至各社、镇广播放大站。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５日，吴江广播站迁进新建的广播大楼，广播机房安装扩音、输出、电源３个立柜。

扩音机为上海新华无线电厂生产ＧＹ２×２７５瓦有线广播机，电源立柜上备有能在５秒钟内自动切换

的自发电输入端，每路电源，包括照明、广播、指示等都有保险装置。值机室里安放上海广播器材厂

生产的ＴＹ前置增音控制台１台。按钟控程序电路安装控制线，控制台内安装与扩音机配套的ＧＹ

前级增音机，并配有Ｌ６０２录音机４台。（如下图）

　

吴江广播站广播设备（１９７８年摄）

１９７８年底，吴江广播站已有上海录音器材厂生产的Ｌ６０１磁带录音机６台、Ｌ６０２磁带录音机６

台、动圈式话筒（播音室、值机室用）３只、ＣＤ１－２话筒５只、录音磁带８０盘。后又添置５０瓦扩音机

１台和失真测量仪、电子管测试仪等。１９７９年４月，吴江广播站为新的配电间设计、安装三路电源

进线，使广播在遇到一路供电故障时能及时切换用上另一路电源，确保广播正常播出。

１９８２年５月，吴江广播站为加强站内和各社镇广播站设备的检测维修，配备ＳＺ－１Ａ型失真度

测量仪、测试播音信号的阴极射线示波器、测试输出信号的音频振荡器、５００型万用电表、测试地线

的接地电阻测量仪、测试线路绝缘度的携带式兆欧表、测量输出电压的ＧＢ型电子管毫伏表等测量

仪器。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后，广播设备更加完善，备有音箱扬声设备、ＭＤ录

音设备、无线话筒、耳机、立体声录音设备、调音设备、音频设备、逆变电源设备、ＣＤ机设备、天线设

备和打印机设备。同时，添置电脑、立体声放大器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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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音频工作站

１９９５年６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开播之初，播出频率为８９．１兆赫的发射机是体积较大的

电子管发射机，输出功率为３００瓦的模拟信号，节目播出完全靠人工切换。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吴江广播

电台整体迁至新广播业务大楼后新建直播室、录音室、编辑室；发射机换成从日本进口的全固态发

射机和日本奥本模拟音频处理器，另配电脑４１台，打印机１套等，实现节目自动播出。

２００１年８月，吴江广播电台建起音频工作站，即包括总控制室、发射机房、天线、直播室、录音

室、编辑室乃至整个播出系统的音频自动播出系统。

２００６年，吴江广播电台技术部对播出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发射机房内换上全固态发射机２台，

其中１台供８９．１兆赫频率使用，另１台作备用。在吴江电视台电视塔１３５米高处安装电台发射天

线，设计安装天线自动切换和电源远程控制装置。直播室２间，每间配备数字直播调音台１台，可

供２个节目主持人和３～５个嘉宾同时直播。录音制作室３间，每间配备数字录音制作调音台１

台，供新闻综合频率和交通音乐频率录制节目使用。编辑室１间，配有编辑调音台１台，剪辑合成

采制来的音响素材。总控制室内有总控制桌，并有进口的数字音频处理器、自动切换数字矩阵和音

色效果器。总控制室可以全面控制每间的所有设备，实现播出自动化、数字化，使节目能自动准点

播出，还增加节目存贮量。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广播电台的整个播出系统实现固态化、自动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各项技术

指标达到全国县级广播电台先进水平。

第三章　广播节目

第一节　节目时间

　　１９５７年元旦，吴江广播站正式开播，播出时间为每天一次（１８点 ～２０点），共１２０分钟。另外

对县机关每天增加２次播音，上午１０点钟，下午４点钟，每次２０～３０分钟。１９５８年１月起，每天三

次播音，播出时间共３个多小时。另外，当时常常召开广播大会，广播时间不定。据记载，１９５９年全

年召开广播大会６３次，其中转播江苏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广播大会２５次，转播中共苏州地委召开的

广播大会５次，吴江县人民政府召开广播大会３３次。

１９６２年２月起，吴江广播站全天播音３小时２５分钟，分早、中、晚三次播出，对松陵镇区依旧每天

增加２次播音，每次约３０分钟。１９６４年１月起，全天播音３小时２０分钟，分早、中、晚三次播出。同年

４月，对松陵镇区每天增加２次播音，每次约１个多小时，共增加２小时３０分钟，全天播音５个多小时。

１９６６年６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吴江广播站每天三次播音，时间依旧。但根据上级要求，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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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播上级台和本县召开的广播大会实况，广播时间不固定。同时，还常常临时开机广播，转播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重要新闻节目，做到“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９６８年４月，自

办节目停办，全天三次播音全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起，吴江广播站恢复自办节目。每天播音时间为第一次播音５点２５分至７

点；第二次播音１１点２５分至１３点；第三次播音１７点５５分至１９点３０分，全天播音时间４小时４５

分。１９６９年２月２０日起，播音时间调整为第一次播音５点５５分至７点３０分，广播专线延长至８

点；第二次播音１１点２５分至１３点３０分，广播专线延长至１４点；第三次播音１７点２５分至１９点，

广播专线延长至２０点３０分。这样，利用电话线全天播音时间为５小时１５分钟，广播专线全天播音

时间为７小时４５分钟。

１９７０年５月８日，吴江广播站的播音时间又一次调整，第一次播音５点至７点３０分，第二、第

三次播音时间不变。同时，对市镇广播增加两段播音时间，分别为８点５５分至１０点、１４点５５分至

１６点，广播专线不再延长播出时间。其后１０年，每天播音时间基本上都在７小时左右。

８０年代起，吴江广播站（广播电台）的播音时间依旧每天７个多小时，仍分早、中、晚三次播出。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全天播音时间增加到１０个多小时，每天分两

个时间段播出：第一次播音５点５０分至１３点５０分；第二次播音１６点５５分至２１点。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２日，调频广播正式开播，全天播音时间为１２小时４５分钟。第一次播音５点５０

分至１４点；第二次播音１６点５５分至２１点３０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起，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全面改版，每天６点至２２点１０分播音不间断，全

天播音时间１６小时以上。

２００８年１～１２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播出时间为每天５点５５分至２２点４０分，２２点４０分

至次日５点５５分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节目。有线广播播出时间为每天６点至２２点２５分。

表１３１　吴江广播站节目时间表（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节目内容 节目时长（分钟） 播音时间（分钟）

每
天
固
定
节
目

开始曲（报告当天节目） ５

文艺节目 ３５

记录直播中央台农村节目或讲话（临时定） １５

天气报告 １０

结束曲（预报明天节目） ５

７０

间
播
节
目

吴江生活（每星期一、四） ２０

农业技术讲座（星期三） ２０

转播省台农村节目（每星期二、六） ２０

科学卫生（星期五播） ２０

时事讲座（星期四播） ２０

２０

合计每天播音时间 ９０

　　县机关播音，除以上节目安排外，还增设：１．工间体操；２．文娱节目（午饭、晚饭后休息时间播２０～３０分钟）；３．配合

机关时政与理论学习，不定期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有关学习讲座、问题解答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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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２　吴江广播站节目时间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起实行）

时间 节目内容

５∶２５～７∶００ 第一次播音

５∶２５ 　　开始曲　节目预告

５∶３０ 　　“老三篇”天天读

５∶４５ 　　革命歌曲

５∶５０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节目

６∶０５ 　　革命大批判专题节目

６∶２０ 　　天气报告

６∶３０ 　　新闻和报纸摘要

７∶００ 　　重播天气报告　结束

１１∶２５～１３∶００ 第二次播音

１１∶２５ 　　开始曲　节目预告

１１∶３０ 　　转播江苏电台《人民公社万岁》节目

１２∶００ 　　转播中央台（２）《对农村广播》

１２∶３０ 　　天气报告

１２∶４０ 　　革命文艺

１３∶００ 　　重播天气报告　结束

１７∶５５～１９∶３０ 第三次播音

１７∶５５ 　　开始曲　节目预告

１８∶００ 　　学习毛主席语录

１８∶０５ 　　天气报告

１８∶１５ 　　转播中央台（１）“毛主席语录诗词演唱”

１８∶３０ 　　转播上海台《农村节目》

１９∶００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节目（重播）

１９∶１５ 　　革命大批判专题节目（重播）

１９∶３０ 　　重播天气报告　播音结束

７４

第一篇　广　播



表１３３　吴江广播站节目时间表（１９８１年２月２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５∶１５ 第一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５∶２５ 音乐 戏曲 音乐 戏曲 音乐 戏曲 戏曲

５∶５５ 　　吴江新闻

６∶０５ 党的生活 新长征 农科讲座 新长征 广播漫谈

６∶２０ 　　天气报告

６∶３０ 　☆新闻和报纸摘要

７∶００ 　△本省新闻和报纸摘要

７∶１５ 　　重播天气报告　第一次播音结束

１０∶１０ 第二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１０∶２０ 　　戏曲

１１∶００ 　　吴江新闻

１１∶１０ 党的生活 新长征 农科讲座 新长征 广播漫谈

１１∶２５ 　　天气报告

１１∶３５ 生活杂谈 谈天说地 生活杂谈 大众科学 谈天说地 大众科学

１１∶４５
△解放军

与民兵
歌曲

△解放军

与民兵
歌曲

△解放军

与民兵
银幕歌声

１２∶００ 　△对农村广播

１２∶２０ 　△简明新闻

１２∶２５ 　△你知道吗

广播剧院

１２∶３０ 　　今日电视预告

１２∶３５ 　　广告、文艺

１２∶４０ 　　重播天气报告　第二次播音结束

１７∶００ 第三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１７∶１０ 　　今日电视预告　１７∶１５广告、文艺

１７∶２０ 说说唱唱 文学 说说唱唱 文学 说说唱唱 文学 说说唱唱

１７∶５０ 　　吴江新闻

１８∶００ 党的生活 新长征 农科讲座 新长征 广播漫谈

１８∶１５ 　　每周一歌

１８∶２０ 　　天气报告

１８∶３０ 　　广播书场 周末晚会

１９∶３０ 　☆对农村广播
星期文艺

２０∶００ 　☆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２０∶３０ 　　重播天气报告　全天播音结束

　　注：☆为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为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８４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表１３４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２日起实行）

版块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水
　
乡
　
晨
　
曲

５∶５０ 第一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５∶５５ 　　送你一支歌

６∶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６∶１５ 　　音乐　气象　信息

６∶３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７∶００ 　　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７０２早新闻》

７∶２０ 　　８９１早新闻　７∶３５广告６００秒

７∶４５ 创建专题 邮电之声 人口与小康 创建专题 邮电之声 人口与小康 音乐

７∶５５ 　　重播天气报告（有线广播《水乡晨曲》播音结束）

８∶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８∶１５ 　　音乐节拍

８∶３０ 　　广播书场

９∶３０ 　　重播天气报告　播音结束

太
　
湖
　
春
　
潮

９∶５５ 第二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１０∶００ 　　综合文艺

１１∶００ 　　新闻纵横

１１∶１５ 经济立交桥 法制长廊 环球揽萃 垂虹论坛 鲈乡风景线 今日生活 文体广场

１１∶３０ 　　天气报告

１１∶３５ 　　信息短波

１１∶４０

１２∶００
激光金曲 盒带新声 激光金曲 盒带新声 激光金曲 盒带新声

立体声音乐

星期直播室

１２∶３０ 　　广告６００秒　１２∶４０信息短波

１２∶４５ 创建专题 邮电之声 人口与小康 创建专题 邮电之声 人口与小康 音乐

１２∶５５ 　　长篇文艺欣赏

１３∶５５ 　　重播天气报告　播音结束

绸
　
都
　
晚
　
霞

１７∶００ 第三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１７∶０５ 　　收视指南　１７∶１０广告６００秒

１７∶２０ 　　信息短波

１７∶２５ 　　歌声与笑声

１７∶４５ 经济立交桥 法制长廊 环球揽萃 垂虹论坛 鲈乡风景线 今日生活 文体广场

１８∶００ 　　新闻纵横

１８∶１５ 　　天气报告

１８∶２０ 音乐咖啡屋 戏迷小乐园 欢乐大点播 音乐咖啡屋 戏迷小乐园 欢乐大点播 快乐星期天

１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２０∶０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２０∶３０ 　　重播天气报告（有线广播全天播音结束）

２０∶３５ 　　轻音乐（或抒情歌曲）

２１∶００ 　　结束曲 全天播音结束

９４

第一篇　广　播



表１３５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５∶５０ 第一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５∶５５ 　　清晨旋律

６∶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吴江新闻　鲈乡传真　广播论坛　各地新闻荟萃）

６∶２０ 　　气象与广告

６∶３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７∶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重播）　７∶２０气象与广告

７∶３０
　　经济立交桥（一）　法庭内外（二）　科技博览（三）
　　城建天地、人口与社会（四）　鲈乡采风（五）

墙改专题

地税形象
大发碟片屋

７∶５０ 　　市场信息

８∶００ 　　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

８∶３０ 　　交通你我他　音乐欣赏 幽默３０分 幽默３０分

９∶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重播）

９∶２０ 　　沧浪亭书场

１０∶２０
　　文艺广场：缤纷影视（一）　退思园茶座（二）
　　空中戏苑（三）　垂虹芳草地（四）　环球漫游（五）

８９１直播室 空中门诊

１１∶００ 　　交通你我他　音乐欣赏　１１∶３０气象与广告 音乐星空 娱乐长廊

１１∶４０
　　经济立交桥（一）　法庭内外（二）　科技博览（三）
　　城建天地、人口与社会（四）　鲈乡采风（五）

１２∶００ 　　吴江新闻　１２∶１０气象与广告

１２∶２０ 　　财经报道

１２∶３０ 　　市场信息

１２∶４０ 　　长篇文艺欣赏　１３∶４０气象与广告

１３∶５０ 　　第一次播音结束

１６∶５５ 第二次播音：开始曲　节目预告

１７∶００ 　　股市传真

１７∶１５ 　　社会万花筒
大发碟片屋

１７∶２０ 　　财经报道

１７∶３０ 　　市场信息

１７∶４０
　　经济立交桥（一）　法庭内外（二）　科技博览（三）
　　城建天地、人口与社会（四）　 鲈乡采风（五）

８９１直播室 空中门诊

１８∶００ 　　今日快讯　１８∶１０气象与广告

１８∶２０ 　　欢乐点歌台 七色花 快乐星期天

１９∶００ 　　沧浪亭书场

２０∶０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２０∶３０ 　　今日快讯（重播）　２０∶４０气象与广告

２０∶５０ 　　温馨夜曲

２１∶００ 　　结束曲　全天播音结束

０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表１３６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５∶５０ 第一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５∶５５ 　　清晨旋律

６∶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

６∶３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７∶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

７∶３０
　　鲈乡纵横：广角镜　致富路　走进乡村　技监之窗

土地之声　城建天地　人口与社会　地税形象　交
通你我他

金曲放送

７∶５５ 　　新宏达导购台　经济信息

８∶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

８∶３０ 　　江苏新闻联播　气象与广告 开心３０分

９∶００ 　　天润书场

１０∶００ 　　社会万花筒　气象与广告

１０∶１５ 　　音乐欣赏

１０∶３０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

虹芳草地　气象与广告

１１∶２０ 　　财经报道

１１∶３０
　　鲈乡纵横：广角镜　致富路　走进乡村　技监之窗

土地之声　城建天地　人口与社会　地税形象　交
通你我他

１１∶５０ 　　新宏达导购台　经济信息

休闲娱乐城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假日音乐网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吴江新闻　气象与广告

１２∶２０ 　　财经报道

１２∶３０ 　　长篇文艺欣赏

１３∶００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

虹芳草地　气象与广告
空中门诊 七色花

１３∶５０ 　　第一次播音结束

１６∶５５ 第二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１７∶００ 　　社会万花筒

１７∶０５ 　　财经报道　气象与广告

１７∶２５
　　鲈乡纵横：广角镜　致富路　走进乡村　技监之窗

土地之声　城建天地　人口与社会　地税形象　交
通你我他

１７∶４５ 　　新宏达导购台　经济信息

１７∶５５ 　　新歌专递

空中门诊

１７∶００～
１７∶５０
气象与广告

假日音乐网

１８∶００ 　　今日快讯　气象与广告

１８∶２０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七色花
欢乐点歌台

１９∶００ 　　天润书场

２０∶０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２０∶３０ 　　今日快讯　气象与广告

２０∶５０ 　　温馨夜曲

２１∶００ 　　全天播音结束

１５

第一篇　广　播



表１３７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０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５∶５０ 第一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５∶５５ 　　清晨旋律

６∶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Ａ（６∶２０）

６∶３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７∶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Ｂ（７∶２０）

７∶３０ 鲈乡纵横

走进乡村

技监之窗

土地之声

鲈乡纵横

城建天地

地税形象

国税时空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金曲放送

７∶５５ 　　新宏达导购台

８∶００ 　　江苏新闻联播　气象与广告

８∶３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Ｃ（８∶５０） 开心３０分

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１０∶００ 　　社会万花筒　气象与广告Ｄ（１０∶０５）

１０∶１５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１０∶５５ 　　气象与广告Ｂ

休闲娱乐城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１∶０５ 　　财经报道

１１∶１５ 鲈乡纵横

走进乡村

技监之窗

土地之声

鲈乡纵横

城建天地

地税形象

国税时空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１１∶４０ 　　新宏达导购台

空中门诊

１１∶００～
１１∶４５

周日说法

１１∶００～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舒美栓”热线

１２∶００ 　　医询广场

１２∶３０ 　　长篇文艺欣赏

１３∶００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假日音乐网 七色花

１３∶４５ 　　气象与广告Ｃ

１３∶５０ 　　第一次播音结束

１６∶５５ 第二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１７∶００ 　　财经报道　气象与广告Ｂ（１７∶１０）

１７∶２０ 鲈乡纵横

走进乡村

技监之窗

土地之声

鲈乡纵横

城建天地

地税形象

国税时空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空中门诊

１７∶００～
１７∶４５

周日说法

１７∶００～
１７∶４５

１７∶４５ 　　新宏达导购台

１７∶５０ 　　新歌专递

１８∶００ 　　今日快讯　气象与广告Ｄ（１８∶１０）

１８∶２０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七色花
欢乐点歌台

１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２０∶０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２０∶３０ 　　今日快讯　气象与广告Ａ（２０∶４０）

２０∶５０ 　　温馨夜曲

２１∶００ 　　全天播音结束

２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表１３８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１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５∶５０ 第一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５∶５５清晨旋律

６∶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Ａ（６∶２０）

６∶３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

７∶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Ｂ（７∶２０）

７∶３０ 鲈乡纵横

走进乡村

土地之声

质量与监督

鲈乡纵横

城建天地

地税形象

国税时空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金曲放送

７∶５５ 　　新宏达导购台

８∶００ 　　江苏新闻联播　气象与广告

８∶３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Ｃ（８∶５０） 开心３０分

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１０∶００ 　　社会万花筒　气象与广告Ｄ（１０∶０５）

１０∶１５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１０∶５５ 　　气象与广告Ｂ

休闲娱乐城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１∶０５ 　　财经报道

１１∶１５ 鲈乡纵横

走进乡村

土地之声

质量与监督

鲈乡纵横

城建天地

国税时空

地税形象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１１∶４０ 　　新宏达导购台

空中门诊

１１∶００～
１１∶４５

周日说法

１１∶００～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舒美栓”热线

１２∶００ 　　高尔宝增高乐园

１２∶１５ 　　财经报道　气象与广告（１２∶２５）

１２∶３０ 　　长篇文艺欣赏

１３∶００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假日音乐网 七色花

１３∶４０ 　　气象与广告Ｃ

１３∶５０ 　　第一次播音结束

１６∶５５ 第二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１７∶００ 　　财经报道　气象与广告Ｂ（１７∶１０）

１７∶２０ 鲈乡纵横

走进乡村

土地之声

质量与监督

鲈乡纵横

城建天地

国税时空

地税形象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高尔宝增高乐园

１７∶００～１７∶４５

１７∶４５ 　　新宏达导购台

１７∶５０ 　　高尔宝新歌专递

１８∶００ 　　今日快讯　气象与广告Ｄ（１８∶１０）

１８∶２０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七色花
欢乐点歌台

１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２０∶００ 　　健康与卫生八点钟

２０∶３０ 　　今日快讯　气象与广告Ａ（２０∶４０） 新歌专递

２０∶５０ 　　温馨夜曲

２１∶００ 　　全天播音结束

３５

第一篇　广　播



表１３９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５∶５０ 第一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５∶５５清晨旋律

６∶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Ａ（６∶２０）

６∶３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

７∶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Ｂ（７∶２０）

７∶３０
鲈乡纵横

农电之声

走进乡村

土地之声

质量与监督

鲈乡纵横

教育园地

城建天地

国税时空

地税形象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金曲放送

７∶５５ 　　每天一歌　８∶００长篇文艺欣赏

８∶３０ 　　８９１早新闻　气象与广告Ｃ（８∶５０）

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１０∶００ 　　社会万花筒　气象与广告Ｄ（１０∶０５）

１０∶１５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１０∶５５ 　　气象与广告

休闲娱乐城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１∶０５ 　　“舒美栓”专题

１１∶２０
鲈乡纵横

农电之声

走进乡村

土地之声

质量与监督

鲈乡纵横

教育园地

城建天地

国税时空

地税形象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晶明热线

１１∶００～
１１∶４５

周日说法

１１∶００～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转苏州经济台　天地通健康之声

１２∶００ 　　生态蓓安专题

１２∶２５ 　　财经报道　气象与广告（１２∶３５）

１２∶４５ 　　高乐高增高乐园

１３∶００ 　　开心３０分　财经报道　气象与广告（１３∶４０）

１３∶５０ 　　第一次播音结束

１６∶５５ 第二次播音：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１７∶００ 　　财经报道　气象与广告（１７∶１０）

１７∶２０
鲈乡纵横

农电之声

走进乡村

土地之声

质量与监督

鲈乡纵横

教育园地

城建天地

国税时空

地税形象

走进乡村

人口与社会

交通你我他

重播

晶明热线

１７∶００～
１７∶４５

重播

周日说法

１７∶００～
１７∶４５

１７∶４５ 　　每天一歌

１７∶５０ 　　新歌专递

１８∶００ 　　今日快讯　气象与广告（１８∶１０）

１８∶２０ 影视长廊 健康伴你行 空中戏苑 环球漫游 垂虹芳草地 七色花
欢乐点歌台

１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２０∶００ 　　健康与卫生八点钟

２０∶４５ 　　重播高乐高增高乐园

２１∶００ 　　今日快讯　２１∶１０气象与广告 新歌专递

２１∶１５ 　　全天播音结束

４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表１３１０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６∶００ 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６∶０５ ８９１早新闻　６∶２５气象与广告１（５）

６∶３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７∶００ 七点新闻网　气象与广告２（５）

７∶４０ 行业之窗 社会广角

８∶００ 交通时空（直播）　气象与广告３（５）

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１０∶００ 时尚新生活（直播） 政风行风热线 周日说法

１０∶５０ 气象与广告４（１０）

１１∶００ 行业之窗 社会广角

１１∶２０ 气象与广告５（１０）

１１∶３０ 健康在线

１２∶００ 吴江新闻

１２∶１５ 清新生活１＋２　１２∶５５气象与广告６（５）

１３∶００ 长篇文艺欣赏

１３∶３０ 哈哈可乐派

１４∶００ 小梅说戏

１５∶００ 晓星读报　气象与广告７（５） 七色花 周日说法

１５∶３０ 开心３０分 １５∶５０气象与广告８（１０）

１６∶００ 木兰音乐时间　气象与广告９（１０）

１７∶００ 行业之窗 社会广角

１７∶２０ 气象与广告１０（１０）

１７∶３０ 健康在线

１８∶００ 今日快讯　１８∶１０气象与广告１１（１０）

１８∶２０ 天天点歌台（直播）

１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２０∶００ 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　２０∶３０气象与广告１２（５）

２０∶３５ 开心３０分

２１∶０５ 健康在线

２１∶５０ 今日快讯　气象与广告１３（１０）

２２∶１０ 结束曲　全天播音结束

５５

第一篇　广　播



表１３１１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时间 节目（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

６∶００ 开始曲　预告节目

６∶０５ ８９１早新闻　６∶２５气象与广告

６∶３０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

７∶００
七点新闻网：８９１早新闻、新闻集锦、行业之窗（一、三、四、六）、吴江新闻眼（二、五）、
周日说法（日）　７∶５５气象与广告

８∶００ ８９１早新闻　８∶２０气象与广告

８∶３０ ８９１直通车（直播）

１０∶００ 广播书场　政风行风热线（直播）（六）　１０∶５５气象与广告

１１∶００ 音乐时空（一、三、四）　旅游茶馆（直播）（二、五）　七色花（六）　小梅说戏（日）

１１∶３０ 健康在线

１１∶４５ 快乐时光

１２∶００ 吴江新闻　１２∶１５气象与广告

１２∶２０ 行业之窗（一、三、四、六）　吴江新闻眼（二、五）　周日说法（日）

１２∶４５ 清新生活１＋２

１３∶２０ 音乐时空（一、三、四）　旅游茶馆（重播）（二、五）　空中门诊（直播）（六、日）

１３∶５０ 健康在线

１４∶０５ 长篇文艺欣赏　１４∶３０气象与广告

１４∶３５ 行业之窗（一、三、四、六）　吴江新闻眼（二、五）　周日说法（日）

１５∶００ 哈哈可乐派　１５∶２５气象与广告

１５∶３０ ８９１直通车（直播）

１６∶００ 木兰音乐时间　气象与广告９（１０）

１７∶３０ 健康奥秘

１８∶００ 今日快讯　１８∶１０气象与广告

１８∶１５ 天天点歌台（直播）

１９∶００ 广播书场　１９∶５５气象与广告

２０∶００ 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

２０∶３０ 完美指数

２１∶３０ 今日快讯

２１∶４０ 健康在线　２１∶５５气象与广告

２２∶００ 结束曲　全天播音结束

６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表１３１２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８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６∶００ 第一次播音：开始曲　节目预告

６∶０５ 吴江新闻　６∶２５气象与广告１

６∶３０ 中央台新闻　７∶００气象与广告２

７∶０５ 七点新闻网　８∶００气象与广告３

８∶０５ 吴江新闻　８∶２５气象与频率宣传

８∶３０ 金土地

９∶４５ 音乐时空

１０∶００ 小梅说戏　１０∶５５气象与广告４ 政风行风热线 小梅说戏

１１∶００ 音乐时空

１１∶１５ 中国笑星　１１∶４５气象与广告５

１１∶５０ 吴江要闻

１２∶００ 行业之窗　１２∶２５气象与广告６

１２∶３０ 农家乐

１３∶３０ 嘻哈江湖 七色花

１４∶００ 结束曲　第一次播音结束

１７∶００ 第二次播音：开始曲　新闻综合频率第二次节目预告　１７∶０５气象与广告７

１７∶１０ 长篇文艺欣赏 交通银行 空中门诊 长篇文艺欣赏

１７∶４０ 健康在线　１７∶５５气象与广告８

１８∶００ 吴江新闻

１８∶２０ 健康生活　１８∶４０气象与广告９

１８∶４５ 广播书场　１９∶４０气象与广告１０

１９∶４５ 音乐时空

２０∶００ 中央台新闻

２０∶３０ 结束曲　全天播音结束

７５

第一篇　广　播



表１３１３　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５∶５５ ８９１晨曲　预告节目

５∶５６ 音乐早班车

６∶２１ ８９１早书场

６∶５０ 武汉健民１

７∶００ ＣＣＴＶ媒体广场（段３）

８∶００ 早新闻　８∶２０广告１

８∶２５ ８９１直通车（上午版）（广告段２）（直播）　９∶２５广告２

９∶３０ 一路飞扬（广告段３）（直播） 百家讲坛连连听

１０∶４５ 生态蓓安（直播）

１１∶００ 联办节目

１１∶２５ 泰宝１５分（直播）

１１∶４０ 明星看车

１２∶００ 武汉健民２　１２∶１０气象与广告３

１２∶１５ 歌曲１５分

１２∶３０ 健康锦囊

１２∶３５ 快乐飙歌场

１３∶００ 生态蓓安（直播）

１３∶２０ 武汉健民３

１３∶３０ 吴江名人（直播）

１４∶００ 智慧点金

工会零距离

（直播）１４∶３０

重播吴江名人

智慧点金

１５∶００ 午后加油站（段２）（直播） 笑话

１６∶００ ８９１直通车（方向盘俱乐部）（段２）（直播）

１７∶００ ８９１直通车（回家路上）（２）（直播） 声音传记

１８∶００ 天天点歌台（段３）（直播） 录播 直播

１９∶３０ 武汉健民４

１９∶４０ 歌曲５分

１９∶４５ 都市情缘（段２）（直播） 录播 直播

２０∶５５ 龙韵广告２　２１∶２５气象与广告４

２１∶３０ 百家讲坛

２２∶１０ 协和讲座

２２∶４０ 结束曲　全天播音结束

８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第二节　转播节目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吴江广播站开播时，每天录音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节目７０分钟；每周
二、六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农村节目２０分钟。以上两档节目都在晚上６点３０分至８点播出。有

时上午１０点、下午４点对县机关广播，配合机关时政与理论学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苏人
民广播电台有关学习讲座、问题解答等节目，每次２０～３０分钟。

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５年，吴江广播站每天６点３０分至７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首都报纸
摘要》节目。１９点至１９点３０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各地有大寨》节目，这档节

目录音后于次日１７点３５分至１８点２５分重播。每天１１点３０分至１２点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农村节目》、《民兵生活》、《农村俱乐部》节目。

１９６７年３月起，吴江广播站自办节目停办，全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１９６８年４月起，
自办节目恢复。每天６点３０分至７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１１点３０分至１２

点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公社万岁》，１２点至１２点３０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二套《对农
村广播》，１８点１５分至１８点３０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毛主席语录诗词演唱》，１８点３０分至１９

点转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

１９７０年５月８日，吴江广播站调整部分节目时间。每天６点３０分至７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８点５５分至１０点、１４点５５分至１６点对市镇广播，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革命文艺》节目（星期二休息）。２０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８０年代，吴江广播站播音时间保持一天三次，早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上午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本省新闻和报纸摘要》、《对农村广播》、《简明新闻》、《你知道吗》、

《江苏快讯》；晚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等。１９９０
年，每天转播上级台节目达２小时３５分钟。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后，转播上级台节目有：早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午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早上录音后中午播放），晚

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共１小时３０分钟。
１９９９年起，吴江广播电台早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档新闻节目不变，中午转播江苏人民

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新闻大视野》，都是早上录好音中午播放。２０００年，每天６点３０分至７
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８点３０分至８点５０分，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

苏新闻联播》；２０点至２０点３０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日起，吴江广播电台节目改版，每天早晚仍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摘要》、《全国新闻联播》。８点３０分至８点５０分，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录音播
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起，每天６点３０分至７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８

点至８点２０分，转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０日改版后，吴江广播电台每天早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起，每天６点３０分至７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１１点４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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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２点转播苏州经济广播电台《健康之声》。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改版，每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两档新闻节目，一档是６点３０分至７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一档是２０点至２０点３０分的《全国

新闻联播》。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７点至８点转播中央电视台《媒体广场》节目，２２

点４０分至次日５点５５分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节目。（有线广播）６点３０分至７点转播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１９点至１９点３０分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第三节　自办节目

　　一、节目设置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时，自办节目设有新闻、社教、服务、娱乐四个大类。节目有《吴
江生活》、《农业技术讲座》、《科学卫生》、《时事讲座》、《天气报告》、《文艺节目》。１９６２年增设《怎
样办好生产队》，１９６３年将《科学卫生》改成《知识杂谈》，同年１１月开办《故事会》。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吴江广播站的广播节目时办时停。１９６７年３月，广播自办节目
停办。至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恢复自办节目，开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节目和《革命大批判专题》

节目。１９７０年５月起，自办节目有《新闻》、《祖国风貌》、《农业学大寨》、《对工人广播》、《农科讲

座》、《革命文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江广播站的自办节目开始走上正规。文字节目开设

《新闻》、《农村节目》、《农科讲座》、《对工人广播》、《谈天说地》、《学习节目》。文艺类统称《文艺

节目》，包括歌曲、戏曲、评弹、相声、小品等，平均每天播出１１０分钟。１９８０年，取消《对工人广播》

节目，开设《党的生活》、《锦绣河山》、《大众科学》节目，《农村节目》改为《新长征》，平均每天播出

稿件７．６篇。文艺节目开设《戏曲》、《说说唱唱》、《文学》、《银幕歌声》、《教唱歌曲》、《音乐欣赏》、

《每周一歌》、《周末晚会》、《空中影剧院》、《广播书场》１０档，每天播出１７９分钟。
１９８１年起，吴江广播站节目设置又作改动，取消《锦绣河山》和《学习节目》，开设《生活之友》

和《广播漫谈》。文字节目共设《新闻》、《新长征》、《党团生活》、《农科讲座》、《谈天说地》、《生活

之友》、《大众科学》、《广播漫谈》８档，平均每天播出稿件８．４篇。１９８２年，又增设《学习节目》。

１９８３年，去掉《谈天说地》、《生活之友》、《大众科学》３档节目，开设《一周农事》和主持人节目《农
家生活》。《新长征》节目改为《两个文明建设》，平均每天播出稿件１１篇。

１９８７年，吴江广播站自办节目开设《新闻》、《两个文明建设》（此节目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７日改为
《经济生活》，９月１４日又改为《今日鲈乡》）、《党团生活》（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７日改为《青年之友》，１９８９

年又改成《党团建设》）、《科普知识》、《农家生活》、《法制园地》、《农副业顾问》、《经济信息》、《周

末漫谈》９档。平均全天播出稿件１３．５７篇。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后，自办节目增加《经济立交桥》和《环球揽萃》。

１９９５年３月，主持人节目《农家生活》停办，开设《今日生活》。为提高广播媒体的亲和力，吴江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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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宣传方式从原先强调对受众的塑造引导，逐步向对听众引导和服务相结合的方向转变，设置直

播版块类节目。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２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开播，节目改版时开设《星期直播

室》等版块类节目。２０００年５月起，吴江广播电台节目多次改版，逐渐增加直播版块类节目。
２０００年６月起，吴江广播电台新闻报道的触角范围越来越广，自办文字节目越办越多。新闻类

节目设有《８９１早新闻》、《吴江新闻》、《今日快讯》、《财经报道》、《社会万花筒》。社教类节目设有
《鲈乡纵横》、《星期直播室》、《周日说法》、《七色花》。服务类节目设有《气象与广告》、《经济信

息》、《空中门诊》、《健康伴你行》。文艺类节目设有《影视长廊》、《空中戏苑》、《环球漫游》、《垂虹

芳草地》、《清晨旋律》、《天润书场》、《开心３０分》、《新春音符》，其中不少节目是互动式直播节目。

２００１年１月起，吴江广播电台广播节目一次次改版，新闻类节目基本不变。社教类节目增设《走进
乡村》、《土地之声》、《人口与社会》等联办节目。服务类节目开设《新宏达导购台》、《生态蓓安》

等。文艺节目设有《金曲放送》、《休闲娱乐城》、《假日音乐网》、《欢乐点歌台》等。

２００５年３月，吴江广播电台广播节目又一次改版，新闻类节目增设《七点新闻网》、《吴江新闻

眼》等。社教类节目增设《行业之窗》、《金土地》等。文艺类节目增设《小梅说戏》、《音乐时空》等。

至２００８年底，新挂牌的服务类节目有《午后加油站》、《资讯早班车》、《理财时间》等。文艺节目有

《长篇文艺欣赏》、《周末大放送》、《摩登音乐航班》等。

　　二、节目简介

（一）新闻类节目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开办综合性新闻节目《吴江生活》。６０年代，《吴江生活》节目

每天１档（除周日）。１９６４年，《吴江生活》节目每次增至２０—３０分钟。１９６７年３月，《吴江生活》
节目停办。

１９７０年，吴江广播站开办《新闻》节目，每天１档。１９８０年，吴江县广播站的《新闻》节目每档
１０分钟，每天播出３次。是年５月，在《新闻》节目中开设“今日快讯”专栏，做到当天新闻当天

播出。

１９９４年，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开办《８９１早新闻》和《新闻纵横》节目，当天晚间首播，

次日早、中重播。１９９８年７月，吴江广播电台节目改版后开办《８９１早新闻》、《今日快讯》、《各地新
闻荟萃》、《财经报道》、《社会万花筒》５档新闻节目。

２００５年，吴江广播电台开办《８９１早新闻》、《七点新闻网》、《吴江新闻》、《今日快讯》４档新闻
节目。２００６年，吴江广播电台节目再次改版，开办《８９１早新闻》、版块组合的《七点新闻网》、《吴江

新闻》、《吴江新闻眼》。２００７年３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开办《吴江新闻》、《整点播报》、《８９１
直通车》３档新闻节目。有线广播设有《吴江新闻》、《资讯早班车》、《理财时间》、《和谐新闻沙

龙》）、《随身听》等新闻节目。调频广播和有线广播每天各播出新闻２００多分钟。
２００８年，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开办《早新闻》、《８９１直通车》等新闻节目；有线广播开办《吴

江新闻》、《资讯早班车》、《理财时间》、《随身听》等新闻节目。

１．《吴江生活》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吴江广播站开播，开办综合性新闻节目《吴江生活》，周一、四播出，每次２０分

钟。这档节目集新闻、社教于一体，宣传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的决议、政令，反映各地对政令的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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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情况，报道发生在全县各地的重大新闻和各地农业合作社发展情况及成就。６０年代，《吴江生

活》节目每天１档（除周日）早晚播２次，首次晚上播，第二天早上重播，节目时长每次１５分钟。

１９６４年起，每次２０～３０分钟。１９６７年３月，《吴江生活》节目停办。
２．《新闻》

１９７０年５月８日，吴江广播站开办《新闻》节目，每天１档，每档１５分钟，报道本地新闻。同时，
开办《祖国风貌》，播出从报纸上摘录的全国各地的新闻，每天１档，时长１５分钟（周日除外）。１９７８

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江广播站的新闻改革迈出第一步，做到天天有新闻（新闻节目
取消隔日重播）。

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４日，吴江广播站的《新闻》节目改为《吴江新闻》，每档１０分钟，一天播３次。５
月，新闻节目开设“今日快讯”专栏，后改成“吴江快讯”，做到当天新闻在当天第三次播音中首播，

至年底，共播出快讯稿７３篇。同时，一改“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在正面宣传为主的前提下，播出一
些社会新闻，对纠正社会不良风气起到推动作用。当年社会新闻播出 １３５篇，占播出稿总数的

９．６％。还在节目里结合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开设专栏，加大报道力度。１９８５年，《吴江
新闻》节目开设“苏锡常新闻联播”专栏，后改为“苏锡常信息”，每档１５分钟，每天早、中、晚播出３

次。当晚第三次播音首播，次日早晨和中午两次重播。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
《吴江新闻》改为《８９１早新闻》。

３．《８９１早新闻》、《新闻纵横》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１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后，新闻节目进行改版，开办《８９１早新闻》和
《新闻纵横》２档新闻节目。《８９１早新闻》以本地消息为主，每天１档，每档１５分钟，上午播出３次。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起，每天早上播出吴江市新闻２０分钟。《新闻纵横》每天１档，每档１５分钟，中
午、晚上播出２次。由“长江三角洲信息”、“国内要闻”、“国际简讯”三部分组成。１９９６年２月，增

加“台、港、澳信息”。１９９８年７月，《新闻纵横》停办。２００８年１月，《８９１早新闻》改为《早新闻》。
４．《今日快讯》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１日单独开办《吴江快讯》，每档５分钟，当晚１８点首播，全天播音结束前重播１
次。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改为《今日快讯》，每天１８点、２１点５０分播出，都是当天新闻，时长１０分钟。

２００７年３月，改为《吴江要闻》，２００８年１月停办。
５．《体坛动态》

１９９８年１月开办，播出体育消息，至７月１日停办。
６．《各地新闻荟萃》、《财经报道》、《社会万花筒》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改版后的新闻类节目除《８９１早新闻》、《今日快讯》外，还开办《各地新闻荟
萃》、《财经报道》、《社会万花筒》。新闻报道形成立足本市、放眼全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

民生等多个领域的新格局。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停办。
７．《七点新闻网》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节目改版，开办《七点新闻网》每天早上７点播出，包括本市新闻在内的各地

新闻４０分钟。２００８年１月停办。
８．《吴江新闻》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节目改版，开办《吴江新闻》直播节目，每天１２点播出本市主要新闻，时长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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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吴江广播电台节目又一次改版。新闻节目的设置有了全新理念，即全方位、

多角度、多形式播报相结合。从原来单一的录音播报变成形式多样的新闻组合形式和传统播报形

式相结合的复合模式。全天新闻节目设有以播消息为主的《８９１早新闻》，板块组合的《七点新闻

网》，以重要新闻组合的《吴江新闻》，以追踪剖析为主的深度报道《吴江新闻眼》（两人主持），以当

天消息组合的《今日快讯》。节目信息量扩大，形式更新颖。《今日快讯》２００８年１月停办。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８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每天６点０５分播报《吴江新闻》，７点０５分播报
《七点新闻网》，１１点５０分播报《吴江要闻》。（有线广播）新闻节目，每天６点０５分、７点０５分、１８

点、２０点１０分播报《吴江新闻》；《资讯早班车》直播本地消息和国内外要闻，还播出“气象与生
活”、“时事杂谈”、“今天往事”、“生活提示”等，有听众参与；《理财时间》直播吴江财经新闻和其他

财经新闻，有听众参与；《和谐新闻沙龙》每周六、日播出有关新闻纵深报道。《随身听》直播有关民

生方面的新闻。同时，为听众搭建互通平台，通过热线互动为听众排忧解难。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和“有线广播”每天各播出新闻２００多分钟，形成早、

中、晚三大综合新闻版块与整点新闻相结合，构成新闻宽广密集传播强势。

（二）社教类节目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时，开办３档社教类节目：《农业技术讲座》、《科学卫生》、《时事
讲座》。１９６２年，增加一档《怎样办好生产队》的社教类节目。

１９６３年，吴江广播站为贯彻江苏省第五次广播工作会议精神和县级广播站“以转播为主、自办
节目少而精”的原则，取消《时事讲座》、《怎样办好生产队》节目，保留《农业技术讲座》，《科学卫

生》改成《知识杂谈》。１１月２４日开办《故事会》节目。
１９６７年３月，吴江广播站自办节目停办。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恢复自办节目，开设社教类节目

《革命大批判专题节目》。１９７０年，挂牌的社教节目有《农业学大寨》、《对工人广播》。１９７８年１２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教节目《农业学大寨》改为《农村节目》；还开设《党的生活》、《学习

节目》、《科技节目》、《农科讲座》；《对工人广播》保留原样。

１９８０年，吴江广播站节目改版后取消《农村节目》和《对工人广播》２档节目，推出《新长征》
节目。１９８０年７月，又开办对象性社教节目《党团生活》。１９８１年推出社教论坛节目《广播漫

谈》。１９８３年，《新长征》节目因改版而取消，开设《两个文明建设》节目。并开办吴江广播站社
教节目中第一个主持人节目《农家生活》。１９８７年９月，取消《两个文明建设》节目，开设《今日

鲈乡》节目。

１９９５年３月起，吴江广播电台开办一档以宣传计划生育为内容的社教类专题节目《人口与小

康》。６月，调频广播正式开播，节目改版，《今日鲈乡》改为《鲈乡风景线》，《法律讲座》改为《法制
长廊》，社教论坛节目《星期漫话》改为《垂虹论坛》。同时，新开设《经济立交桥》、《环球揽萃》和

《今日生活》３档社教节目。１９９９年，《鲈乡风景线》改为《鲈乡采风》。２０００年１月，《经济立交
桥》、《鲈乡采风》改版为《鲈乡纵横》。２００２年５月，开设主持人采、编、播合一的联办节目《周日

说法》。

２００５年３月，吴江广播电台开办版块直播节目。２００７年，开办对农节目《金土地》。２００８年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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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４日，《七色花》节目全新改版，挂牌为《江村娃》，成为吴江广播电台与校园广播系统共建的无

缝对接互动平台。

１．《科学卫生》、《时事讲座》、《怎样办好生产队》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时开办３档社教类节目：《科学卫生》每周五播出，节目时长２０分

钟，内容有宣传科学卫生方面的基础知识，破除迷信思想，增强保健意识，增进身心健康；《时事讲

座》每周日播出，节目时长２０分钟，内容根据形势发展，针对群众思想动态，介绍国内外大事，是评

论性节目；１９６２年２月，增加一档《怎样办好生产队》的社教类节目。
１９６３年５月，吴江广播站为贯彻江苏省第五次广播工作会议精神和县级广播站“以转播为主、

自办节目少而精”的原则，取消《时事讲座》、《怎样办好生产队》节目，《科学卫生》改成《知识杂

谈》，并进一步办好《农业技术讲座》。１１月２４日起，开办《故事会》节目，每周日播出，内容为忆苦

思甜教育。

２．《农科讲座》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时，开办《农业技术讲座》，每周１档，每档２０分钟，节目内容为推
广先进生产经验，介绍先进生产技术措施。《农业技术讲座》每周三播出，节目时长２０分钟，内容有

根据农时季节播出有关农业技术知识、介绍农业先进典型。１９６７年３月，自办节目停办。１９７０年，
开办《科技》节目，以科学种田为内容。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起，《科技》节目改为《农科讲座》节目，宣传科

学种田为主要内容，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周二首播，周四重播。１９７９年起，吴江广播站与县科

委、县农业局联办《农科讲座》节目，并以文件形式确定一年的讲座题目、播出时间、送稿时间、承讲

单位、主讲人、录音时间等一系列有关事项，做到一年早知道。这档节目针对性、指导性强，播讲者

都是县、社两级农技员，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播讲时语言朴实、通俗易懂，很受农

民欢迎。由于这档节目办得好，１９７９年吴江广播站有关领导在江苏省和苏州地区广播工作会议上

作交流发言，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作报道。１９８３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在办好《农科讲座》节目的基础
上，增设《一周农事》节目，每周１档，每档５分钟。１９８７年１月，改版为《农副业顾问》，１９９４年３月

节目改版而停办。

３．《新长征》

吴江广播站１９８０年改版后，取消《农村节目》和《对工人广播》２档节目，开办《新长征》节目，
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这档节目主要报道改革开放中全县各条战线取得的新成绩、新经验和先

进人物事迹，也对新政策作解读，成为社教节目中的主打节目。这档节目，为配合县委、县政府开展

各项中心工作，开设各种专栏。

１９８１年，为配合中央１号文件的宣传，《新长征》节目开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讲话”专栏，以
事实宣传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好处，编写６篇广播对话，分别介绍专业承包、分组联产、小小组联产、

联产到劳等各种形式。还有针对性地编写讲话材料，澄清各种对落实责任制的模糊认识。在“一年

早知道”经营管理知识问答中，有记者现场采访的湖滨红卫３队《责任制带来农家乐》和横扇建农７

队见闻———《敲开穷队致富大门》，并配有评论、编者话。

１９８２年，《新长征》节目和其他社教节目播出“春节广播漫谈”３期、“江阿姨谈计划生育”９期、
“计划生育广播讲话”２４期、“完善生产责任制对话”６期、“振奋精神打好农业翻身仗”５２组２０８篇、

“全民文明礼貌月”１４组、“党风问题”３期、“人口普查”２６期６８篇、“打击经济犯罪活动”４４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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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对比形势教育”３期和“农业形势和任务”、“‘七一’表彰”、“计划生育宣传月”（８月１５日～９月

１５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高涨”广播讲座；还有“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专题”广播讲座

３６讲、“党的十二大文件通俗讲话”２０讲、“学习新党章问答”２５讲、“努力开创全县１９８２年农副生
产新局面”广播讲话３讲、“五讲四美三热爱”１４期９８篇。１９８３年，《新长征》节目改成《两个文明

建设》。

４．《党团生活》

１９８０年７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５９周年，吴江广播站开办的对象性社教节目，每周１档，
每档１５分钟。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７日起，改成对象性节目《青年之友》。１９８９年１月，改为《党团建设》，

重点报道各地基层党组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优秀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的事迹，身边的好

党员在各条战线上以身作则、走在改革前沿的先进事例。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因节目改版而停办。

５．《广播漫谈》
１９８１年，吴江广播站开办一档社教论坛节目，每周１档，周六播出。节目以“一事一议”的方式

展开讨论，以引导人们解放思想，正确看待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

１９８７年５月改为《周末漫谈》。１９８８年，为配合外向型经济宣传，《周末漫谈》开设“谈谈本县农民

合同工在出口创汇中的作用”和“谈谈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几个问题”等系列谈话栏目，为摒除思想

偏见，加快全县外向型经济发展推波助澜。１９８９年７月，《周末漫谈》改为《星期漫话》，每周１档，

周日播出。１９９５年６月，改为《垂虹论坛》，１９９７年年底停办。

６．《农家生活》
１９８３年，吴江广播站开办社教节目中第一个主持人节目《农家生活》，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

当年，吴江广播站一位科技节目编辑从江苏省广电厅举办的新闻业务培训班学习回来，带来“主持

人”形式的新思路。主持人节目的每档节目确立一个基本主题，把３到４个不同的内容组合起来体

现这个主题，形式各不相同。每档节目有录音采访、录音讲话、对话和叙述，配有背景音乐。节目先

由编辑以对话交谈的口吻编好稿，然后主持人以自己的语言风格把稿件内容变成自己的话，一改以

往刻板的播报腔，使听众觉得耳目一新。开办主持人节目后，赞扬声和听众来信也多了。编辑与播

音员小林携手开办主持的《农家生活》，把农民听众的需求当作节目关注的要点，做到有问必答，并

融知识性、教育性、服务性、趣味性于一体。播出后不久，受到农民听众欢迎，主持人“小林”这个名

字也在听众中树起亲切、热情、大方的形象。１９８４年，《农家生活》中的一档“养鸭浅谈”节目被江苏

省广播科技节目交流会作为优秀交流节目刊登在内部刊物上，是全省４篇科技交流稿之一。１９８９
年５月的一档节目《新风习习进农家》荣获苏州市广播优秀节目一等奖和江苏省广播优秀节目二等

奖。１９９３年，长达１０年的《农家生活》节目因改版而停办。
７．《两个文明建设》

１９８３年，《新长征》节目改为《两个文明建设》，每周４档，每档１５分钟。在这档节目中开设“吴
江在前进”专栏，并分列“吴江名人”、“吴江史话”、“吴江名胜”、“古镇新姿”、“城乡新貌”、“先进人

物谱”、“爱国篇”、“吴江名特产”等小栏目，宣传全县各条战线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

新成就，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社会新风尚和古今名人、名胜以及侨居国

外、回归祖国的爱国者等。开设的专栏还有：“党的十二大文件通俗讲话”２０讲、“学习新党章问答”

１２讲、“努力开创全县１９８３年农副工生产新局面广播讲话”６讲、“计划生育宣传月”（１月份）２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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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篇、“党员学习党的十二大精神”专栏６讲、“专业户致富经验介绍”２９个、“全民文明礼貌月”（３

月份）１８组１０４篇、“热爱少年儿童宣传月”（６月份）３８篇、“学习张海迪广播漫谈”４篇、“‘七一’

表彰先进党支部”２１组、“爱国主义教育”１１８６篇（１～９月）、“抵制精神污染”８组３５篇和“党风
赞”、“吴江在前进”等专栏。１９８７年９月，改为《今日鲈乡》。

８．《法制园地》
１９８７年由１９８６年开办的《法律讲座》改版而来，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这档节目以身边的各

种实例来宣传法制，同时兼有法律条文的讲解。１９９５年６月，改为《法制长廊》。１９９７年４月，又改
为《法庭内外》，更侧重于案例剖析，有时还邀请市法制办公室或市检察院、法院的行家一起参与，

使节目办得更有特色。１９９９年６月停办。
９．《今日鲈乡》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４日，由《两个文明建设》改版而开设的主档社教节目。当年，吴江县外贸收购额
首次突破三亿元，获全省六连冠。为配合宣传外向型经济，《今日鲈乡》节目系列安排，首先推出评

论《按国际市场需求，积极发展外贸产品》；接着开设学习专栏，连续发表《为什么要加强发展外向

型经济》、《什么是外向型经济》、《怎样发展外向型经济》等五篇理论文章。随后又设专栏“外向型

经济掠影”，宣传各地发展外向型经济事迹，对全县３１个出口创汇先进单位逐个加以宣传，然后又
组织１４个录音报道，请企业领导谈外贸生产情况、谈发展外贸生产体会，对加快全县外向型经济发

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１９９５年６月，改为《鲈乡风景线》。

１０．《企业家之音》
１９８９年１月开办的一档对象性节目，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这档节目在全县改革开放步步

深入、一大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之际推出。节目展现全县乡镇企业家的精神风貌，展现改革开放中

乡镇企业势不可挡地崛起，为全县经济发展打下半壁江山的事迹。１９９０年底停办。

１１．《今日生活》、《经济立交桥》、《环球揽萃》、《鲈乡风景线》
１９９５年６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开播，节目改版，开办３档社教节目。《今日生活》每

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节目以现代人视角讲述现代人生活，崇尚健康、环保、时尚的理念，以科学态
度解析现代人生活方式。１９９７年１月停办。《经济立交桥》报道全市经济发展状况。《环球揽萃》

撷取国内外经济方面动态和经验。由《今日鲈乡》改成的《鲈乡风景线》，报道全市两个文明建设典

型事迹，１９９９年又改为《鲈乡采风》。

１２．《社会经纬》
１９９７年４月开办的社教节目，以关注民生为主要内容，每周１档。形式是男女主持人一起主

持，女主持是记者编辑，男主持是播音员。每次讨论１个或２～３个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形式比较
新颖，受到欢迎。１９９８年６月停办。

１３．《双拥之窗》
１９９７年４月为配合双拥宣传开办的节目，报道各地双拥动态及双拥先进人物。１９９８年６月

停办。

１４．《科技博览》
１９９７年７月开办，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这档节目撷取与现代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现代科

技信息及科普知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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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鲈乡纵横》

２０００年１月开办，由《经济立交桥》、《鲈乡采风》改版而设，每周５档。这是一档包括经济、社

会、生活及道德诸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节目。２００５年底停办。
１６．《周日说法》

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办，采取主持人采、编、播合一的方式，每周１次，时长４５分钟。这档节目与市司
法局联办，共有９个子栏目。剖析案例，以实例解释法律条文。这档节目是《法庭内外》的延续。

２００７年７月停办。
１７．《对工人广播》、《青年之友》、《七色花》

这三档节目均为对象性社教节目。《对工人广播》于１９７６年３月开办，１９７９年５月纳入主档专
题节目《新长征》。《青年之友》于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４日开办，１９８８年５月纳入《党团生活》节目。《七

色花》是一档少儿节目，于１９９８年７月开办，每周１档，周日播出。节目报道全市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的有关内容。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起，《七色花》节目全新改版，成为吴江广播电台与校园广播系统共建的无缝
对接互动平台，节目挂牌为《江村娃》。这档节目由共青团吴江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吴江广

播电台联手共同打造。吴江广播电台和市少工委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所学校，与各校广播站进行

技术无缝对接，将广播信号接入校园广播系统，高标准完成互动平台建设。开辟３个时间段：周三

中午１２点到１２点３０分，周四１１点２５分到１１点５５分，周日１０点到１０点３０分。全市有２８所小

学，近３万名师生可以在教室里、操场上同时收听吴江广播电台的《七色花》节目。
“七色花·江村娃”校际广播互动平台在节目制作和传播方式上与其他广播节目不同的是每

档节目都由特定受众———学校的学生唱主角，变原有的“我播你听”为“大家参与，共同制作”。节

目开设“奇奇小喇叭”、“小荷尖尖”、“七彩心愿树”、“才艺 ＰＫ台”、“心灵氧吧”、“队长会客厅”、

“快乐岛”、“芝麻开门”等十几个小栏目滚动播出。“奇奇小喇叭”主要由各校“江村娃”小记者播

报身边发生的新鲜事、有趣事，以及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小荷尖尖”主要播出小朋友自己创作

的文章、诗歌等。“七彩心愿树”是让小朋友们说出自己的心愿，节目组和小朋友一起帮助他想办

法、出主意，共同达成心愿。“才艺ＰＫ台”是让少先队员进行才艺展示，内容有唱歌、讲故事、诗歌

朗诵、讲笑话、乐器演奏、相声、小品、广播剧、“主持秀”等有声作品，既可以个人参与也可以多人合

作参与，节目还结合国家大事、要事开展大型比赛，如经典儿歌比赛、经典童谣大赛等。“心灵氧

吧”主要是让少先队员说出自己心中的困惑、烦恼，由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在节目中直接解答问题。

每档节目由各个学校轮流安排小主持人参与节目的采制。家长、老师、同学有好的意见和建议，或

者想为参加“才艺ＰＫ台”的同学投票，可以通过发短信或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
这档《七色花》少儿节目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喜爱。２００８年底节目播出时，有

效收听群体超过３万人，影响人群达１０万人以上。
１８．《人口与小康》

１９９５年３月开办的一档以宣传计划生育为内容的专题节目，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在这之

前，计划生育一直是吴江广播站（电台）的重点宣传内容之一，分插在各档节目中播出。１９８０年起，
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生育的公开信发表后，吴江广播站在常年不断宣传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上做

到集中与经常相结合，每逢春节前后和每年“计划生育宣传月”都会集中宣传。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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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两年在“计划生育宣传月”期间每天下午３点开机，播放计划生育节目，使计划生育国策教育深入

人心，家喻户晓。平时的报道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多层次、多方面。全年平均每天播出一篇。典型

与一般相结合，播出的计划生育稿件和报道对象有思想教育常抓不懈的单位、“两项指标一起下（达）、

两个成果一起要”的党政领导、上门服务好的乡和村、计生网络健全的村、办好幼儿园办好敬老院事

例、全身心投入计生工作的专职干部、妇女主任、一切为了患者的好医生、做好产前产后保健的好医

生、好干部、关心老人、发放养老金的乡村、自愿放弃生育两胎的育龄夫妇、尊老爱幼和睦团结的五好

家庭等。节目内容与形式相结合，形式多样化，有采制的录音新闻、录音访问、录音讲话，也有小故事、

小通讯、小评论、对话等。报道内容正面与反面相结合，在坚持正面宣传的前提下也有反面典型的曝

光。文字节目与文艺节目相结合，在文艺节目中播出以计生工作为主题的戏剧、曲艺、说唱等。

１９９７年４月，《人口与小康》节目改为《人口与社会》。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因节目调整而停办。

１９．《乡镇站一刻钟》
１９９０年底，吴江县广电局贯彻苏州市广电局召开的乡镇广播自办节目工作会议精神，把办好

广播自办节目列入乡镇广电站工作考核内容。为提高乡镇广播自办节目质量，更好地传递各地信

息，１９９１年１月，吴江广播电台开办《乡镇站一刻钟》专题节目，每周播出一个乡镇广电站自己采、

编、播、录的一档节目。１９９１年底，全县２３个乡镇广电站基本上都办起广播自办节目。当年，盛泽
镇广电站一档自办节目获苏州市广播电视作品一等奖；黎里、屯村两个站各一档广播自办节目获苏

州市广播电视作品二等奖。以后每年都有乡镇广播自办节目在苏州市广电节目评比中获奖。１９９５

年６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开播，这档节目停办。
２０．《联办节目》

１９９１年开办的一档为促进广播宣传自身改革，为有关部门提供宣传阵地和宣传时间，促进条
线工作开展的联办节目。开办时，与县司法局、工商局、消费者协会、保险公司、市科协、市计生委等

部门联合举办征文、专题节目展播、专栏广播等２０多次。后逐年开设《乡镇大厂计生专题节目展
播》、《卫生科普教育专题》、《乡镇人大专题》、《保险之声》、《消费者之声》、《人保之声》、《合作保险

系列广播讲座》、《邮电之声》、《土地之声》、《技监专题》、《地税形象》、《廉政建设》、《农科天地》、

《交通你我他》、《城建天地》等联办节目。２０００年后，联办节目涉及的范围更广。

２００４年９月，吴江广播电台在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支持下，与市纪委、市监察局密切配合，开
办一档《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每周六播出１档，每档４５分钟，由２名主持人主持。这档节目坚持政

府主导、媒体动作、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以“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为宗旨，紧紧围

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部门一把手上线，宣传政策法规，倾听群众呼声，妥善处理咨询投

诉。每次节目播出前，吴江广播电台在广播节目中多次预告，在吴江电视台打出游动字幕，还在《苏

州广播电视报》吴江视听版上刊登。节目播出中间对听众提出的问题由有关领导当场拍板解决或

在“回音壁”中给答复，处理不了的集中到市纪委、市监察局协调解决。这档节目拥有较广听众群，

每期节目有很多听众来电直接参与。２００９年９月，为纪念这档节目开办５周年，《吴江日报》发表

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温祥华的文章《办好政风行风热线，推动吴江和谐发展》，既对这档节目

作一个小结，又对进一步办好节目提出要求。

２１．《金土地》

２００７年３月开办。是一档对农节目，每周２档，每档２５分钟。这档节目以立足农村、关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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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关爱农民为宗旨，设置“气象与农事”、“三农快讯”（本地三农信息）和“市场晴雨表”、“种养能

手”、“致富经”、“农技热线”、“种养小窍门”、“记者观察”、“大视野”等版块滚动播出，为广大农民

听众送去农业科技、致富信息、市场行情、法律咨询、政策解释等服务，全方位、多层次地满足广大农

村听众需求，使节目成为农民听众的帮手、农事经营的向导、农业技术的课堂。２００７年，《金土地》

节目被评为第三届苏州市广播电视“十大名优专栏”。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被江苏省广播电视局评为第
六届江苏广播电视“十大名优专栏”。

（三）社教节目专栏

传统的社教节目见长于开设各种专栏，集中一段时间，突出一个主题宣传。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吴

江广播站（电台）在社教节目中因时制宜开设各种专栏。

１９８４年，有“计划生育宣传月”（１月１日～１月１５日每天下午３点播出）６０篇、“学习中央１号

文件讲座”８讲、“文明礼貌宣传月”１３０篇、“贯彻１号文件发展商品生产”１０讲、“国庆３５周年专
栏”１４组４４篇、“搞好经济改革广播对话”３讲、“国庆专稿：《从数字看变化》”１６组，还有“法制宣

传月”、“专业户列传”、“‘七一’专栏”。

１９８５年，有“学习中央１号文件辅导广播讲话”１０讲、“价格改革问答”２期、“台情之窗”８期、
“学习《会计法》”３讲、“红烛赞”１０期、“保险知识讲座”８讲、“国庆专稿”９期、“学习党代会文件宣

讲材料（讲座）”４讲、“计划生育公开信发表５周年”（９月）４２篇、“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４０周年专题”（８月７日～９月２日播出）２５篇、“教师节专题”（８月６日～９月２８日播出）９７篇。

１９８６年，有“政策形势广播讲座”６讲、“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学习１９８６年中央１号文件”６讲、“统战工作广播讲座”９讲、“学习中共吴江县委六届四次会

议文件宣讲材料”１１讲、“‘丝绸之乡’共产党员系列报道”８期、“党员事迹介绍”１３篇、“劳动制度
改革广播宣传材料”４讲、“红烛赞”３４篇、“国庆专题”９篇、“亿元乡（盛泽乡）巡礼”３期、“学习《计

量法》”７期、“学习《义务教育法》”１０期、“纪念‘七一’专题”４３篇、“收交水利工程水费广播讲座”
３期、“学习决议系列讲座”８期。

１９８７年，有“双增双节广播讲座”６讲、“改革宣传广播系列讲座”６讲、“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广播

讲话”１４讲、“八年改革回顾”１１篇、“改革使吴江巨变”１６讲（录音）、“职业道德讲座（改革报告
团）”５讲（录音）、“改革九年成效”６讲、“学习十三大文件专栏”１０讲，还有“农村改革见闻系列报

道”、“换届选举宣传讲话”、“革除封建陋俗，禁止迷信赌博”、“税政法令宣传”、“乡镇企业能人宣

传”、“加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宣讲材料”、“专业户赞”、“保险知识通俗讲话”。

１９８８年，有“农村改革见闻系列报道”、“迎接县七届一次党代会宣讲材料”、“发展外向型经
济”、“外向型经济掠影系列报道”、“企业家小传”、“叩响现代农业的大门”、“全民国防教育专题广

播”、“国防知识系列讲座”、“文明单位巡礼”，还有“改革形势大家谈”１６讲、“开展‘三提倡、三反
对’广播稿”４讲、“双增双节广播系列短评”６讲。

１９８９年，有“文明单位巡礼”、“计划生育专题广播讲座”、“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吴江
４０年征文”、“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讲座”、“前进中的吴江”、“评议党员”，还有“我与这十年”

１２讲、“庆祝教师节专栏”３２篇。

１９９０年，有“换届选举专题”５１篇、“卫生科普教育专题”７讲，还有“在希望的田野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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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有“《土地法》宣传”５０多篇、“学习贯彻县委七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系列广播”５

讲、“学习贯彻省计生条例专题广播讲座”５讲、“学习宣传省计生条例系列广播讲话”７讲、“贯彻中

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开展科技、质量、品种效益年系列广播”７讲、“乡镇人大专题节目”２５篇、
“科技法制宣传周专题节目”７期、“振奋精神、强化服务系列广播讲话”４讲、“《学党史、讲传统》专

题广播讲座”６讲、“英烈小传”４篇、“《水法》宣传周”７篇、“保险知识讲座”１２讲、“国防知识讲座”
５讲（国防立法、国防科技、国防经济、国家与国家安全、国防与国防动员），还有“文明新风活动巡

礼”、“血防好新闻竞赛”、“１９９０年经济工作先进单位巡礼”、“‘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七一征文”、“党
教经验介绍”、“‘９·２５’计生宣传周讲座”、“‘保险杯’征文”、“爱粮节粮系列”、“科技兴县系列”、

“‘民兵工作创三优活动’系列报道”。

１９９２年，有“１９９１年回顾专栏”７篇、“春节计生讲座”５讲、“新春鼓劲系列报道”８个典型、“深

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列讲座”５个录音、“人大知识讲座”５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系列专稿”４

篇、“我为撤县建市添光彩”２８篇、“‘二五’普法系列广播讲座”３４讲、“农村社教专题”８组、“‘发挥
吴江优势，迎接撤县建市’系列漫谈”４期、“血防之音节目”８期２２篇、“防治血吸虫病知识讲座”４

讲、“撤县建市特别节目”４组１０篇、“‘学文件、鼓实劲、夺取双过半’系列专稿”５篇、“《妇女权益保
障法》讲座”８期、“市委八届四次扩大会议专稿”３期、“统一认识，增强信心，打好外向型经济决战

仗系列”３期、“科技兴市广播讲座”７讲、“学习十四大文件，落实十四大精神”４２篇，还有“换届选
举专题”、“鼓干劲、争一流，再夺外向型经济新胜利专栏”、“‘学习盛泽镇发展经济经验’系列广播

评论”、“农业税收宣传专题”、“助残宣传专题”、“抓住机遇，加快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巡礼”、“‘人

口杯’———我与计划生育征文”、“《水法》宣传周”；与市委宣传部联办“‘我为振兴吴江作贡献’专

题广播”，与市消费者协会联办“消费之声”，与保险公司联办“保险之声”，与市计生委联办“计生事

迹展播”和“国庆专稿《在改革开放中前进》”。

１９９３年，有“春节特别节目”、“迎新春计生座谈会”、“两会专题”、“致力于集体，奉献于事业”、

“奉献者之歌”、“合作保险系列广播”、“外贸经验谈系列广播”、“‘人保之声’展播”、“全国第三个

土地日宣传周”、“墙体改革宣传周”、“《水法》５周年宣传周”、“国庆专栏”、“老年节专题”、“１０月

经贸月”、“宪法宣传周”和“吴江潮”５篇（录音）。
１９９４年，有“春节计生特别节目”、“‘我与３１８’征文”、“《水法》宣传周”、“人口与健康专题”、

“血防专题”、“邮电之声”、“‘二五’普法专业法系列广播讲座”、“第四个全国土地日宣传”、“‘致力

于集体，奉献于事业’主题教育巡礼”、“百强乡镇企业巡礼”、“百佳乡镇企业家风采”、“园丁颂”、

“我看吴江新变化”、“辉煌４５年”、“纪念人大成立４０周年”专题，“地保业务制度”宣讲。
１９９５年６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开播，节目改版后社教节目的各种专栏融入各档直播

版块类节目。

（四）直播版块类

为提高广播媒体的亲和力，吴江广播电台宣传方式从原先强调对受众的塑造引导，逐步向对受

众引导和服务相结合的转变，直播版块类节目应运而生。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２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开播，节目改版时开办《星期直播室》这档版块

类节目，由２名主持人联合主持。节目主题是民生和百姓生活，把新闻性、教育性、知识性、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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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融于一体。节目主持人以具有亲和力的口吻，引起听众兴趣，让听众能轻松愉悦地收听广播

节目。节目专设热线，让听众参与，为听众释疑解惑。１９９８年，《星期直播室》改为《８９１直播室》，

仍以结合中心工作关注民生热点问题为主，每期都有嘉宾参与。

２０００年５月，吴江广播电台节目多次改版，逐渐加大直播版块类节目分量。改版后节目，遵循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在确保喉舌功能、把握舆论导向前提下，增加“平

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民生新闻报道，并拓宽新闻视野，使广播新闻宣传呈现

多形式、多视角、多元素的综合格局。直播版块类节目既有以报道本地消息为主的吴江新闻，又有

以报道国内外重要消息为主的正点新闻；既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类报道，又有以行业为

特征的各行业信息。以纯新闻节目与综合性新闻节目版块，构成新闻宽广密集传播强势，展现广

播新闻“快捷、真实、可听”特色。版块类节目把服务类、资讯类、文艺类内容融合一体，使版块灵

活多变。同时，根据听众需求，设置版块类对象性节目，逐步实现“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

过渡。版块类直播节目还加大听众参与程度，有听众来信、热线电话、发短信参与，增强节目互

动性。

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吴江广播电台主要挂牌的直播版块节目有《８９１直通车》、《都市

情缘》、《资讯早班车》、《和谐新闻沙龙》等。

１．《８９１直通车》（上午版）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办，与市交通局、市城管局和市交警大队三家联合主办，播出时有主持人播

报交通信息、即时路况、天气情况，又有听众热线参与，还有整点播报新闻。每天８点２５分至９点
２５分播出。

２．《一路飞扬》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以生活服务类为主的民生直播节目。听众可即时热线参与，提出

各类问题，有主持人当即解答，或把问题交给广大听众，由听众参与帮助解决。节目时长１小时１５
分钟，每天９点３０分至１０点４５分播出，整点播报新闻。

３．《午后加油站》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旅游资讯节目。主持人介绍各地旅游资源、各地风貌及美食，又听

取和解答听众热线参与提出的问题。节目时长１个小时，每天１５点至１６点播出。
４．《８９１直通车》（方向盘俱乐部）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汽车类服务节目，主持人介绍各款新车及保养维修方面的知识及
服务，又听取和解答听众热线参与提出的问题。节目时长１个小时，每天１６点至１７点播出。

５．《８９１直通车》（回家路上）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车流高峰时期的陪伴节目，主持人提出各种热门话题，展开分析和

探讨，又听取和解答听众热线参与提出的问题，一起探讨话题。节目时长１个小时，每天１７点至１８
点播出。

６．《都市情缘》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情感类交友节目，听众可以通过短信方式提出交友要求，节目主持
人为听众传递交友信息，为交流情感提供服务平台。这档节目很受年轻听众欢迎，平均每天有５００

条短信参与。节目时长１小时１０分钟，每天１９点４５分至２０点５５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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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资讯早班车》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综合版块直播节目，设置“气象与生活”、“新闻资讯”、“时事杂

谈”、“今天往事”、“财经信息”、“消费进行时”、“生活提示”（如“今日菜价”、“停电通知”）等小专

栏。节目理念是提供新闻资讯、透视经济热点、引领都市时尚、服务百姓生活，在第一时间给听众带

去生活资讯。听众可以打电话热线参与，也可以短信参与。节目时长１个小时，每天８点至９点
播出。

８．《博客总动员》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充分利用互联网上无数博客这个资源平台，将一种全新的互动元

素融入节目之中，精心筛选，成为年轻人、城市白领人士愿意收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播出４次，
节目时长半小时，每天１０点至１０点３０分播出。

９．《理财时间》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以播报财经新闻、探讨理财话题为内容的直播节目，是集财经消
息、股市资讯、专家点评、投资理财为一体的互动式直播版块。播出时间为每天１２点至１３点。

１０．《随身听》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与听众互动的有关民生的服务类节目。每天１６点３０分至１７点

４０分播出，时长７０分钟。节目设置“股市风云”、“百姓话题”、“你问我答”、“市场导购台”等栏目，
同时开通热线送祝福，接受消费者投诉和咨询，帮助听众排解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提供各类生活提

示等。听众可以随时发短信或即时热线参与。该节目的理念是为听众搭建服务平台，让听众随意、

随心、随身听，随时为听众服务。

１１．《和谐新闻沙龙》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探讨热点话题的纵深类新闻节目，每周双休日７点２５分至７点５０

分、１１点至１１点２５分播出，时长２５分钟，听众可短信参与。

（五）文艺类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初期，每天有３５分钟文艺节目。１９６０年１月２７日（农历年三

十），吴江广播站举办首次“迎春广播会”，邀请吴江新联丝织厂业余文工团到广播站表演节目，现

场直播。同时，播出另外几个公社业余文工团的节目录音，吴江县委宣传部领导现场讲话，祝贺全

县人民新春快乐。１９６２年２月起，一天３次播音，文艺节目播出时间随之增加，多数是放唱片，也组
织本县专业剧团、外来演出剧团演唱直播。添置录音机后，录制播放剧团演员的演唱、上级广播电

台文艺节目。其中《教唱歌曲》节目是由县教育局组织有关师生到吴江广播站直播或录音播出。

１９６８年４月，吴江广播站恢复自办节目，至１９７６年，文艺节目以播放革命样板戏为主。播出歌

曲有毛主席语录歌和长征组歌、十首革命历史歌曲，歌颂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歌曲及弹词开篇《蝶

恋花》等。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江广播站文艺节目开始丰富起来，录制文艺节目磁带
越来越多。１９８０年，文艺节目库存磁带５００多小时。文艺节目来源渠道得到拓展，凡省、地（市）组

织文艺复制都派人参加。有剧团来县城演出，就主动联系，录制演出实况，进行加工复制，并配上自

编文字稿播出。１９８２年４月，吴江广播站录制一档戏曲专题节目，介绍吴江县锡剧团青年演员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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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成长过程和锡剧唱段，在自办戏曲节目中播出。６月，被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录用。与此同时，与

兄弟县广播站互借互用增加文艺节目库存。１９８３年，文艺节目库存磁带１５７６小时。１９８８年，吴江

广播站改为吴江人民广播电台时，文艺节目库存磁带５０００小时。１９９０年起，吴江广播电台继续采
用外购、交流、自采等方法，增加文艺节目源。

１９８０年起，吴江广播站的文艺节目开始分类挂牌播出，开办《戏曲》、《说说唱唱》、《文学》、《教
唱歌曲》、《银幕歌声》、《音乐欣赏》、《每周一歌》、《周末晚会》、《空中影剧院》、《广播书场》。１９８１

年，增加《星期文艺》。１９８７年，增加《午间１５分》、《听众点播》、《综合文艺》，每天播放的文艺节目
时长１８０分钟。２０００年后，随着广播节目一次次改版，播出时间一次次增加，吴江广播电台的文艺

节目播出时间随之增加，文艺节目设置有较大幅度改变。２００１年１月起，开办《金曲放送》、《开心
３０分》、《假日音乐网》等。２００６年１月，开办《小梅说戏》、《音乐时空》、《娱乐节目》等。至２００８年

底，新挂牌的文艺节目有《长篇文艺欣赏》、《休闲娱乐城》、《好歌由你点》等。

１．《每周一歌》

１９８０年开办，每天播出。每周向听众推荐一首歌曲，同时介绍歌词、歌曲风格、演唱者等。１９８５
年５月停办。

２．《银幕歌声》
１９８０年开办。录制好电影插曲后，再把歌曲主题、歌词、作曲以及歌曲在电影中的渲染作用、

作者故事、歌曲背景等内容穿插其中。节目由文艺编辑编排制作。１９８５年５月停办。

３．《周末晚会》
１９８０年开办的一档由文艺编辑编排制作的文艺节目，周末播出，时长１个小时。编排时常常结

合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１９８１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６０周年，《周末晚会》在节目里安排反
映党的光辉历史、歌颂党的英明领导内容，还安排歌唱优秀共产党员的戏曲选段，配上解说词，为开

展党史教育、增强党的观念做宣传。１９８５年５月停办。
４．《音乐欣赏》

１９８０年开办，重点播放新歌和经典歌曲，同时介绍歌曲风格、作者情感故事、歌曲社会影响和
听众欣赏亮点等。这档节目一直保留到２０００年底。

５．《广播书场》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日开办后一直保留的文艺节目，深受老年听众的欢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

５月，一度改名为《天润书场》。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改名为《８９１早书场》。
６．《午间１５分》

１９８７年开办的第一档文艺类主持人节目。整档节目，由主持人把配乐散文、故事、趣闻等串联
起来播出，增强吸引力。２０００年底停办。

７．《听众点播》
１９８７年开办的一档由听众参与的主持人节目。每档节目主持人根据听众来信点播内容加以

组合，增强听众参与性，听众来信越来越多。１９９３年，《听众点播》节目全年听众来信１２３０封。这

档节目在１９９５年６月电台调频开播后因改版而停办。
８．《综合文艺》

１９９３年３月开办的一档由节目主持人和编辑实地录制本地群众文艺的节目，每周日播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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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誉为“家乡戏曲”节目。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节目大改版，全天文艺节目增至５小时。保留

《午间１５分》、《广播书场》、《音乐欣赏》、《影视长廊》、《长篇文艺欣赏》等，还开办《共度好时光》、
《音乐咖啡屋》、《戏曲茶座》三个直播节目，栏目形式多样，节目内容丰富，采用直播、录播、开通直

播热线多种播出形式。１９９５年，全年制作播出自办文艺节目达１３３６小时２５分钟。
９．《共度好时光》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开办的直播类文艺节目，每周六１８点２０分至１９点播出，时长４０分钟。节目
与听众互动，听众能利用这个平台，打电话点歌，把祝福送给亲朋好友。节目一开办，中小学生、干

部职工、家庭居民踊跃参与，每次播出有２０多个听众热线电话。后来发展到点歌以外话题，主持人
替听众朋友解疑释惑，节目成为广大听众的知心朋友。这档节目与吴江商厦合办，参与听众可得到

由吴江商厦提供的一份纪念品。１９９５年６月，因节目改版而停办。
１０．《音乐咖啡屋》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开办的一档直播节目。每周一、三、五１８点２０分至１９点播出，时长４０分钟。
节目内容有最新流行歌曲、古典音乐和经典音乐欣赏、娱乐资讯播报、音乐故事等。１９９８年７月，因

节目改版而停办。

１１．《戏曲茶座》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开办的一档直播文艺节目，每周二、四１８点２０分至１９点播出，时长４０分钟。

节目介绍各种戏曲流派特点、经典戏曲段子、戏曲欣赏、戏曲家故事等，以江、浙、沪一带群众喜爱的

越剧、锡剧、沪剧为主。１９９５年６月，因节目改版而停办。

１２．《垂虹芳草地》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开办，以主持人形式介绍吴江作者的文艺作品，包括业余作者、文学社团文学

爱好者的散文、诗歌、小说等。２００５年３月，因节目改版而停办。
１３．《长篇文艺欣赏》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开办，节目时长３０分钟，每天中午１２点３０分播出。２００４年起改在每天１３点，或
１４点，或１７点播出。至２００８年底一直保留。

１４．《欢乐点歌台》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开办的直播互动节目，每周日１８点至１９点播出。刚开办时，名为《点歌台》，

是听众参与最踊跃的节目，每档节目平均有３００条短信参与。２００５年３月，因节目改版而停办。
１５．《休闲娱乐城》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０日开办的直播互动节目，双休日１０点至１１点播出，时长６０分钟。听众参与方
式有猜谜语、猜歌、热线传递卡拉ＯＫ（听众在家唱卡拉ＯＫ，通过节目开设的空中卡拉ＯＫ热线传到

电台直播，优胜者由听众当场评出，并获得奖品）。猜歌、猜谜语猜中者也可获得奖品。同时，节目

还开设“热线到你家”专栏，每期从热心参与的听众中挑选一位，由电台打电话到他（她）家里，为他

（她）送上一份祝福和一份奖品，奖品由协办单位吴江商厦提供。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停办。

１６．《小梅说戏》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开办的戏曲直播互动节目，每周日１１点至１１点３０分播出。主持人对播出

戏曲进行讲解，与电话参与的戏迷听众一起探讨戏曲各种流派风格。２００６年，开设短信参与。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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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月１日起改为《空中戏院》。

１７．《音乐早班车》、《歌曲１５分》、《歌曲５分》、《快乐飙歌场》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清晨旋律》改为《音乐早班车》，以播放轻松音乐为主。原先开办的《音乐欣
赏》、《新歌快递》、《温馨夜曲》、《开心３０分》、《假日音乐网》、《假日音乐节拍》、《金曲放送》、《音

乐时空》被更换。至年底不变。

１８．《摩登音乐航班》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音乐节目，每天１８点２０分至１８点５５分播出，时长３５分钟。至年
底不变。

１９．《好歌由你点》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互动节目，每天１９点３０分至２０点１０分播出，时长４０分钟。听众可发

短信参与，主持人挑选参与的短信录制后播放。至年底不变。

（六）服务类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之初就开办《天气报告》、《工间操》等为听众服务的节目。１９８１

年２月２日，吴江广播站（电台）开办《今日电视预告》、《经济信息》等服务类节目。１９８７年１月，开
办以传播经济信息为服务着力点的《经济信息》。１９９６年４月，开办《空中门诊》。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

开办一档以介绍各种家用电器产品为主的服务节目《新宏达导购台》。

２００７年起，吴江广播电台的服务类节目设置更为广泛，分插于各档节目之中，不但涵盖市民生

活的方方面面，而且都以直接参与的方式出现，服务功能更为突出、更为到位。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
办的服务类节目有《好歌由你点》、《随身听》、《房产家园》等。

１．《天气报告》
１９５７年，吴江广播站开播之初开办，一天播出１次。记录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天气报告，再由播

音员用记录速度直播。同时，写在小黑板上挂出去让群众观看。１９５８年１月起，每天３次播音，天
气报告也早、中、晚播３次，每次都由记录速度播出。吴江县气象站建立后，吴江广播站的《天气报

告》节目就播送县气象站提供的天气预报，每次仍用一遍普通速度、一遍记录速度播出。每天除播

出３次《天气报告》节目外，播音结束前还重播１次天气报告。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农村，对信息需求较为迫切。吴江广播站根据听众要求，将

《天气报告》节目改为《气象与信息》。每次天气预报播送后，播出有关信息，其中较多为农副产品

市场信息，颇受农民听众欢迎，一直持续到９０年代，仍恢复为《天气报告》节目。１９９５年６月，吴江

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开播后，节目不断改版，《天气报告》节目不变。１９９８年７月，《天气报告》节目改
成《气象与广告》。每次天气预报播送后，播出一些广告，每天播出１０多次。２００８年，吴江广播电

台８９．１兆赫的《气象与广告》节目，每天播出１１次。
２．《工间操》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初期为县直机关增播的节目。１９５８年３月停办。
３．《今日电视预告》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日，为满足广大听众收看电视节目的需求而开办。１９９５年６月，改为《收视指

南》，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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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为您服务》

１９８５年７月开办，主要介绍生活小常识。１９８７年１月停办，其内容纳入《农家生活》综合类

节目。

５．《经济信息》

１９８７年１月开办，以传播经济信息为服务着力点。１９８９年１月改为《信息窗》，１９９５年１月改
为《信息短波》，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停办。

６．《空中门诊》
１９９６年４月开办的第一个互动性服务类节目。每周１档，周日１１点至１１点５０分播出，时长

５０分钟。每期节目邀请一位医生作嘉宾坐堂，向听众介绍一种疾病的病理病因、临床症状、医疗诊
断、治疗方法以及病人须知，听众可打热线电话参与问诊。被邀请坐堂的嘉宾医生以主治医师、副

主任医师为主，有时还请苏州大学客座教授。节目主持人向听众介绍这些医生的资历、研究课题

等，在嘉宾与患者之间搭起一座空中桥梁，使患者以及广大听众获得一种医患信息，很受听众欢迎，

成为吴江广播电台的黄金节目。

至２００８年底，主持人几易其人，节目常办常新，经久不衰。

７．《新宏达导购台》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开办的一档以介绍各种家用电器产品为主的服务节目，提供产品品质信息、价

格信息和购买信息。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停办。

８．《百年堂健康天地》、《生态蓓安专题》、《顺茶专题》、《连翘败毒丸专题》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开办的健康咨询类服务节目。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停办。

９．《健康在线》、《清新生活１＋２》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开办的健康咨询类服务节目，均为听众可参与的直播节目。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

停办。

１０．《太极健康时间》、《清新生活》、《联邦卡布》、《九阳生活园地》、《完美指数》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办的生活服务节目。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停办。
１１．《房产专题》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办的服务节目，以提供房产信息为主。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改为《房产家园》。
每天１６点至１６点３０分、２０点３０分至２１点、１１点２５分至１１点５５分播出，提供有关房产信息服

务。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１２．《红柳驿站》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办的第一档以主持人名字为节目名称的情感类服务节目，每天２１点到２２
点播出，时长６０分钟。这档节目为听众提供一个吐露心里话的平台，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遭遇，遇

到什么难题都可以在节目中吐露出来。特别是一些外来打工者，一些年龄较小、自理能力差、社会

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喜欢把这档节目当成交流内心情感的地方，以求得帮助。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停办。

１３．《８９１直通车》、《一路飞扬》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办，分上午版和下午版。上午版每天８点２５分至９点２５分播出，专设天气

报告；下午版每天１６点至１７点播出，提供有关汽车销售和维修方面的信息。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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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飞扬》，为一档有关民生服务类直播节目，每天９点３０分至１０点４５分播出，听众可即时参

与。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１４．《午后加油站》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每天１５点至１６点播出，提供有关旅游方面服务。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１６．《天天点歌台》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每天１８点至１９点３０分播出，提供点歌服务。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１７．《资讯早班车》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每天８点至９点播出，专设“气象与生活”、“生活提示”栏目，报告当日

菜价、停电通知等。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１８．《随身听》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每天１６点３０分至１７点４０分播出，为听众提供热线服务平台，开设“股
市风云”、“百姓话题”、“你问我答”、“市场导购”等栏目。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１９．《理财时间》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每天１２点至１３点３０分播出，为听众传递财经信息和提供理财窍门。

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２０．《好歌由你点》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办，每天１９点３０分至２０点１０分播出，提供点歌服务。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三、节目制作

（一）采访编辑

吴江广播站（电台）的编辑、记者是走合二为一的路子，对个人而言，既是记者，亦是编辑，须要

掌握采访和编辑的基本业务技能。记者采访一般围绕各个时期的宣传中心展开，从关注社会热点、

关注民生的话题去捕捉新闻源。平时搜集报道线索，排出采访重点，在掌握基本材料的基础上再深

入采访，调查研究，选准角度，及时快速写出报道文章。编辑的岗位职责是把好用稿的政策关、事实

关、文字关。编辑程序是先由专职编辑根据当时的宣传任务和节目要求，对来稿进行筛选，将符合

要求的稿件按照广播形式及语言结构进行修改，编辑成档，送编播组（编辑部）负责人审阅签字〔重

要稿件需送站（台）领导审阅签字〕后，交播音员备稿、播音、制作，再交有关人员审听校对，送机房

待播。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前制定编审工作制度，规定每月５号前根据县委中心工作要求

和县委宣传部的宣传计划，订出广播宣传计划，送县委宣传部批准后执行，并报县人民委员会与省

广播事业管理局备案；每日的节目安排，要每周编印好“一周广播”，送县委宣传部审阅同意后，于

每周五发给县广播站下周执行。一般新闻、讲话、文艺节目由站负责人审定；重要的新闻、讲话，如

涉及各项政策以及先进人物讲话等，由站负责人审稿拟定初步意见后，送县委宣传部审定后再

播出。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时，编辑业务由吴江广播站编辑委员会领导。编委会由主任胡海
清（宣传部），副主任王彦萍（文教部）、杨亚南（广播站），委员吴大伟、成国喜、袁焕、凌行可、周执中

８人组成。当时，站内只有１名编辑（陈明海，１９５８年５月调离），主持广播站全面工作的副站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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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南也参与采访、编辑。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杨亚南调离，吴瑛任副站长，亦兼采访编稿，播音员蒯诚也参

与编稿。１９５９年２月，程雪萍调县广播站任编播，不久又调离。１９６１年９月，杨惠珍任播音员，蒯

诚以编稿为主。由于当时人员少，站内工作人员，包括机务员贺兴生有时也出去采访。１９５９年，添
置２台钟声牌木壳录音机后，外出采访带上笨重的录音机，采制录音讲话、录音报道。

１９７０年起，吴江广播站的广播节目开设新闻、专题、服务、文艺４个大类，新闻、专题类节目宣传
报道的重点是政治与生产。据记载，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６日，吴江广播站召开宣传报道工作会议，布置的

报道提纲有继续宣传深入进行思想路线教育、认真搞好批修整风方面的内容；继续宣传认真看书学

习、攻读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宣传各条战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的

内容；继续宣传艰苦奋斗精神；搞好四秋大忙的报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江广播站的编播人员相对稳定，广播节目逐步走上正规。１９８０年，

全站编辑、播音工作人员已有１０人，成立编播组并做明确分工。编播组长负责组内日常事务、宣传
报道计划的制定和日常节目审稿，１名编辑负责专题节目采编，１名编辑负责新闻节目采编，１名编

辑负责科技类、服务类节目采编，１名编辑负责文艺节目录制和编辑，并负责由５名播音员组成的
播音组日常工作。吴江广播站遵循“宣传改革、改革宣传”要求抓好宣传改革。新闻节目改革突出

一个“新”字。节目采制要求“快、新、短”。３月，按“新闻无假日”要求，改每周６档新闻为７档新
闻，实现天天有新闻节目。５月，新闻节目里又开设“今日快讯”栏目，力求当天新闻当天播出，当年

播出当天新闻７３篇。１９８４年，全年平均每天的播出稿数从１９７８年的６．１篇增加到１１．６篇。其中

播出当天新闻４２７篇，平均每天达１．１７篇。专题节目改革突出一个“重”字。一些重大题材的稿件
做深度报道，有步骤地层层深入采访，使报道在深度和力度上都能得到展示。深入采访突出一个

“鲜”字。不仅内容新鲜，而且形式上力求鲜活，多采制带响报道，增强现场感染力。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５
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吴江县首次举办由全县各地参展的“庆丰年迎新春”元宵灯会。当天晚上，

吴江广播站安排２名编辑和播音员，带上小型采访机到灯会现场，采制题为“千灯齐放贺新春、万民
同乐闹元宵”口头报道，在次日一早新闻节目中播出。同年，吴江广播站几位编辑和播音员通力协

作，轮流下乡采写稿件３２８篇，比１９８３年增加２４８篇。站内两台ＳＯＮＹ采访机在几位编辑手中频频
轮换使用，全年采制现场报道、录音新闻和录音讲话１３０多个。

１９８９年９月４日起，吴江广播电台举办建站（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征文活动———“吴江４０
年”国庆征文，收到征文稿件５０多篇，前后在一个多月的《今日鲈乡》节目中播出４３篇。这些稿件

真实地反映全县各条战线的建设成就和巨大变化，展现全县人民的精神风貌。１２月，征文活动结
束后，吴江县广电局编印书名为《鲈乡新姿》的“吴江４０年”广播征文集，时任县委书记孙中浩特为

作序。

９０年代，吴江广播电台的节目采编工作有新的突破，加大对报道的全面策划。凡遇重大活动

或重大报道，编辑部就召集记者、编辑策划采编步骤，全面部署采编任务。为配合工作中心，往往调

动整个编辑部力量通力合作，发挥团队优势，以造成一定的舆论声势。

１９９０年元旦，吴江广播电台组织一次连续１４小时３０分钟（６点至２０点３０分）不间断播出的

特别节目《九十年代第一天》。电台记者和各乡镇通讯员深入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医院、街道

等各条战线采制节目，报道全县人民如何以全新姿态迎接９０年代的到来。一位编辑为采制９０年

代全县第一个婴儿诞生的现场报道，和县计生委主任一起，在县人民医院整整守候１２个小时，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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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现场口头报道。这篇报道有县计生委主任谈全县计生工作的成绩，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谈

如何做好妇幼保健工作的情况，有接产护士的工作体会，有产妇谈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感受。报道形

式新颖，现场感强，播出后反响强烈，被评为一等奖。这次连续报道滚动式播出，在全县上下造成以

全新姿态迎接９０年代到来的舆论氛围，进一步扩大吴江广播电台的知名度。

１９９１年６月，吴江遭遇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吴江广播电台把宣传抗洪救灾作为压倒一切
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搞好抗洪救灾报道。从６月中旬到８月上旬的近２个月时间里，共播出抗洪

救灾稿件４２９篇。特别是在７月中旬到８月上旬最紧张的近一个月时间里，电台《新闻》节目头条
新闻天天都是抗洪救灾的，播出抗洪救灾消息最集中的一天达１０多篇，占当天播出稿总数的８３％。

电台还组织各乡镇广播电视站在广播自办节目中播出抗洪救灾稿件４８８篇。县、乡镇两级广播的
抗洪救灾宣传在全县抗洪救灾中发挥“宣传鼓动、组织指挥、信息传播、稳定人心、科学指导”的特

殊作用。当时，县委领导称赞说：“广播线成了‘生命线’、‘救命线’”。吴江广播电台编辑部和黎

里、震泽、庙港、横扇４个乡镇广电站及５位电台编辑和通讯员分别被苏州市委宣传部评为新闻战

线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１９９１年５月，为搞好中共建党７０周年宣传，吴江广播电台编辑部制定宣传计划，连续开设多个

系列报道。“学党史、讲传统”专题广播讲座６讲，播出“英烈小传”专栏４篇，介绍本县解放前的中
共党史和张应春等革命先烈的事迹，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党教经验”专栏，介绍盛泽镇

党委、吴江新生丝织总厂党委等先进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活动的经验和做法；“先进党员事迹”专

栏，选播吴海标等优秀党员事迹介绍的录音。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文联与吴江广播电台联合举

办“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七一征文活动，收到来稿１００多篇，专题部与新闻部联合采用８０多篇，从不

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全县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风采。

１９９２年，吴江广播电台在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中央２号文件下达后，抓好专题报道。上

半年，播出吴江新生丝织总厂等改革试点单位学习南方谈话，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搞活经济的

典型事例，介绍他们的经验，列举做法和效果。同时，宣传市委为全面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进

一步加快吴江改革开放步伐，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的二十条意见。吴江广播电台与市委宣传部联

合举办“我为振兴吴江作贡献”专题广播，以激发全市人民理解改革、适应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

革的主人翁精神，为加快实现市委提出的“超常规发展，跳跃式前进”作贡献。下半年，认真策划中

共十四大的宣传报道，在十四大召开前后的３个月，《新闻》节目中播出有关稿件１４６篇。盛泽印染

总厂党总支书记、厂长徐关祥是江苏省乡镇企业唯一一名十四大代表，电台记者得知他刚从北京回

到盛泽，立即前往采制录音专访《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活力———访十四大代表徐关祥》，成为全

省广播新闻单位的独家报道。１１月起，吴江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又开设“学习十四大文件，落
实十四大精神”专栏，共播出４２篇有关稿件。

１９９２年５月４日，吴江市委、市政府召开撤县建市大会，吴江广播电台编辑部经过周密策划，除
转播大会实况外，还在当天播出《吴江跨进了一个新时代》的录音报道，及时让全市人民亲临其境

地耳闻成立大会盛况。吴江撤县建市后，吴江广播电台记者的异地采访活动逐渐多起来，每当市里

一些重大活动都会有电台记者的身影。

１９９３年，吴江广播电台编辑部为配合中心工作，多次策划用“立体”报道的形式，加强市场经济

宣传，打好外向型经济宣传硬仗，全年播出这类稿件３６００多篇，占播出稿总数的６５％以上；加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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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建设宣传，打好市委开展的“致力于集体，奉献于事业”主题教育宣传硬仗，平均每天播出主

题教育稿件２篇；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宣传，打好抗洪救灾宣传硬仗，重点宣传农业基础地位和三

业协调、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农民树立市场观念、科技观念，走优质、高产、高效的发展路子；加强战

役性宣传，打好各阶段重点宣传硬仗，全年开办各类专栏２０多个。

１９９５年，吴江广播电台扩大报道范围，搞好跨市报道。３月，一名记者随市参观团到常熟、张家
港参观学习，当天在外地发回报道，介绍参观情况和外地的经验。在“致力于集体，奉献于事业”主

题教育活动中，一名记者随市参观团去浙江萧山、绍兴两地参观，活动当天用电话发回报道。

１９９８年５月，吴江广播电台一名记者随市建委组织的慰问团，去陕西省绥德县（吴江市挂钩的

扶贫县）进行异地采访。当天以电话形式发回消息，回来后又编写播出《苏陕并肩传佳话，吴绥携

手谱新篇》、《助学打井表心意，春风雨露润心田》、《挂职干部树形象，两地浇灌友谊花》等３篇报

道，每篇都有陕西绥德县干部群众的采访录音。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９日，吴江市丝绸股份在深圳交易所上市，一名记者随市工作团队一起赴深圳现

场采访，及时发回报道；每年的旅交会和一些推介会记者都去采访报道。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吴江广播电台记者适时前往吴江的帮扶县———四川绵阳

进行实地采访，及时发回绵阳人民抗震救灾的报道。

在日常采访活动中，吴江广播电台的记者们还加强对报道线索的追踪，发现有新闻价值的报道

线索，并密切关注，及时追踪报道线索，培植报道胚芽。１９９６年，电台记者的一篇《情系江村六十

春》就是根据平日积累的报道素材写就的。这篇报道通过聚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６０
年社会调查在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体现费孝通致富于民的草根情结，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

吴江是费孝通的家乡，６０年来把家乡作为他学术课题的调查基地多次访问调查。电台记者也因此
有多次采访费老的机会，才得以收集到许多珍贵的采访资料。《情系江村六十春》这篇专题报道是

对这条采访线索始终给予关注的结果。

９０年代，吴江广播电台注重报道形式上的变化和创新，录音报道、口头报道、现场报道日益增

多。据统计，１９９０年，电台记者、编辑自采稿件２１４篇，其中录音报道９７篇。１９９１年，自采稿件３２８
篇，其中录音报道８４篇。１９９２年，自采稿件４３５篇，其中录音报道８９篇。１９９３年，自采稿件５４４

篇，其中录音报道８４篇。１９９４年１到１１月，自采稿件９７３篇，其中录音报道７１篇。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在江苏省广电厅组织的全省广播新闻节目抽查评选中，吴江广播电台均获好

评。１９９１年９月的一周新闻节目中，在经济宣传占重大比例的前提下，还突出计划生育报道，而且
节目形式多样，有录音报道、口头报道、电话录音等，被评为江苏省广播新闻抽查先进集体。１９９２

年９月２日至９月８日的一周新闻节目，７天播出各类新闻稿８５篇，其中搞好经济工作等重大题材
的稿件４７篇，占５５．２％，是苏州市８个广播电台中最多的一个。

９０年代起，吴江广播电台还努力搞活其他节目的采编形式，使节目形式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出
现一人主持、两人主持、嘉宾坐堂、听众参与等，编辑的节目采制方式也随之变化。１９９７年４月开办

的《社会经纬》节目，采用主持人和记者共同主持的形式，记者事先选择好话题，准备好有关材料；

节目在记者和主持人的交谈中提出话题，然后穿插所备采访录音，记者或主持人的叙述，把问题一

层层解开，较受听众欢迎。１９９８年７月开办的《法庭内外》节目，常邀请市司法部门有关人员一起

参与。节目主持人在节目播出前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针对群众的需求与司法部门一起定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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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内容。２００２年５月，《法庭内外》改成《周日说法》后，主持人先确定主题，走访有关部门，采制

好有关资料，播出时请嘉宾坐堂，听众参与，使这档节目成为听众学习法律法规的空中课堂，在农村

中有固定的听众群。

吴江广播电台开设直播节目后，对节目的采编制作要求更高，每次节目播出前，必须准备好采

访录音、文字资料。播出时，主持人以贴切的答词来对答听众的提问。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８日开办的《金
土地》节目，在每档节目播出时，先有主持人与市气象局值班人员进行现场连线，由市气象局值班人

员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在节目中介绍当天天气情况和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然后在“农技热线”

版块中邀请市农林、水产专家根据天气变化，讲解当前种、养殖过程中应引起注意的问题。整个节

目注重互动，专家边讲边答，农民边听边问。“市场晴雨表”请本市农贸市场专业人员从集市现场

发回报道，介绍价格行情，分析涨跌原因，使听众及时了解市场动态。“三农快讯”播出农民自己总

结的种养、经营成败得失，大胆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信息。“大视野”及时、准确、清晰地为农民听

众播报省内外涉及三农方面的信息。

吴江广播电台在直播节目的采编制作中，还发挥导播的作用。当主持人或嘉宾把话题展开后，

有许多热心听众当场打电话到直播室。节目的导播在同一时间接到几个电话，要有选择地确定听

众对象，把热线接入直播室。为此，导播要一起参与备稿，做好中间环节的处理，了解播出题材的主

题及背景材料。

吴江广播站的文艺节目录制播出，原先由播音员兼职操作，基本上没有采访编辑过程，一般录

制后安排播放，且大部分播放的是唱片。８０年代起，吴江广播站（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逐渐多起
来，开始设有专职文艺编辑，把录制来的节目经过编排、加工制作后播出。１９９４年３月，吴江广播电

台设立文艺部，由２名文艺编辑负责文艺节目编排、制作。１９９５年６月，调频广播开播后，文艺编辑
由２人增至４人，同时兼任文艺节目主持人，负责文艺节目的采编播。２０００年２月，文艺部改为节

目部，负责文艺节目的采编播。２００８年１月起，实施综合节目播出，文艺节目融合在各类节目中，由

各类节目编辑、主持人编排后主持播出。

（二）播音主持

１９５７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播后，播音工作一直由蒯诚承担。１９６１年９月，吴江师范毕业生杨
惠珍调入广播站任播音员，有时两人轮流播音。１９６５年，播音员蒯诚调离。１９６６年４月，调进一名

男播音员，才有一男一女两位播音员。１９６９年，这位男播音员调离。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先后调进一男
一女两名播音员。

当时的播音使用方言，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播音员采用“高调门，说教
式”的语气，特别是播评论文章，要有一种严肃批判的语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高嗓门

的播音方式才逐渐改变。１９７８年８月，吴江广播站开始改方言为普通话播音。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６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广播事业局（苏革广〔１９７７〕１１３号）文下达《关于实行播

音员报名制度问题的通报》。１９７８年，经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同意，吴江广播站实行播音员报名制
度，规定全部由播音员播音的节目（包括新闻、专题），播音后报播音员名字。播送节目预告、文艺

节目、人物讲话录音的头尾或串联词，不报播音员名字。播送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的文摘、两报一

刊重要文章、社论等，不报播音员名字。播音员的报名，根据播音员本人意愿，另起播音名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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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

１９８３年，吴江广播站已有６名播音员（二男四女），他们的播音名分别为：常鸣（马常鸣）、张曦

（张小星）、陵兰（瞿纬）、小林（林艳红）、向华（管宇）、冬洁（欧冬）。

当时的播音开始讲求庄重、朴实、大方的语气语调。１９８３年，《农家生活》节目以主持人形式出

现，播音风格变成交流口吻，拉近主持人和听众的距离，亲切温和的声音感染听众。

吴江广播站（电台）的播音员没有一个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他们的播音业务都是在实践中不断

学习所掌握和提高。站（电台）领导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提供再学习的机会，所有播音员先后轮流到

省、地区、市参加过培训。１９８８年４月，吴江广电局制订播音人员岗位职责条例，对播音从业人员的

岗位职责提出七条规范条例，明确各档播音员（包括三级、二级、一级）的具体职责要求。１９８８年３
月至１９９９年７月，吴江广播电台的６名播音员中，除１名调离播音岗位外，有２名评定为一级播音

员，２名评定为二级播音员，２名评定为三级播音员。
吴江广播站（电台）对播音员的岗位要求历来比较严格，办站开始，播音员除轮流完成每天的

播出值机工作外，还要在播音前认真备稿，节目录制完成后要认真监听校对。６０年代的播音员还
参加维修广播喇叭，每天的天气报告要写在小黑板上挂出去让群众观看，还一起参与采编工作。８０

年代，播音员参与社教、服务类节目的采编等。１９８３年，吴江广播站开办社教节目———第一个主持
人节目《农家生活》，播音员参与节目的采编，并主持播出。

９０年代起，吴江广播电台播音员逐渐向主持人角色转换，独立承担一些节目的采编任务。

１９９６年４月，吴江广播电台开办《空中门诊》节目，是继《农家生活》后第二个主持人节目，又是第一
个采、编、播合一的直播节目，由播音员红柳主持。每期节目主持人事先采访，确定话题，邀请坐堂

嘉宾，播出时主持现场，协调串联参与听众和嘉宾的话头。这档节目的播出效果很好，很快成为电

台非黄金时段的黄金收听节目，拥有广泛的听众。

２００２年５月，播音员红柳又开始主持《周日说法》节目，每期播出４５分钟。每次节目前她都脚
踏实地去采访，做到采、编、播一人独挑。２００７年，红柳还开设第一个情感类节目《红柳驿站》，每天

２１点直播１小时，为青年朋友开辟一块吐露心声的地方，节目主持人红柳也成为需要帮助的年轻人
的知心姐姐。节目也是直播版块，采、编、播一人承担。

吴江广播电台一名值机员１９９７年转任文艺节目主持人后，刻苦钻研业务，由她编辑主持的《空
中戏苑》、《晓梅说戏》节目多次获奖。２００７年２月，这位文艺节目编辑、主持人的论文《论广播戏曲

节目的魅力与发展》，在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苏州市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苏州广播电视》杂志上

发表。

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广播电台共有１７名播音员兼主持人，采用采、编、播合一的直播方式开设１５档
直播节目，一人负责一个版块节目，播音特色根据版块要求而不同。《资讯早班车》节目以直播各

地新闻为主，播音简洁、明快。《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有嘉宾和听众参与，话题涉及政风行风，播音

主持平易、亲切。《博客总动员》节目以传递博客内容为主，听众对象多为白领青年，播音主持轻

松、亲和。《理财时间》属服务类节目，播音主持采用亲切的谈话方式。《随身听》节目是为民排忧

解难的民生话题，播音主持亲切、诚恳、温和。《８９１直通车》（上午版）节目为综合版块，播音主持亲
切、明快。《一路飞扬》为生活服务类节目，播音主持亲切、热情、诚恳。《午后加油站》为旅游资讯

类节目，播音主持轻松、平和。《８９１直通车》（方向盘俱乐部）为汽车服务类节目，播音主持亲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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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８９１直通车》（回家路上）是热门话题探讨类节目，播音主持温和、亲切、娓娓而谈地展开话题。

《都市情缘》属情感类节目，播音主持轻柔、温和。《天天点歌台》属服务类节目，播音主持轻松、热

情。《吴江名人》播音主持用谈话式口吻。《工会零距离》节目播音主持温和、亲切。《七色花》节目

播音主持采用儿童语气。播音主持采用适当的语气，拉近听众和播音主持人的距离，使播出节目更

加贴近听众。

表１３１４　２００８年吴江广播电台播音、主持人一览表

姓名 播音名 姓名 播音名 姓名 播音名

冯　蕾 木兰 庞世杰 阳光 王华凤 红柳

杨玉杰 杨洁 俞丽萍 晓俞 邬咏梅 晓梅

沈剑锋 景风 张　薇 小薇 张　燕 张燕

王　欣 王欣 于　萍 于萍 姚　尧 姚尧

杨　阳 杨阳 钱红涛 阿涛 周晶哲 晶晶

张丹华 丹丹 祝佳昱 佳昱

　　吴江广播电台的播音、主持人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播音、主持业务能力，创出不

少优秀播音、主持作品。自１９９６年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开设“播音与主持作品”评选，至２００８年，

有１０个播音作品获江苏省、苏州市的评选奖。其中主持人红柳、阳光联合主持的一档环保节目，荣

获江苏省广播播音主持作品一等奖，成为吴江广播电台建台以来播音类作品获得的最高奖项。

（三）通联工作

１．通讯报道员队伍

吴江县（市）广播站（电台）的采编力量除站（电台）内记者、编辑外，还有一支专职的通讯报道

员队伍和一支业余通讯报道员队伍。长期以来，吴江广播站（电台）在记者、编辑人手少的情况下，

切实搞好通联工作，抓好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两支通讯报道员队伍的作用，保证稿件来源、提高节目

质量。

１９５７年，吴江广播站开播初期，自办节目稿源主要从县机关来稿和吴江报社的稿件中选用。

１９６０年４月，吴江报停刊后，在县机关和社、镇干部中发展通讯报道员，后来逐年扩展到学校、生产

大队、商店、医院等单位。最早的通讯报道员有５６人，都经过严格挑选，并报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编

辑部备案。

７０年代起，吴江广播站在各公社、镇广播放大站陆续配备专职通讯报道员，列入广播放大站人

员编制。１９７２年４月，配备第一批专职通讯报道员共１２人。

表１３１５　吴江广播站第一批专职通讯报道员一览表

公社广播放大站 姓名 公社广播放大站 姓名

湖滨 薛巧明 梅堰 陈仲荣

八坼 袁国良 盛泽 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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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社广播放大站 姓名 公社广播放大站 姓名

菀坪 刘华民 八都 沈丽华

金家坝 计马金 七都 陶梅仙

黎里 杨昌元 庙港 张明远

平望 吴晓义 震泽 杨百林

　　１９７３年后，吴江广播站专职通讯报道员有所调整，并陆续在未配备专职通讯报道员的社镇广
播放大站中选配一批，专职通讯报道员２２名。同时，有关社镇选配１１名兼职通讯报道员，使全县
各个社镇都有专兼职通讯报道员，形成以专职通讯报道员为骨干，由专职、兼职和业余通讯报道员

组成的通讯报道网。此后，全县专职通讯报道员队伍稳定，兼职和业余通讯报道员迅速增加，至

１９７９年有３５７名。１９８１年起，吴江广播站又先后在１０个国营大厂聘任１０名兼职通讯报道员。至
１９８６年，全县共有兼职和业余通讯报道员５００名（２１３名为骨干业余通讯报道员，其中又有１１７名
获县广播站颁发的特约通讯报道员聘书）。１９９０年起，全县（市）在编专职通讯报道员保持２３名。
１９９７年起，随着镇广电站合并和有线电视的发展，各镇专职通讯报道员工作调整，人员逐渐减少。
２００８年底，全市９个镇有１２名专职通讯报道员。

２．通讯报道员管理
１９７２年５月起，吴江广播站（电台）编播组（编辑部）具体负责通讯报道员队伍管理。
各社（乡）镇通讯报道员纳编于各社（乡）镇广播放大站，属社（乡）镇广播放大站正式编制人

员。这些通讯报道员像县广播站（电台）派驻各地的记者，立足各社（乡）镇，把发生在当地的新闻

发往吴江广播站（电台），成为广播宣传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平时，这些通讯报道员在基层采

用发稿或电话与吴江广播站（电台）编播组（编辑部）沟通。吴江广播站编播组（电台编辑部）每月

对通讯报道员的来稿、用稿做一次统计，并印发到各社（乡）镇。每一年召开３～５次例会（一般每
季度一次），有特殊任务时，临时召开会议。每次例会，吴江广播站（电台）组织这些通讯报道员学

习有关文件，总结通讯报道工作情况，提示下一阶段的报道重点及要求，并在通讯报道员之间进行

学习交流，表彰鼓励先进。吴江广播站编播组（电台编辑部）还以印发报道提纲的方式加强联系。

遇有重大活动，编播组（编辑部）向通讯员发出书面报道提纲，指导通讯报道员采写稿件，或与特约

通讯报道员约稿。

为提高通讯员的业务水平，吴江广播站（电台）除每次例会期间对通讯报道员进行业务培训

外，还每年多次举办业务培训班，进行系统培训。１９８１年，吴江广播站举办一期业务培训，除各乡
镇专职通讯报道员外，还有乡镇、大厂的骨干业余通讯员参加，系统地学习新闻基础和语法知识。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吴江广电局与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通讯报道员培训班，３６名专兼职通讯报道
员和县直机关４２个单位的业余通讯报道员参加培训，县委书记、分管副书记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到班讲话动员。在为期四天的培训中，《苏州日报》编辑讲授新闻业务知识，吴江广播站编辑也结

合编稿实践为通讯员授课。据资料显示，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吴江广播站的几位编辑先后１７次为乡
镇业余通讯报道员和土记者们授课。另外，先后３次安排各乡镇专职通讯报道员轮流到县广播站
当值班编辑，接受实践训练。通过授课与实践，通讯报道员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吴江广播站还组织

专兼职通讯报道员到外地参观学习，拓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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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后，吴江广播站（电台）给录用稿发给一定的稿费，以资鼓励；每季度召开通讯报道员例

会，请完成发稿任务较好的通讯报道员介绍经验，交流写作心得；年底进行总结评比，对完成和超额

完成发稿任务的通讯报道员，发给奖金，给予表彰。多年来，专兼职和业余通讯报道员向吴江广播

站（电台）发稿源源不断。常年工作在最基层的专职通讯报道员，发现、采写新闻往往在第一时间，

历年好新闻评选中，不乏有通讯报道员采写的新闻稿。评上优秀稿的，吴江广播电台给予奖励。

专职通讯报道员除向吴江广播站（台）提供稿件外，还办好所在乡镇广播自办节目。１９８６年，

全县已有２１个乡镇广播站开办规范化广播自办节目。乡镇广播自办节目宣传身边的事、熟悉的

人，讲的家乡话，普遍受到农民听众欢迎。１９８８年苏州市广播电视局召开的乡镇广播自办节目经

验交流会上，吴江县黎里、盛泽２个镇广播站因自办节目办得尤为突出，在会上做经验介绍。１９９１

年，全县２３个乡镇广电站共有采编播人员４９人，其中２４个采编人员，２５个播音员。２３个乡镇广

电站都开办综合性广播自办节目。广播自办节目时长１０至１５分钟的有１３个乡镇站，时长１５至

２０分钟的有１０个乡镇站。有５个乡镇站还专设文艺节目，有４个乡镇站用普通话播音，１９个乡镇

站用方言播音。

表１３１６　１９７５～１９９６年吴江广播站（电台）来稿用稿统计表 单位：篇

年份
来稿

总数

其　　中 播出

专兼职 机关 基层 大厂 苏锡常 外地 自采 数量 比例％

１９７５ ２５１０ ８３２ ３１９ １３５９ － － － － １２１３ ４８．３２

１９７６ ２８００ ８５６ ２１３ １７３１ － － － － １５４０ ５５

１９７７ ３０２９ １２８５ ２２７ １５１７ － － － － １５８３ ５２．２６

１９７８ ３３９６ １２６２ ５３４ １６００ － － － － ２２０６ ６４．９５

１９７９ ３３５６ １２３２ １００１ １１２３ － － － － ２２３２ ６６．５

１９８０ ４２６０ １５８１ １３９１ １２８８ － － － － ２７８４ ６５．３５

１９８１ ４４２１ １４０１ １５６１ １０９７ ３６２ － － － ３０５８ ６９．１６

１９８２ ５６１８ １３６５ ２４７９ １１１８ ６５６ － － － ３４３８ ６１．１９

１９８３ ６５４０ １７３０ ２５２３ １２６８ １０１９ － － － ３９７６ ６０．７９

１９８４ ７１２２ ２８５８ １８６８ １１７５ １２２１ － － － ４２３０ ５９．３９

１９８５ ８４２６ ３０２８ ２１５５ ８１５ １１７７ ３２４ ４０３ ５２４ ４７８７ ５６．８１

１９８６ ９２８４ ３２５０ ２４８６ １００２ １０２９ ６６４ ５１３ ３４０ ５３９１ ５８．０７

１９８７ １０４９１ ２８３２ ３２０６ １４０１ ９８１ ６０８ ９７０ ４９３ ５３９６ ５１．４３

１９８８ ８８０６ ２７９８ ２５９０ １０３３ ７６９ ６４４ ５２０ ４５２ ４９５５ ５６．２６

１９８９ １０２６９ ２６２１ ３９４４ １０７６ １０１５ ６７２ ５８３ ３５８ ４５９１ ４４．７

１９９０ １１５１０ ８５８６ １１４２ ５６５ ９０６ ３１１ ５０２５ ４３．６６

１９９１ １０９４２ ２５２４ ５０４７ １００３ １０７２ ５５４ ４１４ ３２８ ５６０６ ５１．２　

１９９２ １０２００ ２２１３ ４４３０ ８８８ ８３９ ７３１ ６６４ ４３５ ５６２５ ５５．１４

１９９３ １０１１５ ２３０３ ４７２１ ８９１ ４９８ ６２７ ５３１ ５４４ ５６２０ ５５．５６

１９９４ １０９００ ２３７０ ３４３５ ９２０ ８７６ １５７２ １３２８ ３９９ ６６２６ ６０．７８

１９９５ １１０００
其中１～１０月

１７５３ ３５７０ ５０２ ５０２ ４２４ １０６６ １２４５
６２７９ ５７．０８

１９９６ １０１２８ － － － － － － － ６２００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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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乡镇专职通讯报道员都是经过考核挑选出来的，各方面素质较好，有一定写作能力，再加上

在通讯报道员岗位上的实践和磨练，先后有七、八位陆续走上乡镇和县市领导岗位，有的调到吴江

广播电台工作。

１９９７年起，吴江广播电台编辑、记者的逐渐增多和内部考核加强，自采稿件显著增加。各镇广

电站的专职通讯报道员的来稿、用稿仍有考核，业余通讯报道员的来稿、用稿均逐渐减少。至２００８
年，吴江市文广局宣传科对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的专职通讯报道员的来稿、用稿还有考核。

　　四、向外发稿

８０年代初起，吴江广播站（电台）负责新闻节目、专题节目采编的记者、编辑不时把吴江的消息
向上级台发稿，有时也向外地报社发稿。１９８５年，苏州、无锡、常州三地广电部门联合开办《苏锡常

新闻联播》，吴江广播站等１０多个县级广播站（电台）每周同时向三地的县级广播站（电台）发稿
３～４篇，交流播出，直至１９９６年停办。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吴江广播电台外发的多篇稿件被《人民日

报》录用刊登。

９０年代，吴江广播电台向上级电台、报纸发稿增多。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被苏州广播电台、苏州日

报以上新闻单位录用稿件１４００多篇（档）。其中，１９９８年被江苏广播电台和苏州广播电台录用１３０
多篇（档），录音报道《吴江支柱产业由一枝独秀到三足鼎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为吴江广

播史上首次。２００４年，吴江广播电台采制的消息《吴江失地农民生活有保障》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编辑成《吴江在全国率先实行土地换保障》在《全国新闻联播》和《整点新闻》中播出。同时，被《人

民日报》华东版、《新华日报》、《苏州日报》等报纸录用５０多篇。

２００５年，吴江广播电台向上发稿１２０篇，其中，江苏广播电台录用播出５５篇。２００６年，向外发
稿３０３篇，其中江苏广播电台播出６５篇。２００７年，向外发稿２３８篇，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用

播出３篇；江苏广播电台播出１２５篇；苏州广播电台播出１０６篇。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１０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国之声》中播出吴江广播电台采制的录音报

道———《沪苏浙高速公路江苏段昨天正式通车》，并在１月１３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并
重播。３月２６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整点新闻》节目中，播出吴江广播电台采制的消息———《吴

江市推出“母婴关怀工程”孕妇分娩由政府买单》。５月３０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新闻联
播》节目中，播出吴江广播电台采制的录音报道———《与时间赛跑》。６月２３日，江苏广播电台《金

陵之声》节目“锦绣江苏”栏目中播出吴江广播电台采制的《地震预报吴江人抢先破题———华人科

学家钮凤林》。７月１２日，江苏广播电台《金陵之声》“海上升明月”栏目播出吴江广播电台采制的

《台商廖长宽的三起三落》。２００８年，吴江广播电台向外发稿２２５篇，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６篇（次）；江苏广播电台播出１１２篇；苏州广播电台播出１１３篇（档）。

　　五、节目创优

１９８３年起，江苏省广电厅在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开展年度优秀广播电视节目评选活动，吴江广

播站（电台）编辑、记者增强创优意识，采访、编辑、制作出优秀广播作品参加省、市的评比。

从１９８３年度苏州市广电局、苏州市广电学会举办的年度优秀广播节目作品（新闻、社教类）评

选，至２００８年度（除２００１年因故未参加）获苏州市级三等奖以上的作品共有１７１篇（档），其中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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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级三等奖以上的有３６篇（档），同获全国奖７篇（档）。

表１３１７　１９８２－２００８年度吴江广播站（电台）广播作品获省以上奖一览表

年度 作　　品 获奖等第

１９８２ 《说啥有蛟龙，原是一条虫》 二等奖

１９８３ 《一只母猪生３２只小猪》 三等奖

１９８５ 《既要“一碗饭”，又要“一桌菜”》 二等奖

１９８５ 《档车工钱福珠光荣出国访问》 三等奖

１９８６ 《莘塔荡西村农民建房互帮互助不请吃喝》 二等奖

１９８７ 《总书记两访皮鞋王》 二等奖

１９８９ 《新风习习进农家》 三等奖

１９９０ 《让小脑袋里有个“农”字》 三等奖

１９９３ 《四制联动，改革显神威，我市国有工业企业无一家亏损》 二等奖

１９９４ 《百名丝绸能人跨省承包全国三分之二喷水织机》 二等奖

１９９４ 《徐关祥三件宝》 二等奖

１９９６ 《江苏利康集团实施南北挂钩发展区域经济》 三等奖

１９９６ 《情系江村六十春》
一等奖

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１９９６ 《费孝通江村调查６０年的启示》 中国广播奖二等奖

１９９６ 《华鑫之路》
一等奖

中国广播奖三等奖

１９９８ 《芦墟山歌韵味长》 省文化好新闻二等奖

１９９９ 《我送亲人过大江》
一等奖

中国广播奖三等奖

１９９９ 《养鸭专业户金洪兴包机舱卖苗鸭》 二等奖

２０００ 《法律不相信眼泪———芦墟宏达塑料厂专利纠纷案的启示》 三等奖

２００１ 《孙红珍先进事迹》人口与计生广播专题节目 一等奖

２００２
《网络进村、宽带到户———金家坝杨文头村建成全省第一个宽带信

息化村》
三等奖

２００２ 《农村老大娘开车学电脑》 二等奖

２００３
《桑茧蚕丝入菜名，绫罗绸缎化佳肴———盛泽东方餐厅“丝绸宴”轰

动全球餐馆界》
三等奖

２００４ 《“臭泥巴”摇身变成“香饽饽”———绸都盛泽资源化处理印染污泥》 三等奖

２００４
《用法律武器捍卫商标专用权———永鼎通过司法途径获驰名商标的

启示》
三等奖

２００４ 《吴江失地农民生活有保障》 三等奖

２００５ 《农业保险何时再进农家门？》 三等奖

２００６ 《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在从“小”抓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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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作　　品 获奖等第

２００６ 《宅基地买卖之忧》 三等奖

２００７ 《“掌上宝”种水稻》 二等奖

２００７ 《中国丝绸化纤业跨入“指数时代”》 三等奖

２００７ 《半个世纪的母婿情缘》 三等奖

２００８ 《金土地》
国家二等奖、第六届江苏

广电“十大名专栏”、省一等奖

２００８ 《１０枚“珍珠”串成第一个“中国人口文化基地”》 全国三等奖、省一等奖

２００８ 《医疗改革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 二等奖

２００８ 《驰骋在世界地震研究前沿的科学家———钮凤林》 三等奖

２００８ 《七色花》节目 全国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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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电　视

　　６０年代，吴江全县还没有电视接收器（电视机），７０年代起，电视机逐步出现。１９８０
年起，受上海、苏州、嘉兴、湖州等周边城市电视信号覆盖，吴江全县拥有电视机的单位

和家庭迅速增多，电视室外天线遍布城镇乡村。１９８１年２月，盛泽镇建全县第一个小功
率电视转播台。１９８６年６月，震泽镇电视转播台建成。１９８７年１月，吴江县广电局负责
筹建的松陵电视转播台建成。１９９２年１月，中共吴江县委、吴江县人民政府决定自筹资
金，兴建吴江电视台。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吴江电视台建成试播，１０月８日正式开播，吴江
市民收看到吴江的电视节目。
　

第一章　电视转播

第一节　电视机的普及

　　７０年代起，随着全国电视事业不断发展，全县单位和个人开始拥有电视机。据统计，１９７１年，

全县只有５台电视机。１９９１年，全县每百户农村８２台电视机，城镇１４４台电视机。至２００８年，电

视机已在吴江农村城镇广泛普及。

表２１１　１９７１—１９９２年吴江县（市）电视机拥有量一览表 单位：台

年份 电视机数量 年份 电视机数量

１９７１ ５ １９８２ ９６７１

１９７２ １４ １９８３ １０９２７

１９７３ ３７ １９８４ １７０４３（彩电５２５、黑白１６５１８）

１９７４ ６０ １９８５ ２７３９８（彩电１００２、黑白２６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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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电视机数量 年份 电视机数量

１９７５ ８９ １９８７ 农村每百户４３．３、城镇每百户１０２

１９７６ ２４７ １９８８ 农村每百户６５、城镇每百户１１８

１９７７ ４２２ １９８９ 农村每百户７７、城镇每百户１３２

１９７８ ６２０ １９９０ 农村每百户９１、城镇每百户１４８

１９７９ １４３４（公家６４４，私人７９０） １９９１ 农村每百户８２、城镇每百户１４４

１９８０ ３８０７

１９８１ ６６７１
１９９２ 电视机已普及，不再作耐用消费品统计

第二节　电视转播台

　　１９８０年，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收看电视节目已成为群众每天了解国内外大事和文化

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吴江境内接收周边城市辐射的电视信号很弱，达不到国家广电部颁布的覆

盖要求，收视质量很差。吴江距苏州虽不远，但苏州电视台２个频道的发射功率较小；上海电视台２

个频道的发射功率虽较大，但距吴江较远。在吴江地区接收电视信号必须架设很高的室外天线，才

能勉强收看电视节目。一时间吴江城镇乡村电视接收天线林立，成为一道风景线。因此，吴江县内

电视转播台（差转台）开始应运而生。

１９８０年２月，盛泽镇自筹８万元经费，兴建电视转播台，设立１个频道，差转机功率为２０瓦。

１９８１年春节（２月５日）开始转播上海电视台一套节目。１９８５年２月，增加１个频道，差转机功率为

１０瓦，转播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

１９８５年３月，吴江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筹建松陵电视转播台，由吴江县广电局具体实施。根据

吴江县人民政府的要求，吴江县广电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建立电视转播台的各项报批手续；落实和

选定差转机生产厂（选用成都电子设备厂产品）；建设４２米高的钢结构发射天线铁塔（委托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院设计、常州市武进县金属构件厂加工生产安装，铁塔基础工程由八都建筑公司承建）；

选派技术人员到生产厂（６３０厂）学习；机房选用县广电局的一间平房，约４０平方米。

１９８６年１月，震泽镇自筹经费兴建电视转播台，设２个频道，差转机功率均为１０瓦。６月起，

分别转播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和浙江嘉兴电视台节目。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松陵电视转播台发射铁塔的建造和天馈线的架设安装顺利完成，均达到设计要

求。由于２台差转机经长途运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直接影响年底前试播任务的完成。１９８７年

１月１７日，２台差转机基本修复，１月２６日转播台正式转播。发射机为米波段１频道ＣＤＣⅡ５０彩

色电视差转机和分米波２１频道ＴＤＣⅠ５０彩色电视差转机各１台，功率均为５０瓦，分别转播上海

电视台一套节目和湖州电视台节目。

随着有线电视的发展，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２月和１９９３年１０月，震泽、盛泽、松陵三地的电视转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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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停止转播。

盛泽电视转播发射塔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摄）

　　　　　　
松陵电视转播发射塔

（１９９３年２月摄）

第二章　吴江电视台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７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自筹资金兴建吴江电视台。４月起，吴江

电视台筹建工作启动。经过一年半时间，建起１６８米高的电视发射塔和一幢电视业务大楼。１９９３

年７月１日开始试播，１０月８日正式开播。

吴江电视台开播初期，拥有１个播出频道（３１ＣＨ），发射功率为３千瓦，播出各类自办节目。还

有２个转播频道（３４ＣＨ和４４ＣＨ），发射功率均为１千瓦，分别转播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和江苏电视

台一套节目。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正式开播时，自办节目有每周２档《吴江新闻》和每周１档《鲈乡

新姿》。１９９４年７月起，节目不段改版，《吴江新闻》从每周２档增至每周３档、每周６档。１９９６年９

月２５日起为每周７档，《吴江新闻》节目日日出新稿。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１０周年，建立

“新闻综合”、“社会生活”两个频道。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起，吴江电视台先后建立“新闻综合”、“社

会生活”、“电视剧”、“电影资讯”四个频道，在吴江有线电视网络内实现全天２４小时播出。至年

底，吴江电视台开设各类自办栏目１９个，每天的自办节目时间超过９０分钟。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在吴江体育馆隆重举行建台１５周年庆典。苏州市人大常委副

主任金明和中共吴江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徐明、温祥华、范建坤、吴菊忠、鲍玉荣等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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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参加庆典。市委书记徐明发表讲话，对吴江电视台建台１５周年表示祝贺，并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３日，吴江电视台内设台长室、副台长室、办公室、总编室、新闻部、技术部、广告

部。１９９４年８月３日，增设专题部、制作部、总工程师办公室，撤销广告部，设经济信息部。１９９８年

３月９日，增设文艺部、国际部，撤销总工程师办公室。２００５年１月，吴江电视台电视频道资源整合

完成，分别建立新闻综合频道、社会生活频道、影视剧频道。２００７年９月７日，吴江电视台内设机构

调整，按频道设置一套、二套、三套；保留办公室、总编室、制作部、技术部；撤销新闻部、专题部、国际

部、经济信息部、文艺部。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内设机构不变。

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开播，全台工作人员２１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１４名。随着事业

发展和电视宣传加强，吴江电视台工作人员不断增加。１９９９年底，全台在编人员３７名，其中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３０名。２００８年底，全台工作人员１１７名，其中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１４名，初级技术

职称人员２６名。

表２１２　１９９３—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戴茂章 台长　 １９９３．４—１９９３．１２ 钱　繤 副台长 １９９３．４—２０００．３

刘　戈 台长　 １９９３．１２—１９９５．５ 何长荣 副台长 １９９５．５—１９９８．５

戴茂章 台长　 １９９５．５—２００１．１０ 王林弟 副台长 ２００２．８—２００５．８

李　峰 台长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７．８ 沈明根 副台长 ２００２．８—

王林弟 台长　 ２００７．８— 季小峰 副台长 ２００５．３—２００７．８

周明坤 副台长 １９９３．４—２００１．１０ 沈卫民 副台长 ２００７．８—２０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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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台　标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之初，制作使用台标。该台标

上方是吴江市市徽，中间为汉字“吴江电视台”，下方是英文“ｗｕ

ｊｉａｎｇＴＶ”。（见图）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１周年，更换使用新台标。该台

标由绸带和垂虹桥组成，中间英文简称“ＷＪＴＶ”，下方汉字“吴江电

视台”。绸带、字母和垂虹桥以红、绿、蓝电视三基色构成。（见图）

１９９７年５月，吴江市广电局根据社会各界意见，开展吴江电视

台新台标征集评选活动。１０月底，共收集到来自全国各地应征作

品８４０多件。经评选，１０件作品入围候选，后经有关领导、行家反

复比较、评选，最终确定新台标。该台标形似一朵绽开的吴江市市

花月季为形，以“红、绿、蓝”电视三基色的三个全等“Ｗ”形花瓣构

成，隐喻吴江丝绸五彩缤纷；花瓣形状和花瓣间分割直线有机地构

成“ＷＪＴＶ”；花瓣延伸到中心花蕊，形似三个音符符号，以示吴江电

视台将把优美的电视乐章送到千家万户。新台标内涵丰富，富有现

代气息，寓意吴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１１月，新台标开始使用。（见图）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台标改成“ＷｊＴＶ”加数字，代表吴江电视台一套、二套，又在下方加

“新闻综合”、“社会生活”，标明频道名称，通俗大方，简洁明了。（见图）

　 　

第四节　事业建设

　　一、筹建开播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下旬，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召集县委宣传部、县计划委员会、县广
电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专题研究筹建吴江电视台。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７日，县委、县政府做出决定，自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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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兴建吴江电视台，并组成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张莹为组长、县直机关有关部门参与的吴江电视台

筹建领导小组，明确具体工作由吴江县广电局负责。

１９９２年４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吴江电视台筹建工作小组，局长戴茂章为组长。经过４个月的
努力，先后完成选址、征地、“三通一平”以及申请筹建吴江电视台的逐级报批等多项工作。１９９３年

６月，吴江电视台的建设全部完成。

（一）选址

１９９２年５月，吴江县广电局组织有关人员先后到苏州、常熟、昆山等电视台参观考察，学习建台
经验，根据实际情况选好台址。吴江地形南北长，东西窄，县政府所在地松陵镇地处吴江最北端，县

局级机关云集，是吴江的政治、文化中心。电视台建在松陵，要考虑电视发射功率的有效覆盖，同时

要规避县邮电局几道微波通道，要距高压电力线直线距离２００米以上，还要避开松陵的雷击区等
等。４月底起，吴江县广电局先后３次邀请各方面专家座谈，研究、论证方案，并多次到松陵镇镇郊

四周实地勘察。经过对初选８个点的丈量、分析、比较，最后经江苏省、苏州市广电部门有关专家认
定，报县政府批准，选定松陵镇郊西南方梅里、吴模两村连接处的一块土地（现鲈乡南路１８８７号）为

吴江电视台台址，同时作为吴江市广播电视中心大院院址。７月，这一选址方案上报吴江市、苏州
市、江苏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８日，江苏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委办公室批准吴江电视台台址为北界与将建的吴
江市国土管理局交界长１０８米，南界临河长１２０米，东界沿尚在规划向南延伸的鲈乡南路，西界临

河，南北纵深２４０米，呈梯形，合计面积３２．５３亩。整个地块一半以上是鱼池，其中大鱼池４个，占

地面积１７．９７８亩，回填土方量约需３万立方米以上。还有坟头２４个，有１户居民要拆迁，土地的安
置牵涉到梅里、吴模２个村的村民组。筹建开始时，道路还没有通，简易的道渣路只建到筹建中的

吴江宾馆，离台址所在地还有１５００多米。电力线、自来水、邮电线都不通。吴江市广电局的电视台
筹建人员面对困难，明确分工，挂上倒计时牌，日夜连续工作，将各项工作同步有序推进，规范完成

征地、移坟、回填土、拆迁、安置土地工等工作，初步实现“三通一平”。

（二）发射塔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起，吴江电视台筹建工作小组在选址、征地、报批的同时，对电视发射塔的设计、制
造、安装单位进行考察。发射塔设计单位为国家广电部塔桅所设计院。发射塔原设计高度为１５０

米，因吴江地形特殊，考虑到讯号发射覆盖效果，经江苏省广电厅同意增至１６８米，加上塔顶４米的

缝隙天线，实际高度达到１７２米。电视发射铁塔的制造和安装单位为山东省青岛东方铁塔公司。
塔基是铁塔坚固的根本，吴江电视台筹建工作小组特请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的工程师到现

场查看地形，在塔址西面及东南角各打一个深度为２５米的静力触探洞。根据触探洞报告及其技术
分析，再由国家广电部塔桅设计院绘出塔基塔桅图纸。塔基由吴江市梅堰建筑公司承建。根据图

纸，塔基桩深２４米，每只脚由３根２４米桩连接成一只承台，六只承台再以６０—８０厘米的钢筋混凝
土构架连成一体。塔基浇注必须一气呵成，筹建工作小组工作人员和塔基施工人员，整整一天两

夜，３３个小时不合眼，直到结束。经测定，脚与脚之间的误差小于０．５厘米，固定塔靴的螺丝方位几

乎是精确无误。经过保养，塔基已很坚固。１９９３年１月９日下午开始安装铁塔，５月１８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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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检测，铁塔的垂直度达标，铁塔接地电阻为０．１４欧姆，完全达到设计要求，铁塔设计重量为２４０

吨，实际用钢材２７５吨，造价２４２万。铁塔坐标是北纬３１°０９′１５″４，东经１２０°３８′０１″３６。

（三）业务大楼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初，吴江电视台业务大楼开始建造。大楼建筑面积３１００平方米，分为４层，第一

层是新闻、广告等业务用房，第二层是行政办公用房，第三层是编辑制作用房，第四层是发射技术用

房。另建２００多平方米的演播室。设计单位是苏州市建筑设计院，施工单位是吴江市梅堰建筑公

司。４日上午９时，第一根桩开打。按设计要求，整个业务大楼共打３５０根桩，经苏州市地质勘察院
检测报告认定基本情况良好，吴江市建筑质量监督站和苏州市建筑设计院一致认为可以施工。梅

堰建筑公司抓紧时间，昼夜施工，筹建工作小组配合质监部门抓质量，促进度。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１日，

业务大楼结顶，经验收合格后，进行室内装修和设备安装。６月２８日，吴江电视台业务大楼竣工，经
有关评定单位检测验收，认为土建工程优良。

（四）人才引进和培训

在电视塔、业务大楼建设和电视技术设备采购的同时，吴江市广电局抓紧选调和培养技术人

员。１９９３年３月，经市人事部门推荐，吴江市广电局分别从市教育局、吴江新生丝织厂选调２名从
事过摄像工作的技术人员，从市广电局和吴江广播电台选调６名工作人员，从１９９２年应届大、中专

毕业生中挑选录用４名工作人员。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６日，经由苏州市广电局２位技术专家和吴江市人
事局、广电局有关人员组成的考核小组考试考核，录用２名电子技术人员，４月，又从１００多名报考

人员中挑选１名播音主持人。至１９９３年４月底，吴江电视台已经集聚成一支１５人的队伍。吴江市

广电局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分批对这些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这些人员成为吴江电视台

早期的工作骨干、第一批吴江电视人。

　　二、机器设备

（一）摄录编辑设备

１９９３年开播时，吴江电视台的摄录设备主要有池上ＨＣ３４０摄象机３套和索尼 ＤＸＣ５３７摄像

机２套与索尼ＶＯ８８００Ｐ背包式录像机组成分体式摄录系统，为四分之三英寸带基的Ｕｍａｔｉｃ记录
格式；另有索尼ＤＸＣ５３７＋１ＡＰＢｅｔａｃａｍ摄录一体机１套。编辑设备主要有索尼 ＶＯ９８００和 ＶＯ

９８５０组成的编辑线３条，并配置ＰＶＷ２６００Ｂｅｔａｃａｍ录像机１台，与ＶＯ９８５０录像机组成混合编辑

线１条。新闻节目采用成都东方厂生产的ＤＦ１０４字幕机。索尼 ＤＦＳ５００Ｐ特技机与多维６８００字
幕机组成特技制作线。

１９９５年起，吴江电视台陆续添置索贝ＳＢ８００Ａ、ＰＴⅡ、ＰＴ３２等字幕机，进一步丰富节目的字幕
制作。

１９９７年，吴江电视台在前几年充实Ｂｅｔａｃａｍ记录格式摄像机和录像机设备的基础上，制作节目
由以Ｕｍａｔｉｃ记录格式为主，逐步调整为以Ｂｅｔａｃａｍ的记录格式为主，使节目技术质量指标得到提

高。还添置索尼ＭＸＰ２１０调音台，逐步完善后期制作系统。１９９８年，吴江电视台的自办节目录制

全部实现从摄录至播出记录格式均为 Ｂｅｔａｃａｍ。同时，添置 ＰＶＷ２６５０慢动作录像机，丰富特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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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手段。演播室购进提词器，方便节目录制。

１９９９年５月，吴江电视台购进第一批数字摄录编辑设备，分别为ＤＶＣＰＲＯ摄像机，ＡＪＤ４００及

ＡＪＤ６４０、ＡＪＤ６５０录像机，主要用于专题节目的摄录编辑。１０月，购进第一套奥维迅创意２０００非
线性编辑系统。１１月，在改造文艺演播室时，首次采用三基色冷光源。

２０００年９月，吴江电视台购进广告串编系统，方便广告的串编，减少广告节目图像技术的劣化，
提高广告播出的质量。２００１年５月，建成 ＴＶ２０００网络新闻文稿系统，启动电视台的办公自动化。

２００２年２月，添置 ＡＪＤ９１０、ＡＪＤ９１５、ＡＪＤ９６０、ＡＪＤ９３０、ＡＪＤ９５５等 ＤＶＣＰＲ５０数字摄录编辑设备
系列。４月，将演播室改建成三机位虚拟演播室，配置以奥维迅单通道三机位为核心的虚拟演播室

系统，并首次购进包括摄像机、ＣＣＵ控制器、通话、提示等三个通道的演播室摄像系统。
２００６年３月，吴江电视台自办节目的摄录编辑设备实现全数字化，共有数字摄像机１４套，数字

对编线６条。１２月，拆除原冷冻机房，建成２４０平方米多功能综合演播室，集新闻、专题、栏目的录

制于一室。灯光部分采用冷光源为主、聚光灯辅助；视音频系统中，摄像机采用索尼 ＤＸＣ５０、数字
输出的适配器和ＣＣＵ，主备切换台均为ＲＯＳＳ１００数字切换台，同时配置ｃｌｅａｒｃｏｍ通话系统，多画面

分割作监视屏；记录设备为松下 ＤＶＣＰＲＯ５０系列录像机，字幕由大洋字幕机完成。还添置 ＡＪ
ＳＰＣ７００摄像机２套、ＡＪＰＣＤ２０读卡器１台等Ｐ２设备。以固态存储ＳＤ卡为记录介质的Ｐ２数字摄

像机的使用，与日益普及的非线性编辑系统更加匹配，可以以文件形式直接复制。

２００７年５月，吴江电视台完成首个非编制作网，网络为全光纤双网结构，包括编辑工作站１４

个、配音２个、光纤交换机、千兆交换机、大于３Ｔ的中心存储、服务器等。１１月，１２米占美大摇臂投
入使用。１２月，又购进ＡＪＳＰＣ７００摄像机２套、ＡＪＰＣＤ２０读卡器２台等 Ｐ２设备。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５

日，购置６讯道电视转播车，２月投入使用。

（二）播出设备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吴江电视台试播时的播出设备十分简陋，以ＶＰ９０００的专业放像机和家用大
１／２的放像机承担节目的播出，播出用的切换器是杭州电子研究所生产的８×４切换矩阵，字幕机采

用成都东方厂生产的Ｄ１０７，并以串接的方式，串接台标机、字幕机等设备。播出采用手动切换，各

节目磁带的时间只是大致标明一下，靠值班人员目测判定节目是否快结束。自办节目频道发射采

用意大利泰克诺生产的ＵＬ３００３ｋｗ为主发射机，备机采用鞍山广播器材厂生产的ＧＳＵ３１３ｋｗ发射

机。转播频道发射主机为意大利泰克诺生产的 ＵＬ１００１ｋｗ发射机，备机采用鞍山广播器材厂生产
的ＧＳＵＦ１ｋｗ发射机；采用三工器共用天馈系统，主天线为上海科研所生产的偶极子天线，采用定

向发射方式，总共２４块偶极子板，在偏西南的桃源方向放置了１４块，偏东南的芦墟方向放置６块，
其余２个次方向各放置２块，备天线为鞍山广播器材厂的缝隙天线。

１９９５年，吴江电视台购进北京博士威公司生产的一套半自动播出系统，采用电脑控制切换，减
轻播出值班人员的工作压力，提升播出衔接质量。１９９６年起，逐渐添置多路键混合设备，把台标

机、字幕机等设备由原来的串接接入改为并接接入，提高播出的技术指标和可靠性。１９９７年起，自
办节目逐渐采用Ｂｅｔａｃａｍ记录格式的放像机播出，并根据一系列的制作格式要求，引入时间码，实

现时间码自动找片头。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业务大楼启用，吴江电视台的播出机房搬迁到网

６９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络中心业务大楼５楼。同时，对现有播控系统进行升级扩容，把有线电视的一个自办节目频道改造

成半自动播出，更换多路字幕机等一系列新的设备，淘汰大１／２格式的家用放像机。２００３年，淘汰

ＶＰ９０００型放像机，所有播出节目全部采用 Ｂｅｔａｃａｍ记录格式的放像机播出，播出质量和节目清晰
度都得到提高。

２００４年，吴江电视台开设第三个自办节目频道，使用硬盘播出系统。为实现平稳过渡，先期开
通两个频道的全硬盘播出。５月８日，新的双通道硬盘播出系统正式启用，标志着吴江电视台播出

技术上一个新台阶。１０月，启用新的全固态发射机，提高发射的可靠性。
２００８年６月，吴江电视台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一套无线覆盖村村通”的要求，完成

对中央一套转播设备的升级改造，实现主备机全固态。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对原有播出系统改造升级，
对电视台大楼原播出机房和发射机房进行重新隔断装修。

第五节　电视节目

　　一、转播节目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开播时，用３４ＣＨ和４４ＣＨ两个开路发射频道，分别转播中央电
视台第一套节目和江苏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转播时间随同吴江电视台３１ＣＨ自办节目频道每晚的

播出时间。同时，每周一、四、日３天按周二、三、五、六的自办节目时间，转播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
２００５年１月起，３４ＣＨ和４４ＣＨ两个开路发射频道单独开机，分别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和江

苏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一直延续至今。

　　二、自办节目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吴江电视台试播时，每周开办２档《吴江新闻》节目，每档１０分钟。１０月８
日开播时，增加１档社教类节目《鲈乡新姿》，每档１０分钟，还定期播出上级统一供片的电视剧和科
技、文艺、体育等短片。

１９９４年３月起，吴江电视台每周增加１档生活服务类节目《生活广角》和１档文艺类节目《艺
苑花》，每档２０分钟。５月，与吴江市公安局联办《吴江１１０》节目，每周１档。７月１日起，《吴江新

闻》节目由每周２档改为每周３档。１１月起，增加１档《伴你同行》每周１档，每档２５分钟。
１９９５年７月起，吴江电视台的生活服务类节目《生活广角》播出６２期后，改为每周３档、每档５

分钟的《今晚３００秒》。９月起，《吴江新闻》节目实现每周６档，结束新闻次日重播的历史，每周一
播出的《上周新闻回顾》调整为每周日播出的《要闻回顾》。

１９９６年７月，吴江电视台与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联办《党的生活》节目，每月１挡。２００７年７

月，改版为《七月阳光》，至２００８年年底共播出１３５期。
１９９７年４月，吴江电视台的《伴你同行》节目播出１１０期后停办。５月起，文艺类节目《艺苑花》

播出１５８期后，改为《娱乐广场》，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播出８０期后，又改为《百花园》。２００２年５月，《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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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节目播出１８５期后停办。２００３年７月起，开办《欢乐在周末》文艺节目，每２周１档。至２００４

年１２月，因节目调整停办，共播出３７期。

２００２年５月，吴江电视台的自办节目做了一次较大的改版，除《吴江新闻》这档新闻类节目外，
还增设许多新的节目和栏目。原专题节目《今晚３００秒》，改版为每周各３档的《今日视点》和《市

民热线》两档节目，还增加每周３档的《要闻连接》。同时，开办访谈节目《星期天大家谈》，每周日
播出，每档２５分钟。开办《农事５分钟》节目，２００３年４月改版为《小莉说农事》，２００４年３月改版

为《农事天地》。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吴江电视台实行频道制，设立新闻综合频道、社会生活频道、影视剧频道。３

个频道的自办节目栏目总量达到１４个，每天播出总时长两个小时以上。
新闻综合频道将《今日视点》和《市民热线》并入《吴江新闻》节目，《吴江新闻》节目时长增至

２５分钟。《要闻连接》改为《传媒搜索》，至２００７年１月停办。另增设《法制吴江》节目，每周１档，

每档１５分钟；２００６年底，改为每周２档，在１９点播出。另增加１档外地政法报道，２００８年１月起，
改在每周一、周二１８点１０分播出，周日１９时播出。还增设每天１档的《气象大视野》节目和每周１

档的《下周导视》节目。２００８年１月，节目改版，增加每周６档的《前沿看点》和每周１档的《十分关
注》。９月，又推出新的服务类节目《锦绣家园》房产周刊。原《要闻回顾》改为《回眸本周》。

２００５年１月，社会生活频道开办《新闻晚报》、《我爱我家》、《服务在线》等节目。《新闻晚报》
节目，时长２０分钟。原《锦绣家园》房产周刊改版为每周３档的《我爱我家》节目。每周３档的《服

务在线》节目至１０月改版时停办。２００７年１月起，社会生活频道节目有《新闻晚报》、《生活新天
地》、《我爱我家》、《食全食美》、《车行天下》和《九龙健康家园》。２００８年１月起，《食全食美》、《车

行天下》合并到《生活新天地》，增加定向栏目《健康快车》、《永鼎健康时空》和《万亚新周刊》。

（一）节目时间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开播，自办节目频道（３１ＣＨ）每晚１８点４８分播出台标、预告节
目，１８点５０分播出《吴江新闻》节目。每晚还播出自办的专题节目、文艺节目和电视连续剧等，２１

点重播《吴江新闻》节目。每晚播出时间５小时左右，约在０点左右结束。开播第一年《吴江新闻》

节目每周２档，周二、周五首播，周三、周六重播。专题、文艺节目隔两日后重播，电视剧按序播出。
因此，每周自办节目播出４天，其他周一、周四、周日３天，按每晚播出自办节目的相同时间，转播中

央电视台第二套的节目。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起，吴江电视台每天１８点３８分开机播出。《吴江新闻》节目改为每周３档，播

出时间改为１９点３０分，重播时间改为２１点３０分。每周一播出《上周新闻回顾》，其他自办节目也
逐渐增多，不再转播中央二套节目。２４点关机。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２日起，吴江电视台每天９点开机，重播上一天晚间播出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连播
６集后关机。１８点５８分再开机，２２点４０分关机。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起，增加每天白天的自办节目

播出时间，重播上一天晚间播出的主要自办节目和电视连续剧。《吴江新闻》节目的重播时间为上

午９点，１２点再次插播。晚间的开机时间提早到１８点０９分，２１点５０分关机。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１日起，吴江电视台白天开播时间调整为８点５９分，１４点关机。１７点３４分再开

机播出。《吴江新闻》节目的首播时间调整为１８点３０分，重播时间仍为２１点３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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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１月２日起，吴江电视台晚间开播时间调整为１７点２８分。原白天９点整播出的《吴江

新闻》节目，改为轮替播出其他主要自办节目。同时开设“新闻综合频道”、“社会生活频道”、“电视

剧频道”等。“社会生活频道”为自办节目频道，在有线网内播出。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起，吴江电视台先后开办“新闻综合”、“社会生活”、“电视剧”、“电影资讯”

四个频道，在吴江有线电视网内播出。“新闻综合”频道，８点５９分开机播出，２４点２５分关机。“社

会生活”频道，８点５９分开机播出，１点１０分关机。“电视剧”频道，８点３８分开机播出，１点关机。

“电影资讯”频道，８点５９分开机播出，２３点２５分关机。

表２２２　吴江电视台节目时间表（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１８∶３８ 台标 节目预告　　　　　　 　

１８∶４０ 农业教育与科技 ３６５个夜

１９∶１０ 动画片　　 　 牡丹之声

１９∶２５ 广告　　　　　　　　　　　 　

１９∶３０ 上周新闻回顾 　　　 　吴江新闻

１９∶４０ 天气报告、广告　　　　　 　　

１９∶５０ 中国人眼

中的世界
鲈乡新姿 吴江１１０ 魔幻一刻 艺苑花 吴江１１０ 生活广角

卫生与健康

２０∶１０ 牡丹之声　 　

魔幻一刻

流行金曲榜

广　告

２０∶２０ 世界体坛快讯
艺苑花

（重播）

生活广角

（重播）

卫生与健康

中国人眼

中的世界

百城

风情录

鲈乡新姿

（重播）
电　影

２０∶４０ 电视剧Ａ１、Ａ２　　　　　　　 　

２１∶３０ 插播吴江新闻、天气预告　　　　

２１∶４０ 电影片断欣赏
流行金曲榜

电影
戏剧

流行金曲榜

体育
电影

流行金曲榜

电影

００∶００ 关机　　　　　　　　　　　 　

表２２３　吴江电视台节目时间表（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实行）

时　段 节目（星期一—日）

１３∶５５ 测试卡

１４∶００ 电视剧２集

１８∶５８ 测试卡

１９∶００ 少儿节目（儿童电视剧）

１９∶２０ 收视指南

１９∶３０ 电视剧（连续剧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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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　段 节目（星期一—日）

２０∶００ 吴江新闻、天气报告

２０∶１０ 电视剧（继续播）

２１∶１０ 电影

２１∶３０ 吴江新闻、天气报告

２２∶４０ 预告明日节目

　　注：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起《吴江新闻》改在１８∶４０—１９∶００播出

表２２４　吴江电视台节目时间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８∶５９ 节目预告

９∶００ 吴江新闻、财经报道、商品信息

０９∶１５ 今晚３００秒 望窗 今晚３００秒 吴江１１０ 今晚３００秒

０９∶２０ 影视趣谈 动物园 时尚杂志 百花园 名模时装

世界艺术

长廊

今晚３００秒

百花园

０９∶５０ 电视剧Ａ１、Ａ２ 电视剧Ａ１ 电视剧Ａ１、Ａ２

１１∶２０ 电视剧Ｂ１、Ｂ２ 电视剧Ａ２
电视剧Ｂ１ 电视剧Ｂ１、Ｂ２ 电　影

１８∶０９ 节目预告

１８∶１０ 动画片

１８∶４０ 动物园
时尚杂志

动感节拍

名山秀水

神州趣谈

吴江１１０
百花园

世界艺术

长廊

市场信息

吴江１１０
奇妙新空间

市场信息

影视趣谈

市场信息

１９∶００ 农信之声

１９∶３０ 吴江新闻、财经报道、天气Ｂ

１９∶５０ 望窗 今晚３００秒 今晚３００秒
２０∶００百花园 今晚３００秒

２０∶１０ 电视剧Ａ１　天气Ａ
电视剧Ａ２

吴江１１０
百花园

电视剧Ａ１
电视剧Ａ１　天气Ａ　电视剧Ａ２

２２∶１０ 电视剧Ｂ１、Ｂ２ 电视剧

Ａ２、Ｂ１ 电视剧Ｂ１、Ｂ２ 电　影 电视剧

Ｂ１、Ｂ２

２１∶３０ 吴江新闻、财经报道、天气Ｂ　２１∶５０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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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５　吴江电视台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９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８∶５９ 节目预告

９∶００ 吴江新闻

９∶１８ 今晚３００秒 吴江１１０ 今晚３００秒

９∶４８ 电视剧

１２∶００—１２∶１８ 插播吴江新闻

１２∶２０ 国际专题电讯、新华纵横

１２∶５０ 法制报道 党的生活 法制报道
音乐风

法制报道
法制报道

１３∶００—１３∶４５ 电视剧 电影

１８∶０２ 节目预告

１８∶０３ 动画片

１８∶３５ 国际专题电讯

１８∶５０ 新华纵横

１９∶１０ 每周一歌

１９∶１５ 法制报道 吴江１１０ 法制报道 艺苑风景 党的生活

１９∶３０—１９∶５０ 望窗 今晚３００秒

２０∶０５—２３∶００ 　电视剧 百花园

电影
电视剧

２１∶３０—２１∶４８ 插播吴江新闻　２３∶００关机

　　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３日起，１９∶１０《每周一歌》改为《吴江１１０》（一）、《今晚３００秒》（二—日）。２００１年１月起，２２∶
０５插播《吴江１１０》（一）、《今晚３００秒》（二—日）。

表２２６　吴江电视台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１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８∶５９ 节目预告

９∶００ 回眸本周 吴江新闻

０９∶１２ 星期天大家谈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０９∶３０ 开怀一笑 农事五分钟 卫生与健康 农事五分钟

０９∶３８ 电视直销１

０９∶４８ 电视剧Ａ１、广告

１０∶３４ 电视剧Ａ２、广告

１１∶２０ 电视直销２

１１∶２８ 新华纵横、广告

１２∶００ 回眸本周 吴江新闻

１２∶１２ 星期天大家谈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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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１２∶３０ 广告

１２∶４８ 电影超市Ａ 电视剧Ｂ１、广告

１３∶４８—１４∶００ 电影超市Ｂ 电视剧Ｂ２、广告

１７∶３４ 节目预告

１７∶３５ 电视剧介绍

１７∶３９ 电视直销

１７∶５７—１８∶２２ 动画片

１８∶２７ 节目预告

１８∶３０ 吴江新闻 回眸本周

１８∶４２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星期天大家谈

１９∶００ 要闻链接、天气报告

１９∶１０ 电视剧Ａ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农事五分钟 卫生与健康 农事五分钟 开怀一笑

２０∶１９ 电视剧Ａ２

２１∶１７ 新华纵横

２１∶３０ 吴江新闻 回眸本周

２１∶４４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今日视点 市民热线 星期天大家谈

２１∶５１ 要闻链接、天气报告

２２∶１０ 电视剧Ｂ１　　　 电影超市Ａ

２３∶０５ 电视剧Ｂ２　　　 电影超市Ｂ

００∶００ 关机

表２２７　吴江电视台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０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１７∶５８ 儿童电视剧

１８∶３０ 吴江新闻

１８∶４５ 市民热线

１８∶５２ 传媒链接

１９∶０８ 我爱我家

１９∶２２ 吴江１１０ 新华纵横 农事天地 吴江１１０ 农事天地 科普之窗

１９∶３８ 电视剧 欢乐在周末 电视剧

２１∶２５ 全球环境资讯

２１∶３０ 吴江新闻 星期天大家谈

２１∶４５ 市民热线

２１∶５２ 传媒链接 今日视点 回眸本周

２２∶０５ 电视剧　２３∶００关机

　　注：５月１８日起１９∶２２《新华纵横》和《科普之窗》改为《健康直通车》（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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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８　吴江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５年１月２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９ 节目预告

０９∶００ 下周导视

０９∶０８ 广告

０９∶１０ 电视剧Ａ１、广告

１０∶４０ 电视剧Ａ２、广告

１１∶４０ 全球环境资讯

１１∶４５—１１∶４８ 新片预告

１２∶００ 星期天大家谈 吴江新闻

１２∶２５ 广告

１２∶４０ 电视剧Ｂ１、广告

１４∶００—１４∶５０ 电视剧Ｂ２、广告

１７∶２８ 广告

１７∶５０ 节目预告

１７∶５１ 广告

１７∶５６ 动画片

１８∶２０ 广告

１８∶２３ 新片预告、导视

１８∶２７ 广告

１８∶３０ 吴江新闻 星期天大家谈

１８∶５６ 广告、天气报告

１９∶０３ 传媒搜索 点击本周

１９∶１５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社会纵横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社会纵横 下周导视

１９∶３０ 广告

１９∶３３ 电视剧Ａ１、广告

２０∶３０ 电视剧Ａ２、广告

２１∶２０ 全球环境资讯

２１∶２４ 新片预告、广告

２１∶３０ 吴江新闻 星期天大家谈

２１∶５６ 广告、天气报告

２２∶００ 电视剧Ｂ１、广告

２３∶０５ 电视剧Ｂ２、广告　００∶００关机

　　注：５月７日起周六《社会纵横》改为《长三角周报》

３０１

第二篇　电　视



表２２９　吴江电视台社会生活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５ 导视（新片、栏目介绍）

０９∶００ 新闻晚报　０９∶１５—０９∶２０广告

０９∶２０ 服务在线　０９∶３５—０９∶４０广告

０９∶４０ 电视剧Ｃ１　１０∶３５—１０∶４０广告

１０∶４０ 电视剧Ｃ２　１１∶３５—１１∶４０广告

１１∶４０ 电视剧Ａ１　１２∶３５—１２∶４０广告

１２∶４０ 电视剧Ａ２　１３∶３５—１３∶４０广告

１３∶４０ 电视剧Ａ３　１４∶３５—１４∶４０广告

１４∶４０ 电视剧Ｂ１　１５∶３５—１５∶４０广告

１５∶４０ 电视剧Ｂ２

１６∶３５ 导视（新片、栏目介绍）

１６∶４０ 电视剧Ｃ１　１７∶３２—１７∶３５广告

１７∶３５ 电视剧Ｃ２　１８∶２５—１８∶３０广告

１８∶３０ 服务在线　１８∶４５—１８∶５０广告

１８∶５０ 我爱我家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广告

１９∶０７ 电视剧Ａ１　１９∶５７—２０∶００广告

２０∶００ 新闻晚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广告

２０∶１８ 电视剧Ａ２　２１∶１０—２１∶１５广告

２１∶１５ 电视剧Ａ３　２２∶０５—２２∶１０广告

２２∶１０ 服务在线　２２∶２５—２２∶３０广告

２２∶３０ 新闻晚报（重播）　２２∶４５—２２∶５０广告

２２∶５０ 我爱我家　２３∶０５—２３∶１０广告

２３∶１０ 电视剧Ｂ１、Ｂ２　０∶５０关机

表２２１０　吴江电视台影视剧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８ 导视

０９∶００ 娱乐现场　０９∶３０—０９∶３５广告

０９∶３５ 电视剧Ａ１　１０∶２５—１０∶３０广告

１０∶３０ 电视剧Ａ２　１１∶２０—１１∶２５广告

１１∶２５ ７３０剧场１　１２∶１５—１２∶２０广告

１２∶２０ ７３０剧场２　１３∶１０—１３∶１５广告

１３∶１５ ７３０剧场３　１４∶０５—１４∶１０广告

１４∶１０ 午夜影院（上）　１５∶００—１５∶０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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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１５∶０５ 午夜影院（下）　１５∶５５—１６∶００广告

１６∶００ 电视剧Ｂ１　１６∶５０—１６∶５５广告

１６∶５５ 栏目介绍

１７∶０３ 导视

１７∶０５ 电视剧Ａ１　１７∶５５—１８∶００广告

１８∶００ 电视剧Ａ２　１８∶５０—１８∶５５广告

１８∶５５ 娱乐现场　１９∶２５—１９∶３０广告

１９∶３０ ７３０剧场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广告

２０∶２５ ７３０剧场２　２１∶１５—２１∶２０广告

２１∶２０ ７３０剧场３　２２∶１０—２２∶１５广告

２２∶１５ 午夜影院（上）２３∶０５—２３∶１０广告

２３∶１０ 午夜影院（下）　０∶００关机

表２２１１　吴江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６年１月２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９ 节目预告

０９∶００ 下周导视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社会纵横 法治天地 农事天地 长三角周报

０９∶２０ 电视剧Ａ１、Ａ２

１１∶１０ 电视短剧

１１∶４０ 电视剧风云榜

１２∶００ 星期天大家谈 吴江新闻

１２∶４１ 电视剧Ｂ１、Ｂ２（１２∶４１—１４∶１０）

１７∶２４ 节目预告

１７∶２５ 动画片

１７∶５７ 电视短剧

１８∶２５ 吴江新闻
星期天大家谈

点击本周

１９∶００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社会纵横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长三角周报 下周导视

１９∶２０ 电视剧Ａ１、Ａ２

２１∶１０ 电视剧风云榜

２１∶３０ 吴江新闻
星期天大家谈

点击本周

２２∶０５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社会纵横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长三角周报 下周导视

２２∶２０ 电视剧Ｂ１、Ｂ２

００∶００ 生活空间　００∶３０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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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１２　吴江电视台社会生活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６年１月２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９ 节目预告

０９∶００ 下周导视 新闻晚报

０９∶２５ 生活空间

０９∶５０ 世界体育新闻

１０∶０５ 电视剧Ｂ１、Ｂ２、Ｂ３

１４∶４０ 电视剧Ａ１、Ａ２（１４∶４０—１６∶２０）

１７∶０３ 节目预告

１７∶０４ 电视剧Ａ１、Ａ２

１８∶３０ 生活空间

１８∶５３ 世界体育新闻

１９∶０６ 电视剧Ｂ１

２０∶００ 新闻晚报 下周导视

２０∶２３ 电视剧Ｂ２、Ｂ３

２２∶０８ 生活空间

２２∶３０ 新闻晚报 下周导视

２２∶５３ 世界体育新闻

２３∶０５ 电影 电视剧Ｃ１、Ｃ２　１∶０５关机

表２２１３　吴江电视台影视剧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６年１月２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９ 导视

０９∶００ 娱乐现场

０９∶３０ 电视剧Ａ１、Ａ２

１１∶２５ 电影

１３∶００ 生活空间

１３∶３０ 移动剧场

１５∶１０ 午夜影院（１５∶１０—１６∶４０）

１７∶１４ 导视

１７∶１５ 电视剧Ａ１、Ａ２

１９∶００ 娱乐现场

１９∶３０ 电影

２１∶１０ 移动剧场

２３∶００ 午夜影院　０∶３０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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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１４　吴江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８年１月２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９ 节目预告

０９∶００ 下周导视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下周导视

０９∶１５ 广告

０９∶１８ 电视剧Ａ１　１０∶１２—１０∶１５广告

１０∶１５ 电视剧Ａ２　１１∶０９—１１∶２４广告文艺

１１∶２４ 健康家园　１１∶３０—１１∶３３广告

１１∶３３ 生活新天地　１１∶４５—１２∶００广告文艺

１２∶００
吴江新闻

十分关注
吴江新闻　１２∶２０—１２∶２５广告

１２∶２５ 我爱我家　１２∶４５—１３∶０５广告文艺

１３∶０５ 电视剧Ｂ１　１４∶００—１４∶１５广告文艺

１４∶１５ 电视剧Ｂ２　１５∶１０—１５∶３０广告文艺

１５∶３０ 专题　１５∶５０—１６∶１０广告文艺

１６∶１０ 专题　１６∶３３—１６∶５３广告文艺

１６∶５３ 节目预告、广告

１６∶５８ 动画片

１７∶２３ 新片预告、广告

１７∶２６ 我爱我家　１７∶４６—１７∶４９广告

１７∶４９ 生活新天地

１８∶０１ 健康家园（一院）　１８∶０７—１８∶１０广告

１８∶１０ 法治吴江 农事天地 下周导视

１８∶２５ 广告

１８∶３０ 吴江新闻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广告
吴江新闻

十分关注

１８∶５２ 气象大视野　１８∶５８—１９∶００广告

１９∶００
前沿看点　　　　　　　 　

　频道宣传　１９∶１５—１９∶１７广告
法治吴江

１９∶１７ 电视剧Ａ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广告

２０∶１４ 电视剧Ａ２　２１∶０８—２１∶１２广告

２１∶１２
前沿看点　　　　　　　 　

频道宣传　　　　　　　 　
法治吴江

２１∶２７ 广告

２１∶３０ 　　　吴江新闻（重播）　２１∶５０—２１∶５３广告
吴江新闻

十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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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２１∶５３ 气象大视野　２１∶５９—２２∶０１广告

２２∶０１ 万亚新周刊　２２∶１１—２２∶１４广告

２２∶１４ 健康家园（一院）　２２∶２０—２２∶２３广告

２２∶２３ 电视剧Ｂ１　２３∶１０—２３∶１５广告

２３∶１５ 电视剧Ｂ２　００∶０５—００∶２５广告　００∶２５关机

表２２１５　吴江电视台社会生活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８年１月２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９ 节目预告

０９∶００ 下周导视 　　　新闻晚报　０９∶１８—０９∶２３广告

０９∶２３ 我爱我家　０９∶４３—０９∶４６广告

０９∶４６ 生活新天地　０９∶５８—１０∶１３广告文艺

１０∶１３ 电视剧Ｂ１　１１∶００—１１∶１０广告文艺

１１∶１０ 电视剧Ｂ２　１２∶００—１２∶１０广告文艺

１２∶１０ 永鼎健康时空　１２∶１６—１２∶２０广告

１２∶２０ 电视剧Ａ１　１３∶１５—１３∶３０广告文艺

１３∶３０ 电视剧Ａ２　１４∶２５—１４∶４５广告文艺

１４∶４５ 电视剧Ａ３　１５∶３５—１５∶５５广告文艺

１５∶５５ 专题　１６∶０９—１６∶２４广告文艺

１６∶２４ 永鼎健康时空

１６∶３０ 节目预告　１６∶３２—１６∶３４新片预告

１６∶３４ 电视剧Ｃ１　１７∶１８—１７∶２０广告

１７∶２０ 电视剧Ｃ２　１８∶０９—１８∶１１广告

１８∶１１ 我爱我家　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广告

１８∶３３ 永鼎健康时空　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广告

１８∶４１ 生活新天地　１８∶５３—１８∶５５广告

１８∶５５ 万亚新周刊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广告

１９∶０７ 电视剧Ａ１　１９∶５７—２０∶００广告

２０∶００ 新闻晚报 下周导视

２０∶１８ 气象大视野（广告）

２０∶２４ 电视剧Ａ２　２１∶１３—２１∶１７广告

２１∶１７ 电视剧Ａ３　２２∶０６—２２∶０８广告

２２∶０８ 我爱我家　２２∶２８—２２∶３０广告

２２∶３０ 新闻晚报（重播） 下周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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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２２∶４８ 气象大视野（广告）

２２∶５６ 永鼎健康时空

２３∶０２ 生活新天地　２３∶１４—２３∶１７广告

２３∶１７ 电视剧Ｂ１　００∶０７—００∶１０广告

００∶１０ 电视剧Ｂ２　０１∶００—０１∶１０广告　０１∶１０关机

表２２１６　吴江电视台影视剧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８年１月２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３８ 导视

０８∶４０ 娱乐现场　０９∶１０—０９∶３０广告文艺

０９∶３０ 电影１（上）　１０∶２０—１０∶２５广告

１０∶２５ 电影１（下）　１１∶１５—１１∶２０广告

１１∶２０ 生活新天地

１１∶３５ 电视剧Ａ１　１２∶２５—１２∶４５广告文艺

１２∶４５ 电视剧Ａ２　１３∶３５—１３∶５５广告文艺

１３∶５５ 电视剧Ａ３　１４∶４５—１５∶０５广告文艺

１５∶０５ 电影２（上）　１５∶５５—１６∶００广告

１６∶００ 电影２（下）　１６∶５５—１７∶００广告

１７∶００ 导视

１７∶０５ 电影１（上）　１７∶５５—１８∶００广告

１８∶００ 电影１（下）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广告

１８∶５２ 娱乐现场

１９∶２２ 九龙健康家园

１９∶２７ 天气报告、广告

１９∶３０ 电视剧Ａ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广告

２０∶２４ 电视剧Ａ２（２１∶００准点插播天气）　２１∶１０—２１∶１５广告

２１∶１５ 电视剧Ａ３　２２∶０５—２２∶１０广告

２２∶１０ 娱乐现场（重播）

２２∶４０ 九龙健康家园

２２∶４５ 电影２（上）　２３∶３５—２３∶４０广告

２３∶４０ 电影２（下）

００∶３０ 我爱我家　００∶４５—０１∶００广告　０１∶００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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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１７　吴江电视台电影资讯频道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日起实行）

时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０８∶５８ 导视

０９∶００ 动画片　０９∶２５—０９∶３０广告

０９∶３０ 电影往事　１０∶２０—１０∶２５广告

１０∶２５ 电影Ａ（上）　１１∶２０—１１∶２５广告

１１∶２５ 电影Ａ（下）　１２∶１５—１２∶２０广告

１２∶２０ 万亚新周刊　１２∶３０—１２∶３５广告

１２∶３５ 我爱我家　１２∶５５—１２∶５９广告

１２∶５９ 生活新天地　１３∶０５—１３∶２５广告文艺

１３∶２５ 电影Ｂ（上）　１４∶２０—１４∶２５广告

１４∶２５ 电影Ｂ（下）　１５∶２０—１５∶４０广告文艺

１８∶０５ 广告　１８∶１０—１８∶１５导视　１８∶１５—１８∶２０广告

１８∶２０ 动画片　１８∶４５—１８∶５０广告

１８∶５０ 电影往事　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广告

１９∶４５ 电影Ａ（上）　２０∶３５—２０∶４０广告

２０∶４０ 电影Ａ（下）　２１∶３０—２１∶３５广告

２１∶３５ 电影Ｂ（上）　２２∶２５—２２∶３０广告

２２∶３０ 电影Ｂ（下）　２３∶２０—２３∶２５广告　２３∶２５关机

　　（二）节目简介

１．新闻类节目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吴江电视台试播时就开办新闻类节目，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宣传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措施，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吴江电视台以“主攻

新闻、力图形式多样”、努力创办名牌栏目的思路办好新闻节目。节目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

开展舆论监督，特别是通过电视新闻开展的评论和批评性报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２００７年全

台年自采新闻５２８０多条。２００８年全台年自采新闻７０４５条。

（１）《吴江新闻》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初期，《吴江新闻》节目的采访记者只有３人，口播图像在４０平

方米小演播室录制。由于设备条件有限，人员少，业务不熟，每周只能采编录制播出２档，每档１０—

１５分钟，周二、周五首播，周三、周六重播，每晚１９点３０分播出。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１

周年，《吴江新闻》节目的采访记者增至５人，节目也调整为每周３档，周二、四、六首播，周三、五、日

重播，周一播《上周新闻回顾》。１９９５年９月，在吴江电视台开播２周年之际，《吴江新闻》节目的采

访记者增至９人，节目从每周３档调整为每周６档，新闻不再重播，新闻时效性大大提高。１９９５年，

全年播出新闻１６８０条。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９日，《吴江新闻》节目取消《上周新闻回顾》，实行日播新闻，

由每周６档改为每周７档，新闻节目日日新，全年播出新闻２１４５条。《吴江新闻》节目成为吴江人

０１１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民了解吴江大事的主渠道。

１９９７年１月起，吴江电视台随着编辑记者的增加、技术装备的进步和自办节目经验的不断累

积，《吴江新闻》节目在增强时效性和扩大信息量的前提下，节目的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吴江新

闻》节目的口播图像放在８０平方米的大播室制作，节目增加“内容提要”，重点报道由主持人出图

像口播导语。在节目最后增加“今日快讯”板块，从每天的报刊中选取与民众生活最为贴近的重要

政策、法规以及国家的重大成就等内容。以字幕的形式每天选取９条配音播出，满足观众对新闻信

息的需求。在周日新闻中，不定期插播“星期天特写”栏目，以“一事一议”的形式，以记者独到的视

点及评议，增加新闻的深度和广度。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起，吴江电视台的《吴江新闻》节目在包装上逐步改进，主持人的图像口播有提词
器，强化电视新闻的导语，节目的片头和口播背景以三维动画、特技、喷绘等形式展现，新的字幕机

也使新闻标题更加美观、栏目图标更加多彩。同时，“今日视点”板块改为“新闻视窗”；１９９９年２月
起，调整为“财经报道”栏目。

２０００年３月起，吴江电视台的《吴江新闻》节目突出“重点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报道，使节目
栏目化和板块化。围绕重大题材，多角度、多层次的组合报道，形成新闻专栏，使新闻宣传更加全

面，更加有效。同时，采用小片头将吴江要闻和一般的动态新闻及社会新闻分开，强化栏目的版块

效应，并在节目画面的右下角叠加“吴江新闻”字样，增强新闻节目的品牌效应。１０月起，《吴江新

闻》节目前后增加“国际专题电讯”、“新华纵横”、“法治报道”等外购栏目。２００１年５月《吴江新

闻》节目增加“八面来风”栏目，选择播出长三角地区“经济强市电视新闻协作网”的新闻节目，还增

加主持人说新闻形式的“传媒视野”栏目。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起，吴江电视台的《吴江新闻》进行较大的改版，节目播出时间由开播以来保
持的每天１９点３０分，调整到每天的１８点３０分。同时，取消原有的板块和外购栏目，增设“市民热

线”、“今日视点”、“要闻连接”三个栏目。新闻采访中的同期声全部打字幕。主持人口播图像改在

虚拟演播室抠像摄制，形式更加多样化。周日的《吴江新闻》节目改为《星期天大家谈》和《回眸

本周》。　
２００４年，《吴江新闻》节目获江苏广电总台授予的“２００４年电视新闻进步奖”。

２００５年１月起，吴江电视台实行频道制，设立“新闻综合频道”和“社会生活频道”两个自办节
目频道。《吴江新闻》节目相应改版，取消“市民热线”、“今日视点”和“要闻连接”栏目，将《吴江新

闻》节目扩容，分设“时事播报”、“民生前沿”、“今日关注”、“新闻约会”四个板块，使《吴江新闻》节

目时长由原来的１５分钟扩充到２５分钟。“时事播报”主要报道市里的重大活动、时政要闻、经济信

息。“民生前沿”主要报道贴近社会、贴近民生的新闻，采用两个主持人播报的形式边说边议。“今

日关注”采用一事一议的手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全面展现，引起关注。“新闻约会”是一

个与观众互动的板块，观众以短信的方式对前一天播出的关注议题，说说观点、谈谈看法，主持人现

场抽取手机号码，并给与奖励。

２００７年２月起，吴江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吴江新闻》节目口播图像改在通透式的２４０平方

米实景演播室制作，新闻主持的演播背景更加立体化，空间感更强。新闻版块也改为“今日看点”、

“新闻广场”、“主持人在线”及“互动话题”等几个板块。“主持人在线”以固定专职主持人现场采

访的形式，对市民来电反映的情况进行现场报道。２００８年３月，新闻综合频道被江苏省广电局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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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度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先进单位”。

２００８年２月起，吴江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吴江新闻》节目，在强化新闻的重要性、时效性、

权威性上下功夫，减少社会新闻采访量，重点突出时政类新闻和经济类新闻，把大政方针的宣传贯

彻放在首位。节目版块主要分“时政要闻”：播出全市的重大政治经济活动；“部委镇区要闻”：播出

各部委办局和镇区围绕中心工作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就；“其他新闻”：主要展现吴江多姿多彩

的风情文化，以及新发展、新变化、新风貌。新闻条数在１２条以上，节目时间１５分钟。主要新闻当

日滚动播出，如赶不上１８点３０分播出，即在２１点３０分插入播出。
（２）《今晚３００秒》

１９９５年７月开办，每周３档，周二、四、六首播，周三、五、日重播，每档节目时长５分钟，每天１９
点３０分播出。节目以“说你关心的事、说你身边的事、说你想说的事”为宗旨，以社会关注的热点、

疑点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对社会上涌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进行宣扬，对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显

著变化进行重点报道。作为办台初期的专题新闻节目，重点突出、贴近民生、现场感强。２０００年，

《今晚３００秒》的节目内容作拓展性尝试，开设“百姓生活”、“热点关注”、“绿色田野”、“文化视
点”、“旅游天地”５个方向性栏目，搜索多方位民生报道，使节目更趋丰富。２００２年５月，《今晚３００

秒》停办，新开办《今日视点》和《市民热线》两个节目。《今晚３００秒》这档节目连续办７年，共播出
１０６３期。

（３）《今日视点》

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办，每周３档，周一、周三、周五１８点４４分播出。节目以专题新闻的形式，对重
大新闻事件及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新进展、新成就进行重点报道，至２００５年１月节目改版并入

《吴江新闻》。

（４）《市民热线》

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办，每周３档，周二、周四、周六１８点４４分播出。节目以解答观众来电来信的形
式，反映民生，为民排忧解难，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地现场报道，并联系有关部门予以政策解答，

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至２００５年１月节目改版并入《吴江新闻》。
（５）《新闻晚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开办，是社会生活频道的主打新闻节目。“百姓关注的就是我们要报道的”是
这档新闻节目的宗旨。节目坚持反映社会的生活状态，拍摄具有鲜明本地特色的百姓生活、街谈巷

议、市民之声、政策解读、奇闻异事、人情冷暖，为党和政府与百姓构架起一座桥梁，通过为民解难来

为党和政府分忧。通过对正面事物的渲染和对负面事物的鞭挞，营造积极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节目每周６档，每天２０点播出，时长１５分钟。为吸引观众参与，在《新闻晚报》节目开播之初进行
广泛的宣传，公布频道热线、有奖征集新闻线索，同时强化题材策划，突出社会效应，对重要题材和

事件进行连续的跟踪报道。实行夜间值班制度，应对突发事件。在节目编排上注意承上启下的串

联编排，吸引观众，增强可看性，同时加强编后点评的力度，引发观众的思考。节目力求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既有严肃的慈善援助，也有活泼的幽默小品。

２００８年１月起，《新闻晚报》节目增加“徐徐到来”版块，以记者现场出镜报道为主。记者在现
场实地采访，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政策法规解答，为民众排忧解难，及时反映重大事件和最新的新闻

故事。同时，还开设“晚报资讯”版块，以视频、图片和字幕的形式，将国内最新的有关民生新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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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介绍给观众。为应对小长假的增多，《新闻晚报》还推出节假日版块，频道主持人、记者、编辑，自

编，自导、自演系列情景剧、小品等。

（６）《十分关注》
２００８年１月开办，是一档新闻评述类深度报道节目，每周１档，时长２０分钟。节目以悬念的层

层铺设、记者的步步调查、情节的不断揭示为手段，用平民的视角、犀利的言语，真实的画面，精辟的

访谈，讲述新闻故事，展现新闻背景，揭露新闻内幕，对新闻事实进行具有时代特色和人文色彩的

点评。

（７）《前沿看点》

２００８年１月开办，每周６档，周一至周六９点播出，时长１２分钟。节目紧扣“前沿”二字，体现
实效性和前瞻性。以主持人说新闻的形式，选取和百姓生活关联度大的新闻事件，用主持人个人的

观点和视角，解读民生政策，解说和点评社会现象、关注热点、逸闻趣事等。

２．社教类节目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办固定时间播出的社教类节目———《鲈乡新姿》。随后，社教节目
不断增加，主要增设《望窗》、《吴江１１０》、《党的生活》、《农事天地》、《星期天大家谈》、《法治吴

江》等。

（１）《鲈乡新姿》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开办，每周１档，每档１０分钟，每周一１９点４５分首播，周四２１点２０分重播。节

目以全市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以记录片和主题报道的形式，宣传和介绍全市两个

文明建设的成果。同时还为市委宣传部制作大型宣传片，在对外宣传吴江、扩大吴江在国内外的知

名度方面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至１９９８年６月，播出２４３期后，改版为《望窗》。
（２）《吴江１１０》

１９９４年７月，与吴江市公安局联办，每周１档，每档１０分钟，周三２０点首播，周六１８点４０分
重播。２０００年后改为周一１９点２０分首播，次日９点２０分重播。节目主要报道吴江市公安战线动

态和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大案要案的剖析，反映治安中的热点、焦点，并进行分

析评述，对广大观众进行知法、守法的教育。节目于２００５年７月停办。

（３）《七月阳光》
１９９６年７月，与吴江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联办《党的生活》节目，２００５年７月更名为《七月阳

光》。节目主要报道全市党建动态和党员风采，宣传党的知识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节目每月

１档，每档１５分钟，每月上半月的周三、六１８点１０分播出。至２００８年底，一直延续播出。

（４）《望窗》
１９９８年６月开办，每周１档，每档１０分钟，周一１９点５０分播出，次日上午９点１５分重播。节

目延续《鲈乡新姿》的主要内容，拓展民生题材，同时增加其他电视台优秀节目的播出。制作的《金

婚夫妇走三桥》获江苏省广电局对外宣传彩虹奖二等奖，《万里子在吴江》、《盘龙糕》等还在纽约中

文台、凤凰卫视欧洲台《看江苏》栏目中播出。至２００２年７月，播出８４期后，改版为《纪录片之窗》，

后因片源不足而停办。

（５）《小莉说农事》、《农事五分钟》、《农事天地》

２００１年５月，开办《小莉说农事》节目，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周三１８点１０分首播，次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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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２００２年５月，改为《农事五分钟》，每周２档，每档１５分钟，周一、周五２０点１０分首播，周二、周

六２０点１０分重播。２００４年５月，改为《农事天地》。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周三１９点２０分首

播，周五１９点２０分重播。节目关注农民需求，普及农业政策法规宣传；推广农业科技知识，提供农
业市场信息，解答农户种养难题；网罗农时农事，传播丰产丰收经验，拓宽增收致富途径，宣传农业

先进典型。至２００８年底，一直延续播出。
（６）《星期天大家谈》

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办，每周１档，周日播出，时长３０分钟。这是一档有观众参与的访谈类节目，针
对每周发生的重大新闻，关注焦点、热门话题，邀请嘉宾与主持人一道分析、探讨和评议。对政府出

台的与民生相关的政策，采取部门与百姓面对面的形式，解答政策、征询民情、沟通信息。对新闻背

后的故事，普通人的平凡事，街头巷尾的烦心事，百姓关心的家常事，生活变化的开心事，样样有解

答，事事有说道。谈历史、述今朝、话未来，为观众提供一个有话可说、有疑可问、有难可解、有情可

知的平台。开办后，每年参加江苏省、苏州市广电部门的评奖。２００４年度获江苏省电视优秀栏目

奖；２００５年，被苏州市文广局评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十大优秀专栏；２００６年，被苏州市新闻工作者协
会评为苏州市１０大优秀栏目。其中《三农面对面》、《与世界杯同行》、《知青岁月》等节目分获江苏

省和苏州市优秀节目。至２００７年５月，因节目改版而停办，开办５年共播出２６６期。
（７）《法治吴江》

２００５年１月开办，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每周一１８点１０分首播，次日重播。节目是由吴江

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吴江电视台承办的一档法制类专题节目。节目主要通过对典型

案例进行剖析，以案说法，对广大观众进行普法教育，帮助观众提高知法守法的能力。节目注重故

事性，经常运用模拟现场实景拍摄的表现手法，并邀请法律界人士讲解有关法律条款，使节目具有

现实的针对性、法理的普及性、说题的前瞻性，生动而富有权威性。伴随吴江法制化的进程，《法治

吴江》已成为观众爱看、领导肯定的一档优秀节目。２００６年被评为苏州市广播电视十大名优栏目；
２００７年获“苏州市优秀电视栏目”称号。至２００８年底，一直延续播出。

３．文艺类节目
吴江电视台开播初期就开设文艺类节目，主要从国家广电部统一渠道购置的文艺类节目进行

自我包装播出，先后有《哈哈一刻》、《请您欣赏》、《体育之窗》、《中国人眼中的世界》等节目。随着

人员和摄录设备的增加，自办固定的文艺节目有《艺苑花》、《百花园》、《欢乐在周末》等。

（１）《艺苑花》
１９９４年３月开办，每周１档，每档３０分钟。节目融艺术、娱乐为一体，雅俗共赏，播出优秀歌

曲、戏曲、相声、小品、舞蹈等艺术作品并进行赏析，至１９９７年５月停办，共播出１５８期。
（２）《娱乐广场》

１９９７年５月由《艺苑花》改版开办，每周１档，每档３０分钟。节目融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
技、知识竞答为一体，设有“音乐星空”、“红舞鞋”、“梨园漫步”、“曲艺集锦”、“艺苑传真”、“相聚在

银屏”等栏目。“艺苑传真”主要播出市内文艺演出，“相聚在银屏”以开展知识竞赛形式与观众互

动。播出６８期后，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改版为《百花园》。
（３）《百花园》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开办，每周１档，每档３０分钟。节目开设“音乐风”、“快乐航班”、“幽默窗”等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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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节目设专职主持人，并以抠蓝动画为背景，对全市文艺团体演出、中小学文艺表演等，进行现场

录像播出，还制作一些“ＭＴＶ”节目。２００２年５月停办，共播出１７６期。

（４）《欢乐在周末》
２００３年７月开办，节目每２周１档，每档１小时，周六１９点１０分播出。节目以现场实录为主，

邀请嘉宾与观众共同参与。集知识、趣味性于一体，突出挑战自信、娱乐互动的特性，是一档自编自

导自制的文艺节目。每期节目有３个普通的３口之家共同在演播大厅比拼才艺，有观众，有拉拉

队，同时穿插外景的活动。其中有“幸运智多星”、“心有灵犀”、“漂亮小宝贝”、“家庭总动员”等小

版块。这档节目曾获苏州市文广局颁发的２００３年度苏州市广电文艺奖三等奖。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节

目改版而停办。

２００８年２月，吴江电视台购置的６讯道电视转播车正式投入使用，市内大型文艺晚会和文体活

动实现由本台力量进行直播和录播。２００８年２月的《吴江市０８’春节团拜晚会》、１０月的《吴江电
视台建台１５周年文艺晚会》、《“理光杯”全国围棋赛》等，都进行现场直播。

４．服务类节目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初期开办《节目预告》及观众点歌的《牡丹之声》服务类节目，气

象预报以字幕形式播出。随后开办《生活广角》、《伴你同行》两档服务类节目。２００５年１月起，吴
江电视台实行频道制，新设立的“社会生活频道”，先后开办《服务在线》、《生活新天地》、《我爱我

家》、《气象大视野》、《下周导视》等服务类节目。

（１）《生活广角》
１９９４年３月开办，每周１档，节目由“社会一角”、“生活服务”、“市场信息”、“购物指南”、“健

康顾问”等小栏目组成。１９９５年６月停办。
（２）《伴你同行》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开办，每２周１档，每档３０分钟，节目融新闻性、服务性、娱乐性为一体。板块分
为“吴江人”、“热点话题”、“拉家常过日子”、“小镇故事多”、“玲玲信箱”、“佳燕说法”等。１９９７年

４月停办。
（３）《服务在线》

２００５年１月开办，每周３档，每档１５分钟，周一、三、五首播，周二、四、六、日重播。节目为企业
和商家提供一个展示企业形象，宣传服务理念的平台，传递市场信息，服务广大观众。为观众提供

用户服务信息，全新消费理念，生活保健常识。随着市民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全方位的信

息服务。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停办。

（４）《我爱我家》
２００５年１月，将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办的《锦绣花园》房产周刊改版为《我爱我家》。节目每周３档，

每档２０分钟，每天１８点１０分播出。节目报道房产动态、透视房产热点、探索家居装潢、展示天堂
人居，介绍先进的物业管理理念，分析投资理财的未来趋势，为百姓居家生活创造美好家园提供全

方位服务。至２００８年底，一直延续播出。

（５）《下周导视》
２００５年１月开办，每周１档，每档１５分钟，周日１８点１０分播出。节目主要对下周各频道的影

视剧情进行介绍，提前预告即将播出的节目和电视连续剧，并对影视界动态消息稍作点评。至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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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一直延续播出。

（６）《生活新天地》

２００７年１月开办，由《服务在线》改版而来，节目每周３档，每档１０分钟，周一、三、五首播，周
二、四、六、日重播，每天１８点４０分播出。节目设有投资理财板块“理财宝典”、信息荟萃板块“商情

早知道”、移动通讯板块“移动之家”等小栏目。２００８年１月起，开办一年的《车行天下》、《食全食
美》节目，合并到《生活新天地》节目中。节目以鲜明的定位，独特的表现手法，提供理财咨询，传递

市场信息，服务广大观众。至２００８年底，一直延续播出。
（７）《气象大视野》

２００７年１月开办，每天１档，每档５分钟。这是一档融知识性、娱乐性为一体的气象生活服务
节目。通过主持人出镜说天气，聊天气，对天气的不同解读，对四季的别样感受，为百姓生活增添快

乐。节目力求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在快乐中传递天气情况和生活知识。至

２００８年底，一直正常播出。

（三）节目制作

吴江电视台自办节目的制作随着技术设施的不断完善、人员专业技能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发展。

建台初期，自办节目以满足播出要求为目标，根据人员与设备的条件，逐年增加。２０００年起，节目

制作向更精、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在节目包装、栏目细化、设备运用上都有提升，节目制作有质的

变化。２００５年起，随着频道制的实行，网络化和非线性编辑的应用，自办节目的制作向专业化、规

模化发展。

１．采访摄录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起，吴江电视台开播后的半年中，新闻部采访人员只有３人，专题部只有２
人，每周采制２档《吴江新闻》节目和１档《鲈乡新姿》专题节目，采访任务由台领导和部门主任安

排。采访内容主要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活动，全市围绕中心工作的贯彻落实情况和经济发展情

况、农业生产收种情况。

１９９４年，随着吴江乡镇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制约吴江经济发展的交通道路瓶

颈日益显现。１月１８日，吴江市的３１８国道改建工程奠基、启动。吴江电视台在《吴江新闻》节目
中开辟“来自３１８的报道”系列栏目，突出报道改建工程的重要意义，宣传吴江普通百姓、单位和个

体业主，情系３１８，踊跃捐款的动人事迹。正确的舆论引导，促使全市掀起集资捐款的高潮，全市集
资、捐款共一亿多元，近整个工程款的四分之一。６月８日，全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座谈会在吴

江市召开。为配合会议宣传，吴江电视台专题部摄制《水乡净土》、《警笛声后》两部专题片，在《鲈

乡新姿》节目中播出，宣传吴江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和做法。７月，为配合吴江市创建全国

卫生城市，《吴江新闻》播出“我与创建全国卫生城”七集系列报道，对大量的卫生死角、生活中不卫

生陋习、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给予曝光。

１９９５年，为配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吴江市委八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吴江新
闻》开辟“咬住目标、难中求进”专栏，连续报道吴江绸缎练染二厂等企业面对困难，想方设法转变

经营思路，挖掘内部潜力，开发新品，开拓市场，确保企业稳定增产、增效益的事迹。为响应苏州市

委提出的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目标计划，《吴江新闻》开设“党委书记谈现代化”专栏，历时一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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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广泛宣传全市各地迈向基本现代化的思路、目标、措施。《鲈乡新姿》节目采制《大家喊他老黄

牛》、《庞山村的带头人》等专题片，向全市人民展现“十佳主人翁”的风采，推动全市“致力于集体、

奉献于事业”主题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１９９６年，作为全市重点工程的３１８国道吴江段改建工程进入攻坚阶段。《吴江新闻》节目开设

的“来自３１８的报道”，每周１期，记者深入施工现场，采制大量的现场报道，展现筑路工人和工程技
术人员抓质量、保进度的工作干劲和不惧寒冬酷暑的拼搏精神，为宣传重点工程建设和让市民了解

工程进度，起到良好作用。８月１８日，３１８国道青平段一级公路通车之际，《吴江新闻》推出大型系
列报道《世纪之路》，详实记录工程建设的全过程，报道工程决策者、建设者、参与者情系“３１８”、奋

战“３１８”的业绩。同年，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决定，因地制宜，开发复垦土地，全市通过农田基本改
造和河道拓宽疏浚、冲泥复垦等办法，开发复垦土地２７５４公顷，超过建设用地３１４公顷，实现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吴江电视台记者以此录制《吴江市造地面积超过建设用地》电视新闻，除在《吴江

新闻》节目中播出外，送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同时获１９９６年度江苏省优秀电视

新闻二等奖。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起，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在１９９５年底荣获“全国卫生城市”的基础上，组织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１９９７年３月，吴江电视台在创建工作宣传中，充分依托电视媒体现场效果
好、场面真实生动的优势，采取评论、述评、现场报道等多种手法，把创建工作的要求、创建工作阶段

性的成果及时反馈给民众。对在创建中的各行各业、各级领导、普通百姓所迸发出的高涨热情和自

觉行动给予全方位的报道，激发广大市民共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热情和干劲。同时配合吴江市创建

领导小组各阶段的工作要求，开展指导性的宣传报道，把创建工作不断引向深入。电视台专题部采

制《万众共建》专题片，展示吴江全市上下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而真抓实干、尽心竭力的全貌。５
月，国家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经检查考核，命名吴江市为国家卫生城市。１１月，又顺利地通过国家

卫生城市的复查考核。７月１日，香港回归。６月３０日晚，吴江电视台５路记者分赴港资企业和学
校、市民家庭、大街小巷等，采访干部群众喜迎香港回归的狂欢之夜，记者连夜制作长篇报道，次日

播出。同时，连续几天采访市民畅谈香港回归祖国、雪百年之耻的激动心情，为祖国的强大而欢欣

鼓舞，从而深化爱国主义的教育。

１９９８年，吴江电视台围绕重大事件，突出采访报道重点，强化新闻宣传，着力报道市政府重点
工程、企业深化改革、再就业工程、赈灾捐款、经贸洽谈会等。先后推出“鼓实劲促发展”、“再就业

之路”、“咬住目标提速增效”、“辉煌２０年”、“文明单位巡礼”、“劳动者风采”、“辉煌的５年”、“共
产党员风采录”等８个系列报道。在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市场疲软、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吴江电视

台在市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下，在《吴江新闻》节目中开辟“鼓实劲、促发展”专栏，重点介绍盛泽、

铜罗、北厍等镇和企业的经验和做法，鼓舞全市人民难中求进、奋力拼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同

时，根据中共十五大精神，宣传吴江市推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转型。

吴江电视台还在强化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报道中，对财务公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群

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兴农和以疏浚河道为重点的基础农田建设等方面进

行重点报道。吴江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积极、准确、全面、深入地宣传“再就业工程”的重大意义，

宣传市委、市政府关怀下岗职工，组织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重要举措和实际成效，宣扬下岗职工自

强不息再创业的典型，先后采制播出３０多条电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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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初，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提出了狠抓扩大利用外资、加快吸纳民资，搞好企业改

制的“三资（制）”工作，以实现“四轮齐转”的经济发展战略。吴江电视台在《吴江新闻》节目中按

照统一部署，宣传吴江市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措施以及各类典型，切实打好经济

宣传攻坚战。同时，推出“改革与发展”等宣传“三资（制）”工作的专栏，采制播出《东方迈步从头

越》、《亨通改制：为有源头活水来》、《市外贸集团改制重铸辉煌》和《科达改制：枯木逢春发新芽》等

１０多个典型。还采制《走进开发区》等系列报道，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各镇的招商引资工作进行全

面报道，加大对吸纳民资、发展民营经济的宣传力度。《今晚３００秒》也从贴近百姓生活的角度选择
题材，以新闻观察、热点追踪的形式及时报道“三资（制）”工作动态，针对企业转制职工分流及时采

制《在私企施展才华》等专题节目。《吴江新闻》节目分别在４月和１２月两次开设“‘三讲两加强’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和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加强为基层为经济服务）电视讲话”专栏，每天播出

２位部委办局领导的讲话录像，介绍市机关各部门立足本单位实际，围绕“三资（制）”，服务经济、服
务基层的规划、措施、成效、经验。

１９９９年下半年，吴江电视台宣传指导思想明确，及早动手、周密策划，切实做好“吴江解放５０
周年、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澳门回归”、“迎接新世纪”等宣传报道。新闻部在《吴江新闻》节目开

设的“纪念吴江解放５０周年”专栏中，播出“我送亲人过大江”的连续报道，介绍菀坪村民颜红英的
事迹；国庆前后一个月，集中时间、集中栏目，大容量、高密度播出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的报道，推出

“５０年５０事”专栏，成为建台６周年来，播出时间最长、内容最全面、最丰富的一个新闻专栏。专题

部以共和国同龄人为题材，录制多集与共和国同时成长发展的一代人的事迹报道短片，多角度、多

侧面反映吴江解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文艺部和制作部合作，录制播出“全市庆祝吴江解放”和“新

中国成立５０周年”两台大型文艺节目。
２０００年，吴江电视台在采访报道中突出“三资（制）”宣传，搞好系列报道；围绕“双思”教育和

“三讲”教育，组织集中报道；加强农业宣传，搞好常规报道；增加社会新闻、注意多样化报道。年

初，新闻部在《吴江新闻》节目中，围绕“三资（制）”工作，采制３篇“新千年新发展”的开局专栏报

道，以新千年为题，报道永鼎、鹰翔等企业集团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做法。“改革与发展”专栏以

改制为话题，报道各地深化企业改制的做法和经验。“新思路，新发展”专栏则报道全市各地因地

制宜发展民资、形成特色行业的情况。下半年，针对“三资（制）”工作的重点，又开展三个回合集中

报道。在村级民资工作进一步启动后适时推出“村级民资风采”专栏，每天１篇，报道各地发展村级

民资的做法，前后播出４０多篇。在市“三资（制）”工作流动现场会提出“最大程度挖掘民资投入，
最大程度吸引外资进入”的工作思路后，推出“挖掘民资，吸纳外资”的专栏，报导一批“三资（制）”

工作进展较快的乡镇，以典型引路，带动共同发展，营造全市上下你追我赶抓“三资（制）”，齐心协

力促发展的舆论氛围。年底，推出“开好局、起好步”专栏，报道“菀坪镇吸纳民资壮大缝纫机行业

规模”等，介绍各地引导民资集中投入，培育优势特色行业的做法。同时，专题部围绕“三资（制）”

工作重点，采制《以科技占领市场》、《染就缤纷未来》、《这里有一方热土》等节目。

在“双思”和“三讲”教育中，吴江电视台新闻部在《吴江新闻》节目中开设“思源思进看吴江”

专栏，报道各地深入开展教育活动的情况，对示范点和典型单位进行重点报道。在吴江市掀起兴修

水利热潮时，开设“来自太湖大堤的报道”专栏，每天１篇，对工程进展情况进行全程式、多方位报

道，及时向全市人民介绍太湖大堤除险应急加固工程的进度和市区防洪工程的建设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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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电视台新闻部还加强社会新闻的报道力度，采制大量贴近市民生活和群众喜闻乐见的社

会新闻。报道中力求做到掌控有度、报道有方，选好角度和方式，使社会新闻的视点和品味得到提

升，使之与提高观众的精神境界、文明程度结合起来，起到“微言中含大义、细致中见精神”的作用。

２０００年底，《吴江新闻》节目每天都有１条以上的社会新闻。其中有《退休老中医秦天均五年义诊

１５０００多人次》、《民警相约星期二》、《东太湖又成鸟类乐园》、《记者见闻：卖唱女童快回家》和专题
部采制的《暗访电脑房》、《看不懂的“太湖蟹价格”》、《一场官司带来的启示》等社会新闻节目。

２００１年，吴江电视台根据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新闻节目中开辟各种栏目、专栏，组织记
者深入乡镇企业采访，抓典型、抓引导，为推动全市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吴江新闻》节目

开辟“开好局，起好步”、“新年新发展”、“展望十五”等专栏，配合招商引资工作，围绕正在崛起的

“电子之城”和镇级招商引资取得的成效，先后报道吴江经济开发区引进外资、平望镇启动民资、八

都镇陶安村挖掘民资发展经济等的做法和经验。新闻和专题节目还注重对“一镇一品”的报道，针

对特色行业的拓展和延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做好引导，为做大、做强羊毛衫、彩钢板等特色行业

起到促进作用。７月，推出“实施四大战略，加快富民强市”系列报道，采用访谈形式报道全市各镇
及有关部门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富民目标的举措，为做大、做强吴江市的丝绸纺织、电缆光缆、服装、

彩钢板等产业树样子，探路子；并推出“树立亲商意识，改善投资环境”的系列报道，反映各地各部

门优化投资环境、热情服务客商的做法，为推动吴江招商引资的力度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中，吴江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开辟“学习‘七一’讲话，

实践‘三个代表’”专栏，对年初的市镇两级领导干部“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和年底村级班子、乡镇站

所的第二轮学教活动进行全程动态报道。专题部也采制《走共同富强之路》、《为了人民满意》等节

目，及时报道学教活动中的典型事例。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份，吴江电视台新闻节目开设“心系事业，志在
富民”专栏，播出各镇和市机关部门主要领导访谈。

２００２年新年伊始，吴江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推出“奋发有为创新业”系列报道，全面反映各镇
和有关部门围绕中共吴江市委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积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精神风貌和发展思

路。同时，派出记者赴张家港、常熟和昆山深入采访，播出１０多集“看周边态势，学先进经验”系列
报道。介绍张家港市通过发展规模经济，增强整体实力，通过科技创新，营造新的增长点；常熟市通

过品牌建设，增强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昆山市通过载体建设，营造招商引资新优势等具有特色、快

速发展的成功举措。随后，吴江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推出“调整坐标系，提高参照系”专栏，对各镇

主要领导进行采访，报道各地自加压力、正视差距、向更高目标迈进；加快载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的扎实措施。在“改进作风、抢争上游”专栏中，报道市级机关各部门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服务的具体措施。

吴江电视台还对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决策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党风廉政教育月”、“安全宣传月”等重大活动，都开辟专栏，突出报道。吴江撤县建市１０
周年时，吴江电视台为庆祝大会及焰火晚会做建台以来首次现场直播。

２００３年３月，全国爆发“非典型性肺炎”，吴江电视台围绕“非典”疫情，打好抗“非典”宣传战

役。为使全市人民了解“非典”可控、可防、可治，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保健能力，引导观众不恐病、

不轻病，树立信心战胜“非典”，从４月中旬开始，新闻部组成一线采访小组，深入防“非典”第一线，

录制预防“非典”的科学知识和市委、市政府“防非”动态及“防非”一线情况报道。一线记者活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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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非”的各条战线，共采制新闻２００多条。《星期天大家谈》节目组也采访４０多个单位和相关人

员７０多人次，制作“防非”系列节目。在全市形成“远离非典、消除恐惧、全民动员、预防在前”的舆

论氛围。当年，吴江电视台的经济报道在深度和质量上，力求“深、鲜、活、透”，针对不同阶段经济

建设的重点推出专题、开辟专栏，先后播出《打造吴江速度，实现两个率先》、《创新思路大发展，明

确目标在提速》、《学习先进找差距，打造速度谋发展》、《抢抓机遇，奋勇争先》等。还围绕四大主战

场，先后播出《芦墟：依托临沪优势打造吴江东大门》、《黎里：叫响临沪金字招牌》、《盛泽：载体建设

大推进，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吴江经济开发区：岁岁都有大发展，阔步迈进谱新篇》等一系列有深

度、有分析的典型报道。

２００４年，吴江电视台围绕各个阶段的重点、热点和难点，在《吴江新闻》节目中先后推出《新春
访谈———超越》、《实施超越计划、加快两个率先》、《贯彻一号文件、推进三农工作》、《合理调控、有

序用电》、《齐心协力预防禽流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等系列报道。强化新闻类节目适应发展

主流，把握舆论导向的自身话语权，反应能力和应对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不少节目实现独家报道和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报道。先后采制的《公安现场击毙暴徒》、《大卡车坠河》、《深夜盛泽老房子起

火》、《目击骗子伎俩》等鲜活报道，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同时，通过内部协调，明确栏目内容界

定，使《吴江新闻》节目中社会民生新闻的总量增加，为丰富节目内容，活跃版面，扩大影响注入新

动力。下半年，《吴江新闻》节目推出“落实科学发展观”、“鼓干劲、促发展”等栏目，全力报道各镇、

各经济开发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凝心聚力抓落实、快马加鞭促发展的做法。重点报道一批民营

企业开创人的典型经验，着力报道全市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发展环境的典型经验，突出报道

全市上下克服困难、促进发展、争取超越的举措。同时，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振兴服务业计划，

宣传各地培育、发展服务业，加大服务业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

２００５年元旦起，吴江电视台实行频道制，设立“新闻综合频道”、“社会生活频道”、“电视剧频

道”。分频后，各频道的宣传重点逐渐区分，“新闻综合频道”的《吴江新闻》节目，重点突出时政、经

济、人文等。“社会生活频道”的《新闻晚报》节目，重点反映社会民生、文艺等，使得电视新闻内容

广泛、形式多样、各有侧重。《吴江新闻》节目重点抓好头条和重大题材的报道，先后开设“新春鼓

实劲、率先大发展”、“聚焦政府重点实施项目”、“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永葆党员先进性”、“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依法拆除违法建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学习三大法宝、振兴吴江精神”等专

栏、系列报道、深度报道；并通过配发评论员文章等形式，为发展鼓劲，形成舆论声势，引导群众视

线，推动各项工作。特别是在经济宣传、政府实事项目宣传、依法“拆违”宣传等重大战役报道中，

起到舆论引导作用。《吴江新闻》节目和《新闻晚报》节目围绕“三贴近”，以策划为先导，以活动为

抓手，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生动、鲜活、直观的传播优势，全面反映社会热点，帮助解决生活难点。对

市民来电，第一时间记录客观事实，并采取“新闻追踪”的形式反应市民呼声，加强舆论监督，最终

解决问题。其中，有《蟹农的寒冬》、《亲情》、《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讨债》等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

深度报道、新闻故事。

２００６年，吴江电视台《吴江新闻》节目，加强节目策划，先后播出“发展、超越、创一流”、“迈向国

家生态市”、“边走边看”等１０多个系列报道，成功录制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报道《在路上》等有影
响的节目。《新闻晚报》突出“新闻行动”这一有效手段，与市妇联合作录制《行为养成行动》、《孝子

孝女》等专题报道。“新闻综合频道”和“社会生活频道”在逐步建立自身风格和形式的同时，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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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作推出“踏访雪域高原”和“穿越独龙江、怒江、碧罗雪山”特别新闻行动，以扩大报道面，增强

传播效果；还配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摄制《让世界了解你》吴江专题。通过吴江市市长徐明与美

国圣荷塞市市长的国际连线对话，扩大吴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吴江电视台的《吴江新闻》节目整个版面中，关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民生新闻的数量进一步

增加，平均占到节目总量的４０％左右。《新闻晚报》节目进一步深化报道的视角，充分挖掘各类新
闻资源，有机组合，精心组织，丰富版面，节目全年观众短信反馈量达到２００００多条。《法治吴江》节

目改版后，取消重播，通过引入外来节目，实现周一、周四单播，较好地发挥栏目的功能。《农事天

地》改版后，增加节目信息量，做到每期都有７个子栏目组成。《星期天大家谈》先后推出“见证辉

煌２０年”、“进社区、听故事”等一些颇有影响的系列访谈。
２００７年，吴江电视台《吴江新闻》节目，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主阵地作用，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通过强策划、多沟通，完成全市性的重大活动报道和主题报道，先后推出

“争先进位创一流”、“日新月异开发区”、“聚焦三大主战场之盛泽”、“节能减排科学发展”、“与辉

煌同行———纪念撤县建市１５周年”等系列报道。
“新闻行动”是媒体新兴的一种体现贴近性和服务性的报道手段和报道方式。吴江电视台电

视新闻在采访中的“新闻行动”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强化。《吴江新闻》节目开办“主持人在线———

相约社区行”特别栏目，先后开设《救救小铁蛋》、《新闻暑期夏令营》、《迎中秋特别节目》、《重阳敬

老爱心行动》等新闻行动节目，拉近主持人与观众的距离，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难题。２００７年初，《拯

救小铁蛋》节目的播出，引起社会共鸣，掀起一股献爱心、筹资捐助的热潮，共获得社会爱心资助金

９．５万元。６月６日，苏州九龙医院为小铁蛋实施手术，并减免３．５万元手术费。手术十分成功，小

铁蛋重获新生。在小铁蛋入院手术至出院的１５天里，《新闻晚报》推出大型特别报道“心的期待”，
每天报道小铁蛋在医院里的情况，医院的病情分析和手术方案，术后的康复等，一篇篇报道牵系着

观众的爱心。

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强化《吴江新闻》和《新闻晚报》的信息量和差异性，使节目功能特色更加

突出。《吴江新闻》新开设“前沿看点”、“十分关注”等栏目，在形式、包装、文稿、编排等方面进行新

探索，平均每天播出各种新闻１１条以上，新闻内容主要集中在时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方方面

面，突出信息的时效性、重大性和权威性。《新闻晚报》增加“晚报资讯”板块，坚持反映市民生活状

态，拍摄具有鲜明本地特色的百姓生活，重视百姓诉求在节目中的体现，营造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

《吴江新闻》先后推出“振奋精神促发展”、“喜迎三会”、两会连线“北京报道”、“让家园更洁净”、

“勇做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节能在行动”、“激荡三十年”、“三十年大事记”

等系列报道。还根据市委、市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扎实举措，播出“坚定信心加快发展”系列

报道等，发挥主流媒体权威舆论的作用。《新闻晚报》新推出子版块“徐徐道来”，通过记者的现场

出镜，注重对所反映问题的追源。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新闻晚报》两名记者赶赴北京，现场报道吴

江籍运动员王娟、陆斌的参赛情况，报道吴江籍奥运志愿者、吴江生产的奥运产品为奥运服务情况，

让吴江人民深切感受到身边的奥运。

２．编辑制作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初期，自办节目编辑主要以总编室和新闻部联合作业，分管副台

长和总编室主任共同审稿。记者现场采录后写出文稿，交审后由播音员蓝底配音，记者根据配音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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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画面制作成单条新闻，最后编审人员将片头、主持人口播像、各条新闻、片尾等逐一串编，制作成

完整的节目播出带，由吴江市广电局分管领导或吴江电视台分管台长审定后送机房待播。节目播

出带只记录时长，并未记录磁带时间码。节目制作设备主要有索尼 ＶＯ９８００和 ＶＯ９８５０组成的３
条编辑线，配置１台 Ｂｅｔａｃｍ数字视频格式的 ＰＶＷ２６００录像机作为放像，供台内唯一的１台索尼

ＤＸＣ５３７＋３Ｐ摄录一体机进行素材编辑。新闻节目字幕机采用成都东方ＤＦ１０４。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起，吴江电视台总编室另办自办节目，《吴江新闻》的制作、编审由新闻部独立

完成。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８日起，《吴江新闻》增至每周６档，电视新闻信息量大幅度增加，全年播出电视
新闻１６８０条。同时，当天和隔天新闻占６０％以上，新闻时效性大大增强。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起，《吴江

新闻》节目实现日日新闻，全年播出新闻２１４５条。同时，开辟“星期天专访”新闻评述栏目。《吴江
新闻》节目的编辑制作仍由新闻部完成，分管台长审稿审片。

１９９７年底，吴江电视台购置与使用摄录一体机，自办节目编辑制作全部使用Ｂｅｔａｃａｍ广播级数
字视频格式，演播室配置提词器，新闻播报前增加导语，字幕机更换成色彩更鲜艳、功能更全、标题

和图标层次感更强的新机型，对开辟栏目帮助很大。

１９９８年，吴江电视台的一线采访记者增至１０人，采访量随之增多。同时，要求记者在现场出镜

口播，增强新闻的现场感和真实感。新闻部还配置电脑、传真机，在保证新闻数量的同时，提高编辑

制作的质量。年初，《吴江新闻》推出“新闻视窗”板块，以口播字幕的形式，每天选播８、９条国内要

闻，增加新闻播出量，为广大观众及时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宏观性的各类信息。《吴江新闻》节目由

原来的１０分钟增至１５分钟。１０月，《吴江新闻》节目的“新闻视窗”改版为“财经报道”，采用口播、
字幕、画面三者结合，丰富版面，拓宽报道面，增大信息量。

１９９９年，吴江市广电局在吴江电视台新闻部推行内部机制改革，完善岗位责任制，制定考核细
则，量化工作目标，细化考核标准，强化工作实绩，把考核与奖励有机结合起来，以调动干部职工的

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新闻部在考核数量的同时，把节目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对每条新闻实行五个

质量等级打分，每个星期由吴江市广电局和吴江电视台领导共同审看评定。

２０００年，吴江电视台把《吴江新闻》节目的“财经报道”改版为“传媒视野”栏目，以主持人播报
形式配以文字、画面，并融入说新闻的方式；每周六开辟“八面来风”专栏，采撷经济强县（市）新闻

协作网交流节目，让观众了解到相关县市信息；每周日开辟《星期天特写》专栏，推出深度报道。在

《吴江新闻》节目播出时间的前后增加《新华纵横》、《国际专题电讯》、《法治报道》节目，使吴江电

视台成为观众熟悉吴江、了解天下的窗口。

２００１年５月，吴江电视台建成ＴＶ２０００网络新闻文稿系统，《吴江新闻》节目稿件实行无纸化作

业，节目的编排报审都通过电脑完成。

２００２年，吴江电视台将专题部并入新闻部，新闻节目容量增至３０分钟，周一至周六由３档节目

组成：《吴江新闻》每档１２分钟，突出地域特色，快速传递实事资讯，客观反映社情民意；深度报道
《今日视点》每档１８分钟，理性分析热点话题，深入挖掘新闻本质；《市民热线》每档１８分钟，对观

众来电反映的各类问题，及时与有关方面联系沟通，做好采访和解答。另有《要闻连接》每档１２分

钟，集国际时政、国内财经、周边信息于一体。周日由２档节目组成：谈话类节目《星期天大家谈》每
档１８分钟，邀请部分嘉宾进演播室，谈热门话题聊百姓话题，说社会万象；《回眸本周》则浓缩吴江

要闻热点，融会一周精华。部门的兼并整合，使节目更集中，人员更机动，资源更充分利用，节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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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更有新意。

２００３年，吴江电视台采访记者全部使用数字摄录编设备，新闻图像质量提高。

２００４年，吴江电视台的《吴江新闻》节目，会议新闻时间长度压缩，或以简讯形式播出，每档节
目平均量由原来的８条左右增至１０—１２条。每档节目的时政经济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比例达到４

比６，当日与昨日新闻的比例达到６比４。《市民热线》、《今日视点》、《传媒连接》、《星期天大家谈》
节目，进一步强化节目的定位和风格。

２００５年，吴江电视台分频播出后，自办节目有较大规模的扩容，３个频道自办节目总量达到２
个小时以上。《吴江新闻》节目时长２５分钟，全年播出新闻３０００多条，平均每档１２条左右。新闻

的快速反映能力进一步提升，通过记者、编辑、制作、后勤车辆通力合作，采取化整为零、分段操作，

尽最大可能保证重大时政事件的时效性，最晚截稿时间为１８点，做到当日事当日报，实现９５％以上

的时政要闻都在当日播出。２００６年，吴江电视台全年共采制编排播出各类新闻５０００多条。
２００７年年初，吴江电视台使用２００平方米大演播室和以储存ＳＤ卡为记录介质的Ｐ２数字摄像

机，自办节目编辑采用全光纤非编网的编辑工作站，提高图像质量和工作效率。

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各频道每周召开一次编前会，强化题材规划，落实报道重点，成为改进报

道方式、提高报道质量的重要抓手和推手。《吴江新闻》和《新闻晚报》全年采制播出新闻５６００
多条。

３．播音主持

１９９３年４月，吴江电视台筹建后期，吴江市广电局和市人事局联合在全市招考播音员，从９６名
报名者中，挑选小学教师孙玲玲为吴江电视台第一位女播音员。１０月，随着专题节目的开办，从吴

江广播电台抽调１名女播音员，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１名女播音员。节目播音都以单播形式
出现，１名负责专题节目播音，另２名负责《吴江新闻》节目和文艺类节目播音。这些播音员不是播

音专业毕业，边学边干，坚持每天练习发音，模仿和学习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播音风格，

摸索电视播音技巧，适应电视播音工作。

１９９４年底，吴江电视台从浙江广播电视学院招收１名播音专业的女播音员。１９９５年，从安徽
宣城广电局引进１名男播音员，从吴江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挑选１名女播音员。１９９６年，在吴江

市内招收１名有播音经验的女播音员。播音员在播音工作中除按时完成配音和播音任务外，还参
与节目采访，力求多出镜，多在现场进行采访报道。１９９７年年底起，播音员播报新闻使用提词器，

新闻播报不再有低头看稿的现象。节目口播更加流畅，新闻导语更加丰富生动。

１９９８年，吴江电视台原有的播音员相继多人调离、换岗、进修。年底，吴江市广电局和吴江电

视台专门到吉林省吉林市文化艺术学校招收播音专业毕业的１名男播音员和２名女播音员，使播
音员稳定在６名。

２０００年起，吴江电视台从浙江广播电视学院、江苏广播电视学校和外地电视台等播音专业或
从事播音工作的人员中各挑选、招收１至２名播音、主持人。节目主持人以专职或２人轮替的形式

出现。新闻主持人除完成播音工作外，还按月考核新闻采访条数，参与采访、撰稿、编辑。部分节目

还以主持人为主要负责人。

２００５年１月，吴江电视台实行频道制，逐步发展成拥有３个自办节目频道，节目更加丰富多彩，

节目主持人根据节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改进播音主持的方式和方法，使主持风格更加贴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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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内涵。

２００８年６月，吴江电视台公开举办“气象ＭＭ”主持人大赛。１００多名女青年报名参赛，经过初

赛筛选有２８名参加试播复赛；又通过观众投票、专家评选，最后评出６名优胜者，作为业余主持人，
轮流主持周末版的《气象大视野》节目。

２００８年底，吴江电视台有播音主持人１１名，其中男主持人４名：张兰飞、杨勇、胡然、李泽昊；女
主持人７名：王晶、隋宁、张萍、张玲、孙佳、孟卓、周娜。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共有９个播音、主持作品在江苏省、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的评比中
获奖。其中，欧冬主持的《万里子在吴江》获１９９９年度江苏省“播音与主持作品”三等奖；张萍主持

的《吴江新闻》获２０００年度江苏省“播音与主持作品”三等奖；张萍主持的《我总能离开你》获２００３
年度江苏省“播音与主持作品”三等奖。

４．通联工作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５年，吴江电视台自办节目量不大，新闻和专题节目都采用记者自采稿件。

１９９６年起，随着《吴江新闻》节目每周档期和新闻播出量的增加，采用通讯报道员的来稿也逐渐增
加。通讯报道员主要以各乡镇广电站的专职通讯报道员为主，还有市教育局、公安局等单位的摄像

人员。在每年全市党员冬训、“七一”党的活动、冬春水利建设、农田土地整改、“三下乡”等重大活

动期间，采用通讯报道员稿件更多，最多时一年近百篇。１９９９年起，吴江电视台新闻部专门安排一

名通联编辑，负责与通讯报道员的联系和磁带编辑。每年采用通讯报道员稿件保持在６０篇左右。

２０００年以前，通讯报道员送来的大部分是大１／２家用磁带，以后逐步变为手掌机、小型数字 ＤＶ的
磁带，图像质量明显提高。为保证来稿的质量和数量，吴江电视台每年召开通讯报道员工作会议，

对通讯报道员进行培训，学习电视新闻的采访和电视摄像的技巧。

２００３年，吴江市文广局决定建立吴江电视台盛泽记者站，便利盛泽地区通讯报道员的联系，扩

大电视信息源，增加电视信息量。２００５年起，改由盛泽镇的通讯报道员不定期向吴江电视台发些
电视新闻，其他各镇没有向吴江电视台发稿。

　　三、节目创优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一开播就十分重视节目创优工作，培养记者、编辑采访、摄像、编辑的
基本功和胸怀全局的新闻观，使记者、编辑在平时工作中全面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关注具有开拓性、

创新性的新闻事件，挖掘对全局工作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在表现手法上力求以小见大、

以点带面，在素材编辑上力求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的优势。

１９９９年起，吴江电视台坚持每月、每季评比制度，对记者、编辑上报的每一篇作品进行点评、打
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来电视台讲课、传授经验，提高编辑、记者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各条线

记者保持与有关部门的密切联系，及时发现和了解新情况、新动向，积累素材，把握事态的发展动

向，努力提高日常节目的质量，为节目创优做好准备。每年底，吴江电视台组织人员对记者、编辑上

报的创优题材进行分析评议，确定创优作品，并邀请有关专家对作品进行审查指导，提出意见，使创

优节目文字精准简洁、画面精彩准确、节目张弛有度、编辑连贯顺畅，在视觉、听觉、观后感觉上尽可

能达到完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共有１２９篇（次）电视节目（作品）在苏州市级以上获奖，其中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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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级评选获奖的有１５篇（档）。

表２２１８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获省级优秀电视节目（作品）一览表

年　度 作　品 获奖等级

１９９６ 吴江造地面积超过建设用地 优秀电视新闻二等奖

１９９７ 同里退思园 《看风景》栏目二等奖

１９９７ 大地之子 电视社教类三等奖

１９９９ 金婚夫妇走三桥 电视外宣彩虹奖二等奖

２００４ 戏偶 电视社教三等奖

２００４ 侵权“侵出”驰名商标的启示 电视新闻三等奖

２００４ 《星期天大家谈》 优秀电视栏目奖

２００４ 百场文艺演出贴近百姓，贴近生活 优秀文化新闻二等奖

２００６ 农民工的福音 电视新闻三等奖

２００７ 难得布衣 电视社教二等奖

２００７ 南社风云 电视社教二等奖

２００７ 《星期天大家谈》———欢声话“孝”语 电视新闻三等奖

２００８ 蚕蛹虫草的高产培育技术 电视社教一等奖

２００８ 盛泽纺织产业的危与机 电视新闻二等奖

２００８ 盛虹老总一天两喝“污水” 电视新闻三等奖

　　四、向外发稿

吴江电视台自开播后就积极向上级台发稿，并与上级电视媒体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经常有反

映吴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变迁、人文历史等方面的电视新闻在中央、江苏、苏州等电视台播

出，每年上级台的录用量都在１００篇以上，１９９８年达１５６篇。１９９９年，吴江电视台引入个人考核机
制后，向外发稿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全年向苏州市级以上电视台发稿２００多篇，被录用播出的
有１００多篇。２０００年，被录用播出的有１７０多篇。除新闻节目外，吴江电视台制作的社教类节目
《金婚夫妇走三桥》、《盘龙糕》等在纽约中文台“看江苏”栏目和凤凰卫视欧洲台“看江苏”栏目中

播出。

２００５年起，吴江电视台实行频道制后，节目增多，报道面更广，向外发稿也大大增加。每年向
苏州市级以上电视台发稿超过４００篇，被录用播出的稿件稳定在１００篇以上。每年都有稿件被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录用。被江苏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录用的节目播出量位列江苏省县级电

视台前八位。吴江电视台还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外宣战略，适时邀请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

和浙江、安徽等地电视台与吴江电视台记者一起实地采访，对展示吴江、推介吴江收到实效。

２００６年，吴江电视台有１２条电视新闻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录用。其中，反映外来务工人员
在吴江发展创业的《融入城市、成就梦想》和反映吴江纺织业在国家加入世贸组织５年来发展变化
的《江苏盛泽纺织业的五年变迁》两条新闻，分别被中央电视台在９月１９日和１０月５日的《新闻联
播》节目头条播出，占当年江苏广电总台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录用总数的１０％，在江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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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县级台中名列前茅。

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有６条电视新闻被中央电视台录用，其中《新闻联播》录用４篇，新闻频道

直播连线和直播节目录用２篇。

吴江电视台还加强横向联系，扩展外宣覆盖面，利用参加江苏省电视年会、长三角城市电视台

新闻协会年会等机会，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参与和配合浙江、安徽等地兄弟电视台来吴江的采访，

对展示吴江、推介吴江收到实效。

表２２１９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被上级电视台录用稿一览表 单位：篇

年份 中央台 江苏台
上海、

东方台
苏州台 年份 中央台 江苏台

上海、

东方台
苏州台

１９９４ ３ １１ ２５ ６７ ２００２ ３ ６８ ３１ １３６

１９９５ ３ ３０ ３８ ７２ ２００３ ２ ７３ ２８ １２１

１９９６ ７ ２０ ８ １１０ ２００４ ２ ８６ ３３ １３２

１９９７ １０ ２３ １５ １２０ ２００５ ２ １３０ ３０ １２０

１９９８ ３ ７９ ２５ １５６ ２００６ １２ ７０ ２８ １１３

１９９９ ４ ５２ ３８ １３７ ２００７ ３ ５５ ２５ １２５

２０００ １ ５０ １４ １７０ ２００８ ６ ５０ ３０ １３５

２００１ ２ ５４ ２６ １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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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有线电视

　　８０年代中期，吴江地区有不少单位自行安装共用天线系统。１９８７年４月，吴江县广
电局下属的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公司，在吴江县广电局大院内安装有线电视天线系统，

成为吴江县广电局直管有线电视的发端点。

１９９０年初，吴江县广电局按照国家广电部的要求和规定，建立吴江县有线电视站。
４月，建立吴江县有线电视工程技术部，专业从事全县有线电视的设计、制作和安装施
工。１９９５年８月，吴江有线电视台建立，成为发展全市有线电视事业的专业部门。２００１
年１０月２４日，改为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２００４年９月，建立吴江广播电视网
络公司和１０个镇分公司，建成“一市一网、全程全网、无缝连接、一网到底”的有线电视
网络系统。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全市有线电视事业得到飞速发展，成为全市广播电视
事业和骨干信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门。
　

第一章　机　构

第一节　吴江县有线电视站

　　１９８７年４月，吴江县广电局下属的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公司，在吴江县广电局大院内安装有线

电视天线系统，接收、传输中央电视台和江苏、苏州等省、市电视台的无线电视节目，传输和覆盖范

围仅在吴江县广电局职工住宅区，用户约２０个。

１９９０年年初，按照国家广电部的要求和规定，吴江县广电局建立吴江县有线电视站，由吴江县

广播电视微波站负责管理。４月１５日，吴江县有线电视站组建有线电视工程技术部。同时，吴江县

广电局从预算外资金划拨５万元，给工程技术部办理注册手续，并充实技术人员，专业从事全县有

线电视的设计、制作和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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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４月，经江苏省广电厅核准，吴江县有线电视站工程技术部取得《有线电视、共用天线

系统设计（安装）许可证》，成为吴江县第一家合格的有线电视设计、施工单位，陆续为有线电视用

户设计、安装有线电视。

第二节　吴江有线电视台

　　１９９３年，苏州大市范围内，继苏州有线电视台建立后，张家港、昆山、太仓等市均先后建立有线

电视台。年末，吴江市已有１８个乡镇建立由乡镇广电站归口管理的有线电视系统，网内用户３００００

多个，其中松陵城区７５００个。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７日，吴江市广电局向市人民政府提交《筹建吴江有线

电视台》的报告。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８日，中共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胥锦荣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莹由吴江市广

电局领导陪同，专程去常熟、昆山两市实地考察有线电视台建台情况。２月１４日，吴江市人民政府

发文，明确“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吴江有线电视台为副科级建制单位”。４月１６日，吴江市编制委员

会发文，核定“吴江有线电视台人员编制为３０名，所需经费，前三年，由市财政适当拨款，不足部分

实行自收自支，三年后全部实行自收自支。”５月２３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发文，同意建立吴江有线电

视台。８月１７日，吴江有线电视台建立。

吴江有线电视台台址在市区北新路３７号的吴江市广电局大院内。建台初期，吴江有线电视台

下设办公室、技术部和节目部。１９９６年增设工程部，１９９８年３月又增设经济信息部。

吴江有线电视台建台初期，网络下行传输包括中央电视台一套、江苏卫视、苏州电视台一套和

吴江电视台等在内的２０套电视节目。１９９６年５月起，吴江有线电视台开办自办节目《服务台》。９

月，根据苏州市广电局的联网规划，吴江有线电视台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架设吴江至苏州市有线电

视网络中心的光缆干线，并建成ＳＤＨ数字同步传输网；吴江有线电视台传输的电视节目增加４套

中央电视台加密频道节目和江苏有线电视、苏州有线电视节目各１套。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起，吴江有线电视台自办节目改版，节目名称改为《生活采风》，每周首播３档。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又改为每天１档。２００１年，吴江有线电视台将《吴江有视》更名为《吴江二套》，自办

节目调整设置。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８日，吴江市有线电视业务大楼全面竣工，举行落成典礼。吴江有线电视台各部

门，由市区北新路迁入新大楼。从此，吴江有线电视台与吴江市广电局、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

在一个院子办公运行。吴江有线电视台的播控机房，实现有线与无线合并，大厅内安装新的电视屏

幕墙，更新二套播控设备，完善自办节目的播出手段，提高电视节目的播出质量。位于大楼四楼的

有线电视数据网络新机房设备亦安装调试成功，并向全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数据传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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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吴江有线电视台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戴茂章 台长 １９９５．５—１９９６．１２ 于国华 副台长 １９９５．５—２００１．１０

沈国荣 副台长 １９９５．５—１９９６．１２ 何长荣 副台长 １９９８．５—２００１．１０

沈国荣 台长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

第三节　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吴江市人民政府根据吴江市有线电视事业整体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吴江

有线电视台，建立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仍为副科级建制事业单位。网络中心下设办公

室、节目部、技术部、工程部、网络开发部和经济信息部。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根据吴江市文广局统一部署，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节目部对自办

节目改版，《生活采风》播出３３０期后停止播出，推出全新的《有线播报》新闻类节目。２００３年，吴江

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有线播报》节目在原有基础上改版，分设“吴江要闻”、“社会新闻”和

“网报链接”三个小板块。

表３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沈国荣 主任 ２００１．１０—

于国华 副主任 ２００１．１０—

何长荣 副主任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３．２

第四节　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５日，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决定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组建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

络有限公司（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同时存在），各镇相应成立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分公司，

承担各镇辖区内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发展、维护和管理职责。各镇分公司的办公与技术业务用房采

取公益性直管公房的租赁形式。各镇分公司的人员安置，规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底前，各镇文广中心从

事广播电视网络技术、维护和管理等岗位工作的在编在职人员，由市机构编制、人事部门核准后，统

一划归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资产评定，由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和各

镇以原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资产入股。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资产，包括光缆、电缆、管道、标路、光收

发设备、放大器、分支分配器、用户资源等直接网络资产以及仪器、仪表、监视屏幕、前端设备等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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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通过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吴江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后入股。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６—３０日，根据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的整合实施意见，吴江市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审计部门对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及各镇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方面的资产进行

登记造册和审计评估。吴江市文广局与市人事部门一起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和界定。５月

１—１５日，吴江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计部门根据各单位评估出的实际资产，认定股份的比例。

对符合条件的有关人员，划归吴江广电网络公司。５月１６—３１日，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统一制定公司

章程以及管理办法，做好人员聘用、选聘公司负责人等工作。

至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６日，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各股东的出资额和注册资本，经苏州信成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验。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的投入资本实收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

议、章程的要求，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根据验资报告，新组建的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累

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４６７３．１８万元。各股东的注册资本为下表所示。

表３１３　２００４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及分公司注册资本情况表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金　额（万元） 比　例（％）

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 ２４１０．２３ ５１．５８

松陵镇文广中心 ２６２．６３ ５．６２

同里镇文广中心 ３９．０３ ０．８４

芦墟镇文广中心 ３４．７８ ０．７４

平望镇文广中心 １３６．２４ ２．９１

盛泽镇文广中心 ２０８．４０ ４．４６

震泽镇文广中心 ９５７．３７ ２０．４９

桃源镇文广中心 １８２．８１ ３．９１

七都镇文广中心 １３２．２７ ３．６０

黎里镇文广中心 １３６．２４ ２．８３

横扇镇文广中心 １４１．２９ ３．０２

合　计 ４６７３．１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和１０个镇分公司正式建立。吴江广电网络公司首届股东

大会召开，通过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章程。该章程共分１４章７８条，包括总则、经营范围、注册资本、

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方法、职权议事规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利润分配

和财务会计、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以及附则等。

２００５年１月，随着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组建和公司职能的变化，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

节目部并入吴江电视台，有线电视自办节目停办。９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除下属１０个镇分公司

外，内设工程技术部、用户管理部、综合部、财务部、网络开发部等５个直属部门。广电网络公司的

办公地点和经营场所设在吴江市文广局大院内（吴江市鲈乡南路１８８７号）。

０３１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表３１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沈国荣 董事长 ２００４．９— 陆建川 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５．９—

金海生 总经理 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０７．４ 奚志勇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７—

于国华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９—

表３１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各镇分公司经理一览表

分公司 姓　名 任职时间 分公司 姓　名 任职时间

松陵
陈　凯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７．５

章亚非 ２００７．５—

汾湖 吴乔华 ２００７．３—

芦墟 陈鸣其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７．３

黎里 朱四林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７．３

盛泽

颜有明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６．２

奚志勇 ２００６．２—２００７．７

徐玉林 ２００７．７—

平望

顾家栋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５．９

袁留海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７．１１

晏　飞 ２００７．１１—

横扇
章亚非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７．７

许月芳 ２００７．７—

震泽
周金根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６．５

陈复新 ２００７．３—

同里

金海生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５．１２

吴乔华 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０７．３

陈鸣其 ２００７．３—

七都 朱龙财 ２００４．９—

桃源
陆　震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７．１１

周玉其 ２００７．１１—

—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建立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健康有序运营，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网络运营商。２００６年９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以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为抓

手，确定质量体系文件的编写，从材料提供到修订、领导审阅、核对，形成一套基本完整的体系文件，

明确部门分工及各项工作的操作规范，以用户为关注焦点的服务理念，形成“优质安全、规范管理，

顾客满意是我们唯一追求”的质量管理目标。具体要求为“顾客保修处理及时率大于９５％，逐年提

高；顾客满意率大于８０％，三年内提高３％；顾客投诉率小于５％，逐年下降全面规范”。年底，通过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体系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现场考核，取得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标志着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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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事业建设

第一节　广电微波网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日，苏州市广电局与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等单位合作建设的苏州市广电微波网

开通运行。苏州市广电微波网建有７个微波站，总站设在苏州电视台内，６个分站分别设在各县市

广电局或电视台内。根据节目传输的需要，微波网下行（苏州到各县）设３个波通，正常运行时可传

送２套彩色电视节目和６套广播节目（或１套立体声节目和４套广播节目），上行（各县到苏州）设

２个波通，正常运行时可回传１套彩色电视节目和３套广播节目。综合通信电路在正常运行时可通

１２路载波电话，极限运行时可扩大到６０路。总站安装的８０门程控交换机与各县（市）的载波电路

汇接，组成通信网。苏州市及各县（市）的专用电话分别安装在市、县（市）委、政府、计委、财政局、

广电局、微波站，采用一次拨号即可实现苏州与县（市）及县（市）与县（市）之间各部门的直接通话。

１９８８年底，吴江县广电微波站建成，通过苏州市广电局验收，１９８９年初正式启用。沈国荣任站

长（１９８９．１—１９９７．１０），梅晓东任副站长（１９８９．２—１９９７．１０）。吴江广电微波站建立，为中共吴江县

委、县人民政府提供现代化办公条件，改善广播电视信号源，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１９９４年３月

起，因原址筹建吴江有线电视台，吴江市广电微波站迁至吴江电视台内，并划归吴江电视台管理和

使用。

２００５年，由于吴江与苏州已实现广播电视光缆联网及苏州市区建筑物影响，吴江市广电微波

站停止使用。

第二节　共用天线

　　８０年代中期起，吴江地区有不少单位自行安装共用天线系统。松陵城区的一些宾馆、饭店和

招待所，率先安装共用天线系统，其中，吴江县政府第一招待所最早安装共用天线系统。随后，发展

迅猛，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住宅区和居民小区陆续建立独立的共用天线系统。至１９９０年，吴

江县广电局事业组和吴江县广电服务公司在全县范围内先后设计和安装共用天线系统３０多个，用

户２０００个。各乡镇自行安装共用天线系统用户１０００个。这些共用天线系统的施工队伍五花八

门，有吴江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广播电视系统的，也有其他行业的。安装的共用天线系统，存在

缺乏总体规划、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设计安装单位混乱、技术层次低（采用隔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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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传输电视节目少（１０个左右）、信号不稳定、故障率高等问题。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日，国家广电部发布《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的２号令。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０日，又

发布《〈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５号令。７月起，吴江市广电局依据国家广电部的５
号令，按照“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协调发展”的要求，对全县２３个乡镇的共用天线系统进

行整顿、改造和联网，稳步、协调、科学、健康地发展有线电视事业。

１９９２年，松陵地区有独立共用天线系统３９个，用户终端６０００个，入户率达７５％。这些共用天

线系统，接收和传输中央电视台和江苏、上海、苏州、湖州、嘉兴等电视台的开路电视节目，约７—８
套节目。１２月，吴江市广电局下发《吴江松陵地区有线电视管理的意见（暂行）》。

１９９３年２月，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广电局和松陵镇政府《关于松陵地区行政区域有
线电视系统整顿、改造、联网的意见》。吴江市广电局和松陵镇政府加强领导，紧密配合，按照统一、

节约、高效的原则，加快对吴江松陵地区共用天线系统的整顿、改造和联网。１０月底，松陵地区共
用天线系统网络的整顿、改造和联网工作完成，形成１个前端和城北、城南２个网络，城北网由松陵

镇广电站安装、维护、管理，城南网由吴江市有线电视工程技术部安装、维护、管理。同时，盛泽、震

泽、芦墟、桃源、铜罗、金家坝６个乡镇先后实施由乡镇广电站归口联网、管理。

１９９３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有线电视管理的意见》。年底，全市共有１８
个乡镇的共用天线系统由乡镇广电站联网、管理，共用天线（有线电视）用户终端２５９８０个。

第三节　有线电视网

　　一、有线电视网络建设

１９９４年初，吴江市广电局组织编写《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和《吴江市有线广播
电视系统技术方案》讨论稿。１２月，吴江市广电局自筹５０万元资金，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架设吴江

市区到同里镇全长８．８公里全市第一条光缆干线，购置亚特兰大１０毫瓦光发射机和接收机各１
台，把市有线电视信号高质量地传输到同里镇。１９９４年，全市新增有线电视用户终端４０２１个，使全

市有线电视用户终端达３００００个。１９９５年春节前，同里镇栅桥村投资１００多万元建成、开通有线电
视网，成为全市第一个通过光缆与市有线电视网联网的行政村。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和《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技术方
案》通过江苏省、苏州市和吴江市有关专家、领导的论证。１１月，吴江市广电局自筹１３０万元资金，

架设吴江市区到平望镇全长２３．４公里光缆干线，并购置亚特兰大２０毫瓦光发射机２台，设立平望
中继站。按照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和技术方案，吴江南部的盛泽等１７个镇逐步与平望中

继站光缆联网，吴江北部的５个镇逐步与吴江有线电视台光缆联网。当年，新建和改造庙港、北厍

等镇的有线电视网络，一年新增有线电视用户终端７０００多个，使全市有线电视网络用户终端突破
４００００个。

１９９６年３月起，根据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和技术方案，吴江市广电局组织编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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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２３个乡镇的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和技术方案。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８日，苏州市广电局召开苏州市和６市（县）有线电视联网工作会议，提出把苏州

市区到各市（县）联网作为１９９６年苏州市广播电视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苏州市广电局有线电视

联网规划与技术方案，吴江市广电局与吴县广电局密切合作，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突击１５天，架设

吴江至苏州全长１６公里的光缆干线（其中吴江负责架设光缆７．５公里）。９月，建成苏州市ＳＤＨ数

字同步传输网，为全省有线电视大联网创造条件，也使吴江有线电视网络实现与省内有线电视骨干

网联网，吴江有线电视传输的电视节目增加包括中央电视台４套加密电视频道在内的６套节目。

１０月起，吴江市广电局把有线电视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加快光缆传输网建设和各乡镇有线电视

网络的改造延伸”上，先后自筹４８５万元资金，架设光缆１７９．４公里。当年联通黎里、八坼、横扇、菀

坪等镇，还逐步改造黎里、八坼等镇的有线电视系统，新建横扇、梅堰等镇的有线电视网络，使黎里、

八坼、横扇、菀坪、梅堰等镇的有线电视实现全镇联网，接收市有线电视信号。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和１９９７

年２月，全市２３个乡镇的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和技术方案，分两批通过苏州市、吴江市有关

专家和领导的论证。

１９９７年２月起，吴江市有线电视网先后与盛泽、震泽、铜罗、七都、金家坝、芦墟等１７个镇光缆

联网。年底，全市２３个镇的有线电视光缆全部联接到位，实现全市有线电视光缆大联网，成为江苏

省第三个有线电视联网市（县）。同时，全市各镇有线电视网络向村延伸，全年建成有线电视村８２

个，使全市有线电视用户终端达到６００００多个。

表３２１　１９９３年起吴江市各镇与市有线电视联网时间一览表

联网时间 镇广电站 联网时间 镇广电站

１９９３．１ 松陵 １９９７．３ 坛丘

１９９５．１１ 平望 １９９７．７ 金家坝、七都、桃源、南麻

１９９６．１ 八坼 １９９７．８ 同里、屯村

１９９６．２ 黎里 １９９７．１０ 铜罗

１９９６．８ 菀坪 １９９７．１１ 庙港

１９９６．１０ 横扇 １９９７．１２ 芦墟、莘塔、青云

１９９７．２ 盛泽、震泽、八都、梅堰、北厍

　　二、有线电视“村村通”

１９９８年开始，吴江市广电局为促进有线电视事业发展，加快光缆干线和镇村网络改造延伸，启

动“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当年，完成吴江至平望以及同里、金家坝、震泽、庙港、坛丘、七都等镇

的光缆干线改标。各镇广电站加快有线电视网络向行政村延伸，全年新架设光缆干线的行政村８４

个，建成有线电视村９１个，增加用户终端８１３０个。其中，建设速度最快的盛泽镇，投入资金４００万

元，建设有线电视村。至９月上旬，全镇３１个行政村全部开通有线电视，新建有线电视村１６个，新

增用户终端２５００个，平均入户率达６０％，在吴江全市率先建成有线电视镇。

１９９９年初，吴江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２０００年底前全市农村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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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通有线电视”的目标任务，与各镇政府领导签订有线电视进村入户目标责任书；吴江市政府办

公室转发市广电局关于加快广播电视进村入户的意见。１０月２０日，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又在坛

丘镇召开“吴江市有线电视村村通现场会”，通报全市各镇“村村通”工程进展情况，推广先进镇村

的经验，进一步推动全市“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年底，全市架设光缆１３１缆公里、１８６５芯

公里，架设村网电缆８００杆公里，镇村联网２２３个村，新建有线电视村１２０个，新增用户终端２００００
多个，全市有线电视用户终端总数超过８００００个。松陵、坛丘、七都三个镇继盛泽镇后建成有线电

视镇，并通过苏州市广电局验收，获苏州市广电局颁发的“有线电视镇”标牌。

２０００年初，吴江市广电局多渠道筹措资金、组织施工队伍、做好技术指导，推进有线电视“村村

通”工程。９个月，全市镇村联网累计竖立７米杆３８８根，架设光缆主干线１５３１缆公里、３８２８纤公
里。９月底，全市５７７个行政村已有５３９个村实现镇村有线电视联网，联网率９６８％，提前１００天基

本实现全市农村“村村通”有线电视的目标任务。全年，新建有线电视村７４个，震泽、梅堰、八都、北
厍４个镇建成有线电视镇。全市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２０４７５个，累计用户１０００００多个。

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广电局（市文广局）在全市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的基础上，要求吴江市有线
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和各镇广电站（文广服务中心）切实抓好有线电视村的发展和有线电视镇的建

设。全市新建７４个有线电视村网，新增有线电视用户 １４６５０个，行政入户率为 ５３％，累计用户
１１７２０５个。２００２年，全市新建有线电视村网１６个（其中同里镇广电站为屯村社区５个行政村架通

光缆），全市３９８个行政村都开通有线电视，铺网率达到１００％。同时，新建有线电视镇５个，累计为

１２个。全市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９００个，累计用户总数１３６４２０个，行政入户率达６１％。

　　三、有线电视“户户通”

２００３年，吴江市文广局为扩大有线电视覆盖面，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当年，全市累计
投入资金３２０３万元，架设镇村光缆干线１０４１缆公里、６６５２纤公里，电缆６７８公里；投入资金５５６４
万元，建设村网６０６８公里，完成２２个村的有线电视村网建设。其中，松陵镇投入资金５５８万元，架

设光缆干线５１１缆公里、３１３４纤公里，电缆４２１公里。至年底，全市新建有线电视镇５个，新增有线
电视用户２１９９６个，累计用户总数１５８４０２个，行政入户率达８２３％，经江苏省广电局验收合格，成

为江苏省首批有线电视示范市（县）之一。

２００４年，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进行整合，组建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及各镇分

公司，进一步促进有线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当年，全市新建有线电视村９３个，复整村网５３个，新
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６０３７个，使全市有线电视用户达１７４４３９个，门樘入户率９０７％。其中，同里镇建

成有线电视镇，通过苏州市文广局的验收。至此，吴江全市１０个镇都建成有线电视镇。
２００５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根据吴江市文广局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实施农村有

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利用整合后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村有线电视用户。当年，全市新立各类

电杆８８７５根，架设光缆２６９缆公里，电缆１３８２公里；增设各种放大器１８４５台、光发射机３９台、光接

收机２１６台；完成管道建设３７８孔公里。同时，５８个有线电视村网得到复整，新建有线电视村６９

个，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５２５０个，全市有线电视用户总数１９０８７４个，门樘入户率达９８９％。
２００６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制定高标准的有线电视网络规划，全力推进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升

级改造，完善有线广播电视干线网络结构。全年建设工程立项２１９个，新立电杆２３０２０根，新架设

５３１

第三篇　有线电视



光缆干线７５０公里，电缆干线１８００公里；新增光发射机６０台、光点５４１个；新增放大器１４６４台。为

完成市级光缆环网工程建设，新架设１４４芯光缆１４１２杆公里、７２芯光缆６４１杆公里。全市复整

有线电视村网５７个，新建有线电视“户户通”村１１６个。全年新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１９８６５个，使全
市有线电视用户总数达２１０７３９个，门樘入户率达１１０１％。８月底，盛泽镇广电网络分公司把全镇

３５个行政村都建成有线电视“户户通”村，新发展农村用户２８８６个，通过苏州市文广局验收，成为
江苏省首个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镇。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９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吴江市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实施意见》，把
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列为２００７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强力推进有线电视

“户户通”工程，当年，全市新立电杆２０８３８根，架设光缆９５９杆公里，新增光节点３９０个，新建有线
电视“户户通”村１６０个，增加用户２７８０３个（农村用户１１３９４个），全市有线电视用户２３８５４２个。

年底，经江苏省广电局验收合格，成为江苏省第二个有线电视“户户通”市（县）。

　　四、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

２００７年初，吴江市人民政府下发《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吴
江实际，以“行政推动、财政支持、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筹规划、整体转换、城乡联动、分步实施”

为原则，加快有线电视数字化工程建设步伐。１月１２日，吴江市文广局成立“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

化整体转换工作小组”，下设招标组、宣传策划、技术、培训推广、工程实施、用户管理、财务、后勤服

务８个小组，明确各小组的职能职责。同时，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做好数字化整体转换各项准备工
作。１月１５日，邀请国内外数字电视软硬件厂商到吴江进行前期技术交流。１月２１日，吴江数字

电视系统前端硬件平台召开招标会，深圳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卫星接收机和中国电视总

公司代理的美国科学亚特兰大（ＳＡ）生产的前端硬件处理设备中标。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２１日，吴江数字电视系统前端软件平台召开招标会，北京永新同方数字电视
技术公司的ＣＡ系统、北京四达时代通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客户管理ＳＭＳ系统、北京算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电子节目指南ＥＰＧ及马赛克系统、深圳茁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 ＤＶＢ数据广播系
统、北京海特荣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票播发系统中标。４月上旬，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技术人员

改造原模拟电视设备机房，更新和调整楼顶卫星接收机天线。４月２０日，数字电视硬件设备调试完
成，数字电视清流节目生成。４月２３日，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初步确定数字电视节目源与节目频道安

排，确定节目源主要为央视节目、部分省级卫视、本地电视节目、鼎视节目、华诚、上海文广节目。

２００７年５月初，ＣＡ系统完成与ＳＡ前端ＤＣＭ设备对接，数字电视加扰节目流生成。５月９日，

吴江数字电视测试节目流并入市区ＣＡＴＶ网，吴江数字电视进行测试性运行，内部相关人员开始试
用。同时，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对数字电视呼叫中心系统招标，吴江电信中标。５月１０日，数字电视

ＮＶＯＤ系统招标，北京算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标。５月１１日，数字电视机顶盒采购招标，深圳同
洲电子公司、江苏银河电子有限公司和四川九州电子公司中标。５月中旬起，吴江数字电视中标单

位和厂商分别对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相关技术人员进行理论知识培训与设备实际操作培训。５月２４

日，数字电视机顶盒遥控器通过议标形式，深圳瑞模特电子公司中标。５月２６日，吴江有线广电网
络公司初步确定吴江数字电视传输节目为９４套标清电视、１套高清电视和１０套音频广播节目。至

６月底，吴江数字电视软硬件系统整体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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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７月初，吴江数字电视整体平台调试完毕，进入系统优化配置阶段。７月上旬，根据国

家广电总局统一部署，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安装１台Ｃ波段卫星接收天线。７月底，吴江数字电视试

用范围扩大至吴江文广系统。８月１—３日，转星调整工作完成，节目信号源从亚太６号等卫星接收

转换到从中星６Ｂ卫星Ｃ波段、鑫诺３号卫星Ｃ波段专用卫星上接收。８月中旬，由北京博汇公司

提供的吴江数字电视监看系统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可全面监测吴江数字电视全部节目传输状态，

保证吴江数字电视正常稳定运行。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３日，吴江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发改委、农林、文

广、财政、物价、地税、民政、建设、城管、科技、监察、旅游、信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有线电视

数字化整体转换工程领导小组。并确定各镇（区）、街道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领导，

做好宣传、发动、协调、督促工作，确保本镇（区）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稳步有序进行。２４日，

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动员大会召开。８月２５日开始，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先后在市区正

大花园小区、梅里公寓小区、太湖小区进行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试点，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派

员到市区观摩学习，为有线电视数字化在全市范围内整体转换做准备。９月中旬起，全市有线电视

数字化转换工作全面展开。１０月２２日，吴江市文广局发布《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若干

规定》，规范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管理和服务。年底，全市完成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用户

５００００多个。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日起，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对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用户分批关闭模拟电视信

号，过渡期间只保留中央电视台一套、中央教育电视台一套、江苏卫视一套、苏州电视台一套、吴江

电视台一套、吴江电视台二套、吴江电视台三套、吴江电视台四套等８套模拟电视节目，推进有线电

视数字化转换。同时，抓好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更新改造和有线电视用户发展。４月１７日，横扇镇有

线电视数字化整转顺利通过苏州市文广局的验收，成为全市首家完成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

镇。至年底，全市新立电杆７２３８根，架设光缆２８７杆公里、５８６１芯公里，新增光接收机５２５台，新增

用户１０８４４个，有线电视总用户２４９３８６个，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２３３４９１个，通过江苏省广电局

“城乡一体化有线数字电视户户通”验收。

表３２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县（市）有线电视用户数一览表

年份 用户数（个） 备注 年份 用户数（个） 备注

１９９０ ３０００ 共用天线系统 ２００１ １１７２０５ 有线电视

１９９２ ７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３６４２０

１９９３ ２５９８０ ２００３ １５８４０２

１９９４ ３００００ 有线电视　　 ２００４ １７４４３９

１９９５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９０８７４

１９９７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１０７３９

１９９８ ６８１３０ ２００７ ２３８５４２ 数字电视５００００多

１９９９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４９３８６ 数字电视２３３４９１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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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网络多功能开发

　　一、数据业务网

１９９９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组织吴江有线电视台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网络多功能业务开发调

研，决定吴江有线电视网络采用美国朗讯科技的ＡＴＭ设备，实现网络的无缝对接。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
日，吴江有线电视台委托江苏省招标中心召开网络设备代理商招标会，通过评标，确定由上海长达

科技公司作为设备代理商，引进美国朗讯公司生产的ＡＴＭ设备，组建吴江有线宽带数据业务网。７
月，首期工程投入资金８００万元，购置朗讯公司的ＣＢＸ５００核心交换机２套，设立松陵、平望两个中

心点，２３个乡镇和市公安局设立分点，分别使用边缘投入汇聚设备 ＰＳＡＸ６００和边缘接入汇聚设备
ＰＳＡＸ１２００。１１月，吴江有线电视宽带数据业务网的第一用户———市公安局网络接入，连接各镇派

出所和治安点、道路监控等，提供内部语音、电话、网络、视频监控等全方位业务，接入点达 １５０
多个。

２００１年３月，吴江有线电视台的有线宽带数据网二期工程上马，投入２００万元资金，购置２套
ＣＢＸ５００，增设震泽、北厍２个中心点，４个中心点互连互通，分别连至２３个乡镇，进一步完善全市的

有线宽带数据网。１０月，为吴江市建设局提供互联网出口、内部专线互连等业务。
２００２年５月，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吴江支公司提供总部到乡镇

分部的数据专线业务。６月，为吴江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到各镇计生办的专线业务和互联网接
入业务。９月，为吴江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现为农村商业银行）提供总部到各乡镇支行的备份网

络及支行到营业点的支线业务。１１月，为吴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涉及医院、卫生院、门诊
部、药店等３５０多个点提供数据专线业务。

２００３年３月，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为吴江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公安、计生、建设局、
医疗保险等部门提供数据专线业务。８月，为吴江市国药业零售连锁有限公司提供４０多个点的接

入，提供总部与医保系统的互联互通。９月，为吴江市各镇劳动社会保障所提供内部业务专线和互
联网接入复线业务。１０月，为吴江市信息化办公室机房设备托管吴江有线宽带网络参与“中国吴

江”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提供专线。１１月，为吴江市机要局、吴江市信息化办公室提供吴江市党政信
息网专线建设，实现公文传送网络化，累计接入４８个部、委、办、局。

２００４年３月，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为吴江市检测中心提供与吴江市建设局互联，为平
望、芦墟的互联专线服务。８月，为吴江市汽车客运公司与１７个乡镇客运公司（售票点）的互联，实

现全市的客运售票电子化、网络化提供专线业务。

２００６年４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采购华为公司生产的 ＳＤＨ设备，以适应网络运行业务不断发
展和质量不断提高的实际需求。２００７年２月，吴江有线网络２５Ｇ的主干传输环网建立，松陵、震

泽、盛泽、平望、北厍５个点采用华为ＯＳＮ３５００设备。同里、横扇、七都、桃源、黎里、芦墟、莘塔、金家
坝８个分点使用ＯＰＴＩＸ１５５／６２２Ｈ光传输设备，分别连接至２５Ｇ主干ＳＤＨ环网，实现主干２５Ｇ、分

点１５５兆／６２２兆接入的ＳＤＨ网络，提供以太网专线、２兆电路数字专线等多种业务接入方式，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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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广电网络的接入网，为广大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１１月，为同里镇７个景点提供监控专线业

务。１２月，为吴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区（农村）社保、医保５００多个网点提供数据业务，并向农

村覆盖。

２００８年４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为吴江市物价局至各镇农贸市场实时价格系统提供１１条专线

业务。至年底，吴江有线电视宽带数据网已为政府、公安、社保、医保、银行、计生、外企等单位联网，

业务点达１５００多个，服务范围覆盖全市。

　　二、互联宽带网

１９９６年，吴江有线电视网络与苏州有线电视网络实现光缆联网，１９９８年，完成苏州至六县市的
ＳＤＨ网络建设，并相继完成苏州与六县市的数据网络平台ＡＴＭ网络建设和宽带ＩＰ网络建设。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３日，吴江有线电视前端机房的Ｓｉｓｃｏ２６００路由器安装调试完成，开通吴江广电网
络的互联网接入业务，使吴江有线电视用户可以得到上网、收发电子邮件、下载、上传、网络游戏和

视频点播等功能服务。当年，吴江有线电视台各部门接入因特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
对互联网业务的接触、了解和实践机会。

２０００年８月起，吴江有线电视台采用光纤五类线接入和Ｄｌｉｎｋ交换机，网络延伸到吴江鲈乡南
路的吴江广电中心，为吴江市广电局、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提供内部各科室、各部门的互联网

接入。

２００２年２月，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在市区桃花苑、鲈乡苑住宅小区等完成有线电视网
络双向改造，进行Ｃ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ｍ上网接入试点。３月，吴江有线电视网络和苏州有线电视网络的

ＡＴＭ网络传输系统实现互联，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网提供１０兆链路至苏州有线电视网络，为小区推广光纤
五类网线接入方式上网做准备。４月，建成吴江 ＡＴＭ数据传输网，全市各镇广电站逐步接入互联

网，提供单位内部上网，使各镇广电站工作人员接触和了解网络技术。５月起，采用 ＰＰＯＥ认证方
式，开通松陵城区莱福公寓、振泰小区、东城沿路、医院小区、双板桥小区等以太网接入试点工作。

这些小区采用光纤五类线接入方式，设备为以太网光电收发器至小区，然后采用ＴＰＬｉｎｋ交换机到
楼道，五类线至用户。６月，盛泽镇广电站采用光纤五类线接入方式，互联网出口为中国网通线路，

为盛泽镇区的部分小区用户提供上网业务。

２００３年１月，苏州的ＳＤＨ传输网络接入的２兆线路改为苏州千兆网ＶＰＮ专线接入，使吴江有

线上网链路采用１００兆链路互联。４月，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采用以太网光纤收发器传输
到用户单位，通过接入路由器至用户端，为中共吴江市委组织部、农工部以及吴江市粮食局、体育局

等机关提供上网业务。１１月，为部分镇幼儿园提供上网业务。２００４年６月，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
传播中心采用吴江移动公司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线路出口接入吴江有线电视网络，接入带宽１００兆，通过瑞斯

康达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到吴江有线电视网络机房，采用华为２４０３Ｈ以太网交换机，新增华为Ｒ２０２６
路由器为上网业务提供服务，并对单位用户接入线路进行改造，采用移动真实ＩＰ地址上网。

２００５年初，吴江有线广电网络公司在七都镇推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网业务，为镇政府机关和部分居民

小区用户提供上网服务。２００７年６月，鉴于上网终端用户增加，吴江有线广电网络公司网络结构做
相应调整，使吴江有线上网系统全部出口都集中在吴江有线数据机房内，路由器等接入设备升级更

新，以华为３ＣＯＭ的ＮＥ２０８路由器作为核心路由器，前置 Ｈ３ＣｓｅｃＰａｔｈ１０００Ｓ防火墙，下接 Ｈ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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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３６００交换机，接入线路采用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和苏州有线电视网络等３家。互联网用户随之逐

步增加，至２００８年底，达２０００多个。

　　三、互动娱乐节目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下旬起，为发展有线电视增值业务，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
中心引进上海范思软件公司的范思点歌机技术，与市电信局合作，在有线电视网络的增补３３频道

中开通互动娱乐节目。

在日常工作中，由值班人员人工接听预约来电，然后在指定时间播放指定节目，并根据观众要

求制作画面字幕。点歌系统内存节目源十分丰富，包括歌曲、小品、相声、卡通、影视剧片段、体育、

舞蹈等节目内容，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群众的点播要求。用户通过市内固定电话，根据话音

提示，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２００３年３月，该互动娱乐节目移交给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开办点
歌节目，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停办。

　　四、现代远程教育网

２００５年６月，中共吴江市委根据江苏省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市（县）的要求，利用吴江有线电视
网络覆盖全市的特点，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吴江有线广电网络公司先后投

入资金３６０万元，建成终端接收站点３２２个，其中，市级接收站点１个，街道社区接收点７８个，行政
村接收点２４３个，形成一个上下贯通、覆盖全市的远程教育网络，为“党员长期受教育、农民长期得

实惠”创造新的平台。２００８年底，该远程教育网络继续使用。

第五节　设备设施

　　１９９０年５月，吴江县有线电视站开通第一批有线电视用户，播出９套电视节目。前端设备主要
有：日本保利通天放、索尼ＪＵ１１１０解调器、日本Ｖｍ调制器、ＢＴ调制器和上海贝特电子有限公司的

贝特２Ｆ调制器。网络传输干线采用美国 ＱＲ５４０电缆，其余分配网电缆、放大器、分支分配器和用
户终端面板等器材均选用国家入网许可优质产品。录像播放设备采用日本松下ＮＶ３７０型录像机、

松下Ｇ３３录像机和日立ＶＴ５４７型录像机各１台、北京牌８３７１型彩电２台。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起，吴江市有线电视站增加播出中央电视台一、二套和部分省卫星电视节目，相应

增加无锡市雷华环球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３米和１６米卫星地面接收站设备各１座、日本优
能卫星接收机３台，英国ＰＳＲ８００卫星接收机２台。

１９９４年，吴江市广电局筹建吴江有线电视台，投入资金２０万元，改造前端机房，自行设计和安
装电视屏幕墙机架，安装杭州临安视频设备厂生产的控制台３单元，有线网络采用５５０兆赫传输。

主要设备有：美国 ＧＩ／Ｊｅｒｒｏｌｄ的 Ｓ８９０解调器５台，ＧＩ／Ｊｅｒｒｏｌｄ的５５０电视调制器５台，ＧＩ／Ｊｅｒｒｏｌｄ的
Ｃ６ＭＣ３８电视调制器５台，ＧＩ／Ｊｅｒｒｏｌｄ的Ｓ４５０射频处理器２台，夏普制式转换器２台，英国ＰＳＲ８００

卫星接收机５台，日本ＳＬ１５０卫星接收机３台，松下ＮＶＰＤ９２放像机２台，松下ＮＶＨＤ８２录像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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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同时，还增加泰州广播科研所生产的ＧＤＸ８０１矩阵选择器１台，中奥ＺＡ８０７字幕机１台，浙江

省电子研究所生产的ＺＤ５３８８ＩＩ型彩色电视测试卡和ＺＤ１８０型彩色台徽时钟发生器各１台。１２月，

实施光缆联网工程，启用１３１０纳米光设备，先后购置上海科学亚特兰大生产的ＳＡ６４６０／７５０光发射
机４台。

１９９５年起，吴江有线电视台根据开办自办节目的需要，先后添置松下Ｍ９０００ＥＮ摄像机１台、索
尼ＰＶＷ６３７Ｂｅｔｃａｍ摄像机１台、索尼ＰＶＷＤ３０ＰＢｅｔｃａｍ摄像机１台、松下ＦＳ８８Ｘ２＋ＶＷ３１０编辑

机１套、索尼ＰＶＷ２６００＋２８００Ｂｅｔｃａｍ编辑机１套、索尼ＦＸＥ１００Ｐ编辑器１台、索尼ＰＶＷ１４５０ＱＭ
监视器１台、ＪＶＣＳＲＳ３６８ＥＸ２＋ＲＭ８００Ｕ编辑机１套、深圳奥维迅精典３０００型电视图文动画创作

系统１套和苏宁ＳＮ８００字幕机１台等摄、录、编设备。当年１０月后，前端机房增加先锋１７５０影碟
机１台、新科ＳＶＣＤ３２０，高仕达ＶＣＤ三碟播放机各１台。

１９９６年，随着有线电视播出频道的增多，吴江有线电视台增加无锡市雷华环球电子设备公司
生产的３２米、３７米和４５米卫星地面接收站设备各１座，日本东芝ＴＳＲＣ５卫星接收机７台、东

芝ＴＳＲＤ１０００型数字卫星接收机５台和诺基亚９５００Ｓ数字卫星接收机、韩国现代ＨＳＳ１００Ｃ数字卫
星接收机各１台。１０月起，为传输浙江钱江电视台、上海电视台１套和吴江电视台节目，先后购置

上海大学光纤工程公司的ＰＦＭ５０１ＡＶ光端机５套。同时，随着自办节目时间的增加，先后增加日本
ＪＶＣＳＲＳ３６８ＳＶＨＳ录像机５台和索尼ＵＶＷ１４００Ｐ录像机、ＵＶＷ１６００录像机、索尼 ＶＯ９８００Ｐ四

分之三英寸录像机、ＶＯ９０００四分之三英寸录像机各１台等播放设备。

１９９７年，苏州六市（县）光缆联网后，吴江有线电视台投入资金７５万元，安装阿尔卡特编解码
设备１７１５ＯＶ和阿尔卡特同步数字传输设备１６６４ＳＭ各１台。１９９８年９月，吴江有线电视台为建立

市党政会议加密电视电话系统，投入资金 ５０万元，购置美国 ＧＩ／Ｊｅｒｒｏｌｄ产品。其中有：ＡＣＣ
４０００ＬＩＴＥ可寻址控制器、ＭＶＰＣ３８加密器、ＤＰＭ数据流调制器、ＮＡＩＣＣＡＲＥ条件接入卡各１台、

Ｃ６ＭＩＩＣ调制器２台、ＩＤＤＢＢ７３１９１Ｃ６０ＣＨ解码器３０台。１０月，前端机房启用１５５０纳米光设备，安
装上海科学亚特兰大生产的１５ＴＲＮＯ光发射器和 ＡＴ２１Ｒ２光放大器各１台。１９９９年５月，吴江

有线电视台前端机房安装北京博汇科技公司的 ＭＬＴ３００多路游动字幕同时插播系统１套。８月，
利用苏州ＳＤＨ数字同步传输网，为开通吴江有线网络因特网接入业务，安装思科ＳＩＳＣＯ２６００路由

器１套。为保证机房设备可靠运行，还安装上海复华ＭＵＧ５千伏安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１套。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吴江有线电视台的数据业务网建成，主要设备有：美国朗讯 ＣＢＸ５００核心交

换机４台、ＰＳＡＸ６００边缘交换机１８台、ＰＳＡＸ１００边缘交换机５台、华为ＰＳ４８３００／２５通信电源２台、
ＳＭＰＲ５０１２泰坦电源２２台和大华、邮通 ＰＤＨ光端机７０套及瑞斯康、飞通广电接收器２８００多套。

１２月，利用电视频道的逆程信号传播股票信息，引进清华永新的数据广播系统１套。２００１年１０
月，新的有线电视业务大楼投入使用，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重新建设网络传输前端机房和

播控机房，采用ＩＮＳＴＥＫ机架和电视屏幕墙机架，前端机房设备主要有：６米后馈卫星地面接收站１
座、５米卫星接收站２座、４米卫星接收站２座、３６米卫星接收站１座和日本东芝ＴＳＲＣ５卫星接收

机２台、东芝 ＴＳＲＤ１０００卫星接收机 ５台、美国 ＰＢＩＤＶＲ１５００卫星接收机 ２台、同洲电子 ＣＤ

ＶＢ５１００Ｃ１＋卫星接收机１台、阿尔卡特卫星接收机１台、美国ＧＩ杰洛德Ｃ６ＭＣ３８调制器２１台、比
利时巴可ＰＵＬＳＡＲ调制器１０台、美国ＧＩ杰洛德ＨＣ１２Ｘ混合器３台。前端机房安装北京博士威公

司的ＭＡ１５００自动播出系统１套，屏幕墙安装金星牌Ｄ２１３２Ｆ型彩色监视器６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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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投资２００万元，构建吴江有线 ＳＤＨ传输网，主要设备有：ＯＳＮ３５００

智能光网络设备５台、ＯＰＴＩＸ１５５／６２２Ｈ光传输设备８台、Ｒ２６００接入路由器１０台、ＮＥ２０８核心路由

器１台、Ｓ６５０６核心路由器１台、Ｓ２０００接入交换机５０台。２００７年初，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已有日本

东芝、德国赫斯曼等各类卫星接收机２６台、美国 ＧＩ／Ｊｅｒｒｏｌｄ的 Ｃ６ＭＣ３８调制器２１台、比利时巴可

ＰＵＬＳＡＲ调制器１３台、上海金陵、无锡雷华、美国亚特兰大生产的各类１３１０纳米光发射机３０台。

１５５０纳米设备有：美国ＯＲＴＥＬ－３９８０Ｓ光发射机２台、美国ＧＡＳＥＭＴ１１４９光发射机１台、无锡雷华

ＳＡＦＡ１０００２２光放大器１台、上海霍普ＦＯＡ２０２２光放大器３台和上海霍普ＦＯＳ１１０２光开关２台。

网络维护监测设备有：日本藤仓 ＦＳＭ３０Ｓ单模全自动熔接机１台，日本古河１７６单模全自动熔接

机、古河１７７单模全自动熔接机各 １台，日本横河 ＡＱ７２７０光时域反射器（ＯＴＤＨ）１台，ＥＸ

ＦＯＰＦＭ３０２Ｘ光功率计、ＥＸＦＯＴ２０Ａ光功率计、ＬＰＭ３Ｃａ光功率计、ＺＯＯＭ光功率计各１台。美国韦

夫德克ＷＡＶＥＴＥＫ－３ＳＲ有线电视测试仪１台、安可特纳 ＳＤＡ４０４０Ｄ４Ａ场强仪２台，常熟计量所

生产的游标卡尺和外径千分尺各１台和网络施工维护用广播电视工程车１辆、日本尼桑皮卡２辆。

２００７年３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开始启动，４月中旬至７月，

数字电视前端设备陆续到位，并完成安装调试。吴江有线数字电视设备主要有卫星接收系统———

天线８台、光接收机７９台、编码器４台，前端硬件管理器、服务器等３台，前端软件加密器、服务器、

多画面导航器等３２台，电信呼叫中心系统４台、ＮＶＯＤ系统１２台和监看系统１０台。２００８年７月，

增添光接收机３台。

第三章　有线电视节目

　　吴江有线电视的节目由转播节目和自办节目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节　转播节目（频道设置）

　　１９９０年５月起，吴江县有线电视站设置９个播出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和江苏、苏

州、上海、湖州等电视台的８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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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１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９２年９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ＤＳ１ 江苏台 ＤＳ１１ 中央台－１

ＤＳ３ 湖州台 ＤＳ１３ 无锡台

ＤＳ５ 吴江有线录像 ＤＳ１８ 苏州台

ＤＳ６ 上海台 ＤＳ２４ 嘉兴台

ＤＳ９ 中央台－２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起，由于中央电视台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电视节目上卫星传送，吴江市有线电视

站设置卫星接收天线，接收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三套和浙江电视台节目，同时增转上海东方电视

台、吴县电视台和吴江电视台节目，播出频道共１４个。

表３３２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９９４年９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ＤＳ１ 江苏台 ＤＳ１３ 无锡台

ＤＳ３ 湖州台 ＤＳ１５ 吴县台

ＤＳ５ 嘉兴台 ＤＳ１６ 中央台－３

ＤＳ６ 上海台－１ ＤＳ１８ 苏州台

ＤＳ８ 吴江台 ＤＳ２０ 东方台

ＤＳ９ 吴江有线 ＤＳ２１ 浙江台

ＤＳ１１ 中央台－１ ＤＳ２２ 中央台－２

　　注：吴江台为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为吴江有线电视站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起，吴江有线电视台（筹）增转山东卫视、云南／贵州卫视和上海电视台第二套节

目，播出频道共１７个。

表３３３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９９６年９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ＤＳ３ 中央台－３ Ｚ８ 湖州台

ＤＳ４ 山东台 ＤＳ１３ 无锡台

Ｚ７ 嘉兴台 ＤＳ１４ 上海台－２

ＤＳ６ 上海台－１ ＤＳ１５ 吴县台

ＤＳ８ 吴江台 ＤＳ１８ 苏州台

ＤＳ９ 吴江有线台 ＤＳ２０ 东方台

ＤＳ１０ 江苏台 ＤＳ２１ 浙江台

ＤＳ１１ 云南／贵州台 ＤＳ２２ 中央台－２

ＤＳ１２ 中央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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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起，吴江有线电视台与苏州有线电视台实现光缆联网，增转中央电视台四套加密

电视、江苏有线电视台一套、苏州有线电视台一套节目和东方电视台 ３３频道节目，播出频道共

２２个。

表３３４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９９７年９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ＤＳ３ 山东台 Ｚ３７ 苏州有线台－１

ＤＳ４ 贵州台 ＤＳ１３ 东方台３３

ＤＳ６ 上海台－１ ＤＳ１４ 上海台－２

Ｚ７ 云南台 ＤＳ１５ 吴县台

ＤＳ７ 东方台２０ ＤＳ１６ 中央台－６

ＤＳ８ 吴江台 ＤＳ１７ 中央台－７

ＤＳ９ 吴江有线台 ＤＳ１８ 苏州台－１

ＤＳ１０ 中央台－５ ＤＳ１９ 中央台－８

ＤＳ１１ 江苏台 ＤＳ２０ 苏州台－２

ＤＳ１２ 中央台－１ ＤＳ２１ 浙江台

Ｚ８ 江苏有线台－１ ＤＳ２２ 中央台－２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起，吴江有线电视台增转中央电视台四套、中央教育电视台一套、广东卫视和嘉兴

电视台节目，不再转播吴县电视台节目，播出频道２５个。

表３３５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６日—１９９９年９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ＤＳ１ 嘉兴台 Ｚ３６ 中央台－４

ＤＳ３ 贵州台 Ｚ３７ 苏州有线台－１

ＤＳ４ 山东台 ＤＳ１３ 东方台３３

ＤＳ６ 上海台－１ ＤＳ１４ 上海台－２

ＤＳ７ 东方台２０ ＤＳ１５ 广东台

ＤＳ８ 吴江台 ＤＳ１６ 中央台－５

ＤＳ９ 吴江有线台 ＤＳ１７ 中央台－８

ＤＳ１０ 中央台－６ ＤＳ１８ 苏州台－１

ＤＳ１１ 江苏台 ＤＳ１９ 中央台－７

ＤＳ１２ 中央台－１ ＤＳ２０ 钱江台

Ｚ８ 江苏有线台－１ ＤＳ２１ 浙江台

Ｚ９ 四川台 ＤＳ２２ 中央台－２

Ｚ３５ 中央教育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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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起，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增转中央电视台十套、十一套节目，增设吴江图
文频道和互动娱乐节目。同时，江苏有线台一套改称江苏电视台综艺频道，浙江钱江电视台改称钱

江都市频道，苏州有线电视台一套改称苏州电视台社会经济频道，吴江有线台节目改称吴江电视台

二套节目，播出频道２８个。

表３３６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５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ＤＳ６ 上海台－１ Ｚ３３ 互动娱乐

ＤＳ７ 东方台２０ Ｚ３５ 中央教育台－１

ＤＳ８ 吴江台－１ Ｚ３６ 中央台－４

ＤＳ９ 吴江台－２ Ｚ３７ 苏州有线台－１

ＤＳ１０ 吴江图文台 ＤＳ１３ 东方台３３

ＤＳ１１ 中央台－６ ＤＳ１４ 湖南卫视

ＤＳ１２ 中央台－１ ＤＳ１５ 上海台－２

Ｚ８ 江苏综艺 ＤＳ１６ 中央台－５

Ｚ９ 中央台－１１ ＤＳ１７ 中央台－８

Ｚ１１ 四川卫视 ＤＳ１８ 中央台－３

Ｚ１３ 中央台－１０ ＤＳ１９ 苏州台－１

Ｚ１６ 广东卫视 ＤＳ２０ 浙江卫视

Ｚ１７ 钱江都市 ＤＳ２１ 江苏卫视

Ｚ１９ 中央台－７ ＤＳ２２ 中央台－２

２００３年６月起，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增转中央电视台九套、安徽卫视、吴江电视台三
套（影视剧频道）和会议电视等４套节目，播出频道３２个。

表３３７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Ｚ２ 中央台－７ Ｚ１４ 会议电视

Ｚ３ 四川卫视 Ｚ３３ 吴江台－４
Ｚ５ 上海台－２ Ｚ３４ 中央台－９
ＤＳ６ 上海台－１ Ｚ３５ 中央教育台－１
ＤＳ７ 东方台－１ Ｚ３６ 中央台－４
ＤＳ８ 吴江台－１ Ｚ３７ 苏州台－２
ＤＳ９ 吴江台－２ ＤＳ１３ 东方卫视

ＤＳ１０ 吴江台－３ ＤＳ１４ 湖南卫视

ＤＳ１１ 中央台－６ ＤＳ１５ 吴江图文台

ＤＳ１２ 中央台－１ ＤＳ１６ 中央台－５
Ｚ８ 江苏综艺 ＤＳ１７ 中央台－８
Ｚ９ 中央台－１１ ＤＳ１８ 中央台－３
Ｚ１０ 中央台少儿 ＤＳ１９ 苏州台－１
Ｚ１１ 安徽卫视 ＤＳ２０ 浙江卫视

Ｚ１２ 钱江都市 ＤＳ２１ 江苏卫视

Ｚ１３ 中央台－１０ ＤＳ２２ 中央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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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起，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增转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转播频道３３个。

表３３８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０６年９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Ｚ２ 中央台－７ Ｚ１５ 远程教育

Ｚ３ 四川卫视 Ｚ３３ 吴江台－４
Ｚ５ 上海台生活时尚 Ｚ３４ 中央台新闻频道

ＤＳ６ 上海新闻综合 Ｚ３５ 中央教育台－１
ＤＳ７ 东方新闻娱乐 Ｚ３６ 中央台－４
ＤＳ８ 吴江台－１ Ｚ３７ 苏州社会经济

ＤＳ９ 吴江台－２ ＤＳ１３ 东方卫视

ＤＳ１０ 吴江台－３ ＤＳ１４ 湖南卫视

ＤＳ１１ 中央台－６ ＤＳ１５ 吴江图文台

ＤＳ１２ 中央台－１ ＤＳ１６ 中央台－５
Ｚ８ 江苏综艺 ＤＳ１７ 中央台－８
Ｚ９ 中央台－１１ ＤＳ１８ 中央台－３
Ｚ１０ 中央台少儿 ＤＳ１９ 苏州新闻综合

Ｚ１１ 安徽卫视 ＤＳ２０ 浙江卫视

Ｚ１２ 中央台－９ ＤＳ２１ 江苏卫视

Ｚ１３ 中央台－１０ ＤＳ２２ 中央台－２
Ｚ１４ 会议电视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起，吴江有线广电网络公司增转云南卫视、河南卫视，增设吴江购物频道，转播频

道为３６个。

表３３９　吴江有线电视频道配置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００７年８月）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Ｚ１ 云南卫视 Ｚ１３ 中央台－１０
Ｚ２ 中央台－７ Ｚ１４ 会议电视

Ｚ３ 四川卫视 Ｚ１５ 远程教育

Ｚ４ 吴江购物 Ｚ３３ 吴江台－４
Ｚ５ 上海台生活时尚 Ｚ３４ 中央台新闻频道

Ｚ６ 河南卫视 Ｚ３５ 中央教育台－１
ＤＳ６ 上海新闻综合 Ｚ３６ 中央台－４
ＤＳ７ 东方新闻娱乐 Ｚ３７ 苏州社会经济

ＤＳ８ 吴江台－１ ＤＳ１３ 东方卫视

ＤＳ９ 吴江台－２ ＤＳ１４ 湖南卫视

ＤＳ１０ 吴江台－３ ＤＳ１５ 吴江图文台

ＤＳ１１ 中央台－６ ＤＳ１６ 中央台－５
ＤＳ１２ 中央台－１ ＤＳ１７ 中央台－８
Ｚ８ 江苏综艺 ＤＳ１８ 中央台－３
Ｚ９ 中央台－１１ ＤＳ１９ 苏州新闻综合

Ｚ１０ 中央台少儿 ＤＳ２０ 浙江卫视

Ｚ１１ 安徽卫视 ＤＳ２１ 江苏卫视

Ｚ１２ 中央台－９ ＤＳ２２ 中央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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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３月，吴江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启动。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日起，吴江广电网络公

司关闭部分模拟电视信号，保留中央电视台一套、中央教育台一套、江苏卫视、苏州电视台一套、吴

江电视台一至四套共８套节目，并传输吴江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９３８兆赫）调频广播节目。

表３３１０　吴江有线数字电视过渡期模拟电视频道配置表（２００８年３月起实行）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ＤＳ８ 吴江台－１ Ｚ３４ 吴江台－４

ＤＳ９ 吴江台－２ Ｚ３５ 中央教育台－１

ＤＳ１０ 吴江台－３ ＤＳ２１ 江苏卫视

ＤＳ１１ 中央台－１ ＤＳ２２ 苏州台－１

２００８年９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完成，向用户传送９０多套标清数字电

视节目，２套高清数字电视节目和１０套数字音频广播，另设吴江电视视窗，ＮＶＯＤ、股票信息系统等

新型数字电视服务频道。

表３３１１　吴江有线数字电视、音频广播频道配置表（２００８年９月起实行）

类别 频道
频率

（兆赫）

中心频率

（兆赫）
频道名称

有
线
数
字
电
视
频
道

Ｚ－７ １６０．２５０ １６３ ＮＶＯＤ３

ＤＳ－６ １６８．２５０ １７１
吴江新闻综合　吴江社会生活　吴江影视剧　吴江图文台
电视导播　吴江电影资讯　吴江潮流购物

ＤＳ－７ １７６．２５０ １７９ ＣＣＴＶ－１　ＣＣＴＶ－２　ＣＣＴＶ－３　ＣＣＴＶ－５　ＣＣＴＶ－６　ＣＣＴＶ－８

ＤＳ－１２ ２１６．２５０ ２１９
ＣＣＴＶ－１０　ＣＣＴＶ－１１　ＣＣＴＶ－１２　ＣＣＴＶ－少儿　ＣＣＴＶ－音乐
ＣＣＴＶ－新闻

Ｚ－８ ２２４．２５０ ２２７ 浙江卫视　炫动卡通　北京卫视　湖南卫视　安徽卫视　云南卫视

Ｚ－９ ２３２．２５０ ２３５ 东南卫视　上海新闻综合　上海生活时尚　东方新闻娱乐

Ｚ－１０ ２４０．２５０ ２４３
马赛克　江苏卫视　江苏综艺　苏州新闻综合　苏州社会经济
东方艺术人文

Ｚ－１１ ２４８．２５０ ２５１
读书频道　考试在线　车迷频道　亲亲宝贝　环球旅游　新娱乐
收藏天下

Ｚ－１２ ２５６．２５０ ２５９
时代家居　时代出行　四海钓鱼　快乐宠物　电子体育
职业指南　智趣

Ｚ－１３ ２６４．２５０ ２６７
东方财经　游戏风云　测试２（卫生健康）　动漫秀场
全纪实　劲爆体育　测试１（幸福彩）

Ｚ－１４ ２７２．２５０ ２７５
都市剧场　生活时尚　七彩戏剧　极速汽车　法制天地
欢笑剧场　说文解字

Ｚ－１５ ２８０．２５０ ２８３ 远程教育

Ｚ－１６ ２８８．２５０ ２９１ ＣＣＴＶ－４　ＣＣＴＶ－９　ＣＣＴＶ－７　ＣＥＴＶ－１　ＣＥＴＶ－２　欧洲足球

Ｚ－１７ ２９６．２５０ ２９９
东方卫视　重庆卫视　贵州卫视　天津卫视　ＣＨＣ家庭影院
ＣＨＣ动作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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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频道
频率

（兆赫）

中心频率

（兆赫）
频道名称

有
线
数
字
电
视
频
道

Ｚ－１８ ３０４．２５０ ３０７
江苏财经　ＣＣＴＶ－Ｆ　测试３（旅游卫视）　深圳卫视　西藏卫视
测试５（金鹰卡通）

Ｚ－２６ ３６８．２５０ ３７１
家庭健康　家庭理财　时代美食　碟市　时代风尚　证券资讯
ＣＨＣ新动漫

Ｚ－２７ ３７６．２５０ ３７９ 高清

Ｚ－２８ ３８４．２５０ ３８７
玩具益智　美食天府　文物宝库　武术世界　ＣＨＣ中华美食
金色频道　测试４（魅力音乐）

Ｚ－２９ ３９２．２５０ ３９５ ＳＫＹＳＴＯＣＫ（股票）　气象频道

Ｚ－３０ ４００．２５０ ４０３ 数据广播一

Ｚ－３１ ４０８．２５０ ４１１ 数据广播二

Ｚ－３２ ４１６．２５０ ４１９ ＮＶＯＤ１

Ｚ－３３ ４２４．２５０ ４２７ ＮＶＯＤ２

音频广

播频道
Ｚ９ ２３５

经济之声　爱乐频率　江苏交通广播网　吴江交通音乐音频
吴江新闻综合音频　音乐之声　华夏之声　金曲调频　神州之声
中国之声

第二节　自办节目

　　１９９０年５月起，吴江县有线电视站的自办节目频道（５频道），播放由吴江县音像制品发行站提

供、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的电视连续剧或电影，每天约３小时，首播时间１９点３０分至２２点３０分，

重播时间为次日１４点至１７点。

１９９６年５月，吴江有线电视台设立节目部，开办自办节目（有线９频道）。除播放２集电视连续

剧和１部电影片外，试办自己采制的《服务台》节目，每周２档，周二、五首播，一、三、四、六重播，节

目内容为民众生活服务向导和收视指南。１９９７年１月，吴江有线电视台的自办节目改版，播出的

《服务台》节目改为每周３档，并增加各种趣味新闻。３月２１日起，播出沪深股市实时行情，播出时

间为周一至周五的每天９点３０分至１１点３０分和１３点至１５点。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吴江有线电视台的自办节目《服务台》改为《生活采风》，每周３档，周一、三、五

首播，二、四、六重播，每天２０点播出，开设“吴江风情”、“家常菜”、“消费指南”、“农时天地”、“健

康与卫生”、“法制园地”、“信息传真”等栏目。“吴江风情”挖掘和宣传吴江本地的风土民情、名胜

风物、岁时习俗等，节目信息量大，服务面广，陆续制作播放慈云塔、罗星洲、先蚕祠、王晓庵墓、目澜

洲及乡土曲艺、宣卷等一系列专题片，充分展示吴江江南名邑的风采。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吴江有线电视台《生活采风》节目，由每周３档改为每天１档。为配合全市有线

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连续７期播放反映全市有线电视发展状况的系列报道，宣传全市有线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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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取得的成果，介绍盛泽、坛丘、八坼等镇在加快农村有线电视建设中的措施和经验。在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方面，先后播出“全市小学素质教育巡礼”、“健康与卫生”、“创建文明村镇”等系列报

道，另外还推出“吴江古桥”专栏，情趣浓郁、内涵丰富，展示吴江多姿多彩的古代文明和水乡风貌。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３日，吴江有线电视台的自办节目定名为《吴江有视》，节目包装上推出“导视”、“新

片预告”、“形象片头”等多处连接片段，提高视觉感染力和收视效果。增设每日股评《怀新解盘》节目

和《幽默剧场》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１档。６月２６日起，《怀新解盘》改为《中国证券报道》。

表３３１２　吴江有线电视台《吴江有视》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起实行）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０９∶３０ 沪深股市实时行情（周一—周五） １９∶１０ 电视连续剧（每日一集）

１５∶１０ 电视连续剧（每日二集） ２０∶００ 生活采风（每日）

１６∶４５ 电视连续剧（每日三集） ２０∶１０ 电视连续剧（每日一集）

１８∶２０ 请您欣赏 ２１∶００ 幽默剧场（每日）

１８∶３０ 动画片（每日） ２１∶３０ 电视连续剧（每日二集）

１８∶５０ 中国证券报道（周一—周五） ２３∶００ 结束

２００１年５月，吴江有线电视台将自办节目《吴江有视》更名为《吴江二套》，节目设置做了调整。

６月１日起，增加周末版《华鼎财经》。７月，针对社会消费热点，与上海至尊广告有限公司合作，推

出“家居周刊”栏目。同时，电视连续剧从原来每天４集改为黄金档３集，辟出时间段引进汇视（海

南）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大型系列专栏节目《视线》。经过精心策划包装后，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

体的《视线》专栏节目在《吴江二套》播出，每天播出１档。节目部还结合“增收、减负”主题，采制播

出《联合经营、共创效益》、《企业发展、质量为先》等多档节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开

设“身边好党员”专栏。同时，根据老百姓身边人、身边事，采制播出《舜湖逸社、京剧奇葩》、《清风

医才徐灵胎》、《养花育人》、《收藏京胡的人》等节目。与吴江市计生委合作，每月制作播出１期计

生专题。远赴浙江、常州、无锡等地采制旅游节目，做老百姓外出旅游向导，丰富电视荧屏。还采制

播出１０４条《生活采风》专题节目，时长８００分钟。８月２０日起，《中国证券报道》改为《亚太证券报

道》。全年播出电视连续剧５２部，计１０９５集，其中《情深深、雨蒙蒙》、《黑洞》、《康熙帝国》、《不共

戴天》、《蚀金风暴》、《包公生死劫》等３１部获江苏省内首播，占到全年播出量的６０％以上。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根据吴江市文广局统一部署，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节目部对自办

节目做第三次改版，《生活采风》播出３３０期后停止播出，推出全新的《有线播报》新闻类节目。本

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记录真实事件、扫描社会现象、反映市民呼声的宗旨，全年共采制社会新闻稿

４００多篇，（其中接到市民来电近百次），内容涉及吴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中的大事、小

事，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如《这儿的路灯为什么不亮》，反映市区某路段长

时间无路灯，影响市民安全等问题，节目播出后第二天，那儿的路灯就亮起来了。又如《清清小河变

了样》、《这里没水用》、《气味扰民，限期整改》等等，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得到相应解决。同时，

为丰富荧屏，引进一系列有较高收视率的片源，全年累计播出电视剧４８部，计９９０集，其中《现代诱

惑》、《父亲》、《温柔陷阱》、《故事２００１》、《缉私要案组》等４０部电视剧，在江苏省内首播，占全年电

视剧播出总量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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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１３　吴江有线电视台《吴江二套》节目时间表（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起实行）

频　道 节目内容 频　道 节目内容

０９∶３０ 沪深股市实时行情（周一—周五） ２０∶００ 有线播报（每日）

１５∶４０ 电视连续剧（每日三集） ２０∶１０ 电视连续剧（每日二集）

１８∶３０ 动画片（每日） ２１∶４５ 视线（每日）

１８∶５０ 亚太证券报道（周一—周五） ２２∶１５ 奇趣无极限（每日）

１９∶１０ 电视连续剧（每日一集） ２３∶００ 结束

２００３年，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有线播报》节目，全年共采制各类新闻近８００篇。其

中经济类新闻１２０篇，如《“吴江速度”造民企、注册资金过百亿、每天开张六七家》、《离客户更近一

步，盛泽民企卓盛公司总部迁往香港》等，很好地服务于全市经济工作大局。农业类新闻７０多篇，

如《标准化：八坼蛋品拓宽市场的一把金钥匙》、《菀坪桔农丰收、专家又忙充电》等，既围绕全市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改革等方面进行宣传报道，又向农民朋友推广农业科技知识和农事信息。

社会新闻４００多篇，内容涉及全市社会各领域大事小事，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反映舆论监督新闻１００多篇，关注市民关心的热点、难点，推动政府部门改进工作，帮助群众排

忧解难，化解矛盾，解惑释疑，诠释政策。４月１４日，按照年初制订的计划，《吴江二套》节目进行全

新调整，开设“动画天地”、“６２０剧场”、“７１０剧场”、“９００剧场”和“晚间影院”等栏目，增加影视娱

乐方面的播出量，播放时间由原来的晚间播出调整为全天候播出，使《吴江二套》主频道的整体性

更加完善。在影视剧的片源组织上，广开渠道，通过交流、购买、贴片等多种形式，尽量选择首播、收

视率高的片源。全年累计播出电视剧６０多部、计１３００集，电影２７０多本次，其中《雪山飞狐》、《绝

不放过你》、《黑柬》、《流星蝴蝶剑》等近３０部电视剧在苏州大市范围内获得首播权。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有线播报》节目在原有基础上改版，分设

“吴江要闻”、“社会新闻”和“网报链接”三个小板块，全年共采制社会新闻稿近１０００篇，内容涉及

全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中的大事、小事，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采编人员在创新、创优上有所突破。４月，采制《家庭多磨难、社区暖人心》一改传统新闻采编形式，

用新闻连续剧的方式将一家有难、大家关心的感人故事展现得有声有色，在观众中引起共鸣。１１

月，采制《同享一片蓝天———盛泽实小与外来工子弟学校共建成长平台》突出加强未成年人道德建

设主题，生动展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举措、新方法。根据《吴江二套》节目定位，精选

影视剧目，全年共播出各类影视剧２５００多集，如《满汉全席》、《和你在一起》、《看了又看》、《第１０１

次求婚》等，获得苏州大市首播权。

吴江有线电视台（网络中心）自办节目开办历史较短，也创作出精品佳作，在江苏省、苏州市广

播电视作品评比中获奖。２００３年，由徐骏、顾涌、王胜定采制的电视新闻“百场文艺演出贴近百姓

贴近生活”，获江苏省文化报道二等奖。

２００５年１月，随着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组建和公司职能的变化，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

节目部并入吴江电视台，自办节目《吴江二套》划归吴江电视台管理和使用，吴江有线电视台（网络

中心）的自办节目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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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乡镇广播电视

　　１９５１年３月起，盛泽镇、同里镇、平望区先后建立广播收音站，由镇文化站、镇工会
负责管理。１９５６年１月，芦墟镇建立广播站。３月，震泽镇建立广播放大站。１９５８年，
平望乡、盛泽镇、黎里镇等１４个乡镇先后建立广播站或广播放大站，成为乡镇广播事业
的发端。

１９６９年１月，全县大办广播。５月，全县２３个公社和７个镇都建立广播站或广播放
大站。１９７０年４月，全县各社、镇广播站、广播放大站统一更名为社、镇广播放大站。７
月统计，全县５２２个大队和５２５８个生产队都通上广播，共安装广播喇叭１１８６４０只，基本
实现全县户户通广播。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吴江县编制委员会明确全县社镇广播放大站为县属集体所有制性质
的事业单位，是吴江县广播站的组成部分，事业规划、建设和技术工作由吴江县广播站

领导，政治思想教育、日常事务由社、镇政府管理，事业经费由吴江县财政局下拨给吴江

县广播站统一安排和管理。１９８３年，全县农村公社恢复为乡建制，２３个公社广播放大
站更名为乡广播放大站，加上７个镇广播放大站，全县共有３０个乡镇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
年１２月，全县乡镇广播放大站全部更名为乡镇广播站，明确其基本职能除准时、完整转播
县广播站的节目外，根据当地乡镇党委的要求办好广播自办节目，做好广播宣传。１９８８年
１１月，随着盛泽镇、乡广播站合并为新的盛泽镇广播站，全县共有２３个乡镇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５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下发文件，明确乡镇广播站实行乡镇人民政
府领导为主、业务上受县广电局指导的管理体制，机构和人员性质及经费下拨渠道均不

变。７月至１２月，经苏州市广电局和吴江县广电局批准，全县２３个乡镇广播站先后分
三批改为乡镇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４年２月，全市所有乡都改成镇建制，共有２３个镇广电
站。７月，吴江市编制委员会发出《明确镇广播电视站机构性质和人员编制的通知》，明
确全市各镇广电站为股级全民事业单位，实行镇人民政府和市广电局双重领导，以镇人

民政府领导为主，业务上受市广电局指导。１９９６年３月，八坼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
组建成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起，全市各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先后合并，组建镇文广中

心。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行政区划调整，全市镇文广中心共１８个。２００３年底，全市１８
个镇合并成１０个镇，镇文广中心也合并成１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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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年８月，吴江全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进行整合，各镇文广中心的广播电视事业
划归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直接管理。９月，建立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
司和各镇分公司。

２００６年６月，随着黎里、芦墟两镇合并，组建成汾湖镇，全市镇广电网络分公司有９
个，分别是松陵、同里、盛泽、汾湖、震泽、平望、横扇、七都、桃源。至２００８年底没有变化。
　

第一章　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

　　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是由原松陵、八坼两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合并而成，主要负责松陵镇
区、八坼社区及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松陵辖区５个行政村和庞山湖社区的有线广播电视宣传，广
电网络建设、维护、用户服务和广播电视社会事业管理、发展。其主要办公场所设在松陵镇区江兴

路和中山北路路口的原松陵镇文广中心（广电站）内，服务营业窗口分别设立在松陵广电网络分公

司营业厅、鲈乡南路１８８７号吴江市文广局旁和八坼社区。
２００８年底，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共有职工３１名（含合同工）。拥有有线广播喇叭１３２４２只，广

播入户率为９６６％，广播音柱５６４只；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５０１１１多个。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５６年４月，松陵镇有线广播站建立，由松陵镇人民委员会领导和管理。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改名
为松陵镇广播站。１９７０年４月，更名为松陵镇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松陵镇广播站。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湖滨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由公社邮电所管理。１９６９年，湖滨公社广播放

大站开始单独立杆，建设有线广播网，负责人仍由公社邮电所工作人员兼任。１９７３年，正式从公社
邮电所脱离，明确负责人、线务员、值机员职责。１９８３年，更名为湖滨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
月，更名为湖滨乡广播站。

１９８５年３月，松陵镇广播站和湖滨乡广播站合并，组建成新的松陵镇广播站。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改为松陵镇广播电视站。

２０００年８月，八坼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事业一块并入松陵镇广电站。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松陵镇广
电站与镇文化站合并，建立松陵镇文广中心，文化与广电两个部门的工作职责、工作场所均保持原

状，各司其职。

２００４年８月，松陵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事业一块划归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９月，建
立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松陵分公司。至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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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５６年４月，松陵镇有线广播站建立，由镇人民委员会直接管理，无专职人员。１９６４年１０月，

配备工作人员２名。１９６８年９月起，站内人员调整，保持２名。１９８０年３月，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

站内人员增至３名。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湖滨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由公社邮电所兼管，邮电所１名线务员兼负责人

和线务，配有值机员１名。１９６７年３月起，值机人员调整，站内人员保持２名。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和

１９７１年６月，先后调进线务员２名。１９７２年４月，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７３年４月，原线务员兼

负责人调回邮电所，另一名线务员兼负责人，至此，站内人员为４名。

１９８５年３月，松陵镇广播站与湖滨乡广播站合并，湖滨乡广播站４名人员并入松陵镇广播站，

全站人员为７名。１９８８年，１名通讯报道员调出。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松陵镇广电站增加值机员１名。１９９１年１２月，重新配备１名站长，全站人员为

８名。１９９２年３月起，陆续招收合同工１２名，至２０００年７月，全站人员为２０名（含合同工）。

２０００年８月，八坼镇文广中心５名广电工作人员并入，松陵镇广电站人员为２５名（含合同工）。

２００２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４月，松陵镇文广中心招收合同工２名。２００４年９月，松陵广电网络分

公司建立，工作人员为２５名（含合同工），２００６年为２３名（含合同工）。２００７年，松陵广电网络分公

司南片、北片广电网络合并，年底共有工作人员３１名（含合同工），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表４１１　１９６４—２００８年松陵、湖滨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单位名称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备　注

湖滨公社广播放大站 沈阿山 负责人 １９６４．１０—１９７３ 公社邮电所兼任

松陵镇广播放大站
谢云芳（女） 负责人 １９６８—１９７２

祝阿龙 负责人 １９７２—１９８５

湖滨公社（乡）广播站

松陵镇广播站
刘锦德

负责人 １９７３—１９８５

负责人 １９８５—１９９１．１２ １９８５年乡镇合并

松陵镇广电站
杨天诚 站长　 １９９１．１２—１９９６．５

陈　凯 站长　 １９９６．５—２００１．１１

松陵镇文广服务中心

钱玮黎（女） 主任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２．２ 党委宣传委员兼任

任伯民 主任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２．７ 副镇长兼任

金祖荣 主任　 ２００２．７—２００３．６ 副镇长兼任

杨正林 主任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４．９ 副镇长兼任

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
陈　凯 经理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７．５

章亚非 经理　 ２０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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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机房设施

　　１９５６年４月，松陵镇设立有线广播站，在镇人民委员会一小间办公室内设置广播设备。１９６４

年１０，松陵镇广播放大站建立，在松陵镇政府机关院子内小会议室南面一间平房作为广播机房。

１９７３年，搬入镇革委会（原政府）办公院子内一间平房，作为广播机房和办公室。１９７７年，镇革委会

翻造办公大楼，在三楼大会议室的扶梯间上面造一间１０平方米的楼房作为广播机房，另外安排一

间做广播站的办公室。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湖滨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在松陵镇下塘街湖滨公社管委会大院内的一间平房

作办公室，公社大会堂旁边建造一间平房作广播机房。

１９８５年３月，松陵镇广播站和湖滨乡广播站合并为新的松陵镇广播站，办公室和机房延用原湖

滨乡广播站的房子。

１９８９年，松陵镇广播站租用松陵镇水关桥边县航运公司１５０平方米门面房，作为有线电视小型

播出机房和三产经营办公室，并开设凤凰录像厅。

１９９１年，松陵镇政府机关大院在松陵镇水关桥处新建落成，松陵镇广电站办公室也迁移至政

府机关大院内，广播机房迁至镇政府第一会议室底楼。

１９９４年，松陵镇广电站投资８０多万元，购置松陵镇北门菜场店面楼房一至三层，共４２０平方

米。１９９５年７月，投入使用，一楼用于音像出租，二楼开办凤凰录像厅，三楼为办公用房，并建成有

线电视编辑机房和播出机房。１９９８年５月该房产出售。

１９９７年，松陵镇广电站办公室迁至松陵镇通余路４７号镇农工商总公司办公楼底楼。１２月，在

松陵镇江兴路和中山北路路口，征用松陵镇吴新村３８亩土地，投资７００多万元建造广电业务综合

楼，１９９９年８月投入使用。综合楼共四层３２００平方米，东侧、南侧底楼为１２间门面房，用于出租；

北底楼和东二楼、三楼用于餐饮和客房，建成凤凰宾馆；底楼大厅为服务大厅；西底楼辅房为网络办

公用房及临时仓库；南二楼为办公用房；三楼为电视编辑机房、电视播出房、广播播出机房、录音室、

光电缆分配机房及磁带库；四楼为办公用房。２００４年９月，有线电视网络整合时综合楼产权划归松

陵镇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年８月，松陵镇广电站与八坼镇文广中心合并，原八坼镇广电站用房成为八坼社区广播电

视播出机房，并在八坼社区北新路建成社区光电缆分配机房及办公用房。

２００２年７月，松陵镇广电站投入３００万元在八坼社区塘口添置商品房１幢，共四层，３０００多平

方米，后装饰成海世界休闲浴场，用于出租。２００４年９月，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后该房产权划归松陵

镇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年，松陵镇广电站在八坼社区塘口建一幢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的三层广电综合楼，其中８００多

平方米用于出租，２００平方米建成社区广电办公用房、机房及服务大厅。２００４年９月，松陵广电网

络分公司建立，该广电综合楼房产权划归松陵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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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机器设备

　　１９５６年４月，松陵镇有线广播站建立时，只有５０瓦扩音机１台，在镇区主要街头挂几只高音喇

叭。延用至１９６９年，购置 １５０瓦扩音机 １台。１９７１年起，使用县广播站自装的 ３００瓦扩音机。

１９７７年搬入新机房时，购置５５０瓦扩音机１台，一直使用至１９８６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湖滨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广播设备主要有１５０瓦扩音机１台和话筒１只。

１９６９年，为适应农村大办广播的需要，组装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０年，添置５５０瓦电子管扩音机

１台和６０１型磁带录音机２台。１９７３年，购置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台，替代原１５０瓦扩音机，全站扩音

机总功率１８５０瓦。

１９８６年，松陵镇、湖滨乡广播站合并后的松陵镇广播站有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５５０瓦扩音机２

台、自装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扩音机总功率２４００瓦，另有录音机１台、动圈话筒２只等。

１９９１年，松陵镇广电站广播机房迁至松陵镇政府机关大院，机器设备全部更新，新置扩音机柜

３组，配备１２台２５０瓦扩音机（９台工作，３台备用）。添置２５０瓦电子整流器１台。建成录音机房，

配置卡式录音机、盘式录音机、录音控制台各１台。１９９４年，添置ＪＶＣ３６８录像编辑机２台、松下Ｍ７

摄像机１台。

１９９５年７月，松陵镇广电站在松陵镇北门菜场楼面房建成有线电视机房，添置松下４５５摄像机

１台、ＪＶＣ３８６编辑机１套、ＪＶＣ３６０播出机２台、松日１４寸彩电１４台以及字幕机等有线电视播出设

备。１０月，新添ＪＶＣ线性编辑机、编辑播出用字幕机各１套。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松陵镇开通农村有线

电视网络，有线电视机房增加光接收机、发射机。随着有线电视持续发展，有线电视网络设备不断

增多，更新换代较快。

１９９９年８月，松陵镇广电站广电综合楼建成，广播电视机房合并，广播录音机房实现采录编数

字化，引进索尼品牌的ＭＤ机、ＣＤ机、金耳朵品牌的调音台各２台；广播播出机房建成扩音机柜４

组，配备２５０瓦扩音机１６台。电视编辑机房添置新奥特字幕机１台；电视播出机房添置２４台ＴＣＬ

彩电组成电视监视墙，添置调制器、台标发生器、视频优化器、音频优化、ＧＳＰ时钟发生器各１台以

及磁共振整流器、６千伏安不间断电源等。

２０００年８月，松陵镇广电站与八坼镇文广中心合并，设立八坼社区广播播出机房，配有２５０瓦

扩音机４台、卡式录音机１台等。

２００１年，松陵镇广电站实现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共缆传输，松陵镇和八坼社区２个广播播出机

房转为光电缆分配机房。电视播出机房添置 １套电脑点播系统。２００２年，添置松下 ＡＪ

Ｄ６１０ＷＢＭＣ、ＤＶ１８０数字摄像机各１台、大洋非线性编辑系统１套、松下ＡＪＤ２５０数字播出机２台，

松下ＡＪＤ４５５数字编辑机１台，电视的采编播实现数字化。２００４年９月，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

后，有线电视设备更新。

２００８年，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根据数字电视发展的需要，机房设备增添２米机柜３只、１５５０光

放大器４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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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５６年４月，松陵镇有线广播站建立，架设２条广播线，镇区有关单位安装广播喇叭。１９６９

年，松陵镇广播站重新架设广播线路，全镇工厂企业和商店都安装广播喇叭。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湖滨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利用电话线在农村大队部各安装１只广播喇叭，广播

与电话实行同线传输，通广播时不能打电话。１９６６年，湖滨公社有线广播加快发展，采用毛竹杆架

设广播专线。年底，全公社大队部和生产队及生产队仓库安装广播喇叭。１９６７年，湖滨公社每个

大队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家里安装广播喇叭。１９６９年，有线广播线路开始架设到农村大多数家

庭，在农民家里安装广播喇叭。１９７１年下半年，湖滨公社有线广播线路进行改造，采用方型水泥杆

替代毛竹杆，并扩展有线广播网络覆盖，有线广播入户率提高到８０％。

１９８１年，湖滨公社广播放大站竖立７５０根水泥杆，架设９条广播主馈线，长４５杆公里、１００线公

里，安装有线广播喇叭７９０３只、高音喇叭３９只。１９８４年起，对有线广播网络进行大改造，时年投入

１２５００元，对原有方型水泥杆改为圆型水泥杆，广播主馈线更新为３０毫米铁芯线。１９８５年３月，

松陵镇广播站和湖滨乡广播站合并，松陵镇投入４００００元，对全镇农村广播主馈线及村级网络进行

改造。１９８６年底，全镇广播线路长４６４杆公里、１２１线公里，共有圆型、方型水泥杆８６５根，广播喇

叭８６３９只。

１９９１年，松陵镇实施广播动圈化建设，石里、清树湾、吴模３个村率先建成广播动圈村。１９９６

年，全镇实现广播动圈化，共有广播主馈线１６８线公里。

２００１年起，松陵镇广电站的有线广播与有线电视实现共缆传输，实施调频广播工程，当年入网

广播喇叭３６００只。２００２年，全镇建成调频广播镇，入网广播喇叭８２００只。至２００８年底，拥有有线

广播喇叭１３２４２只，广播入户率为９６６％，广播音柱５６４只。

　　二、村广播室

１９７０年，湖滨公社随着有线广播由大队向生产队、农户扩展，大队建起有线广播网，配备扩音

机及广播线务员，设立大队广播室。至１９８０年，湖滨公社２９个大队全部配备广播线务员，设立大

队广播室。大队有线广播网络及广播室日常维护由大队线务员负责，大队线务员工资由大队支付，

公社广播站根据线务员实际工作情况，适当给予奖励补贴，每两年发１套工作服、每年发１双绝缘

球鞋。公社广播站定期召开大队线务员会议，起初，基本每月１次，后减少为每年不少于４次，后又

逐步增加到１年不少于８次。大队广播室的使用由大队干部负责，主要是在大队里需要通知当前

农事工作、召开全大队广播会议时使用。

１９９２年，松陵镇广电站对村级广播室进行标准化改造，时年完成石里、吴模、清树湾三个村广

播室的标准化建设。１９９３年起，随着村有线广播网的复整，标准村广播室逐年增多，至１９９６年，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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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等１０个村有线广播网进行复整，新建９个标准村广播室，全镇３０个行政村广播室实现标准化。

２００１年，实施调频广播工程，村广播室逐步淘退。

　　三、有线电视网络

（一）共用天线 有线电视联网

１９９０年起，松陵镇各单位以共用天线、闭路电视、共缆电视等形式建立各自的闭路电视系统，

至１９９１年，全镇有２７个闭路电视系统，其中用户超过１００户的有１０个。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松陵镇广电站开始筹建有线电视网络。１９９２年１月，镇煤炭公司２９９户共用天

线用户和吴江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鲈乡新村的共用天线系统纳入松陵镇广电站管理，建立松陵有线

电视网络，转播中央电视台一套、苏州电视台等１０多套节目。专门在凤凰录像厅辟１５平方米一间

播映室，定时播放录像，服务对象主要是镇区下塘街、鲈乡一区、四区和木浪桥一带的居民，总户数

超过２０００个。

１９９３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和松陵镇人民政府联合下发《关于松陵地区行政区域有线电视系
统整顿、改造、联网的意见》，明确“建设一个信号、两个网络，以通余路沿下塘街、三角井、流虹路、

湖滨路到松陵一中大门前道路为界，以北地区为城北网，由市广电局委托松陵镇广电站维护管理，

其他地区为城南网，由市广电局有线电视工程部维护管理。”５月，松陵镇成立有线电视管理站，负

责松陵镇有线电视管理。同时，成立松陵镇有线电视联网办公室，逐步接收各单位的共用天线系

统，实现松陵镇有线电视城北网区大联网。７月，松陵镇广电站经过三个月突击，完成与吴江市有
线电视站信号的对接，实现与市有线电视光缆联网。网络开通时，有线电视用户６０００多户，主要集

中在镇区北片及镇郊结合的江新村等。１９９４年起，松陵镇广电站在镇区北片发展有线电视用户的
同时，在镇郊各村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１９９５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００００多个。

（二）有线电视“村村通”、“户户通”

１９９６年，松陵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有线电视网络向农村延伸。资金由镇、
村、户三级负担，镇广电站负责镇至村的主干线光缆网建设，村负责村至组的村级电缆网建设，农户

以每户６５０元统筹入户线建设费用，网络设计、施工、入户安装全部由镇广电站负责。当年，建成柳
胥、石里２个有线电视村，并实现镇村２级光缆传输。１９９７年起，松陵镇广电站加快有线电视“村村

通”建设，至１９９９年底，全镇３１个行政村完成有线电视村的建设，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镇。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８日，松陵镇党委下发《关于建设有线广播电视网的意见》，松陵镇广电站启动镇

区南片（含八坼社区）的建网工程。当年，完成益郎、凌益、金牛、龙津、锡联、坡字、羔隍、心营８个村
立杆建网，建成益郎、凌益、金牛、农床、有联、龙津６个有线电视村，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３５４个。至

２００１年底，八坼社区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全镇（含八坼社区）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００个，累计
用户１５３００个。

２００２年，松陵镇广电站全力抓好有线电视网络的整顿和有线电视用户的发展，全镇新增有线

电视用户１３００多个，累计用户１６７００个。２００３年，松陵镇投入资金５５８万元，架设光缆干线５１１缆
公里、３１３４纤公里，电缆４２１公里，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２００００多个。２００５年，松陵镇的有线电视网络

进一步整顿，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直管的镇区南片１００００多个有线电视用户，划归松陵广电网络分公

７５１

第四篇　乡镇广播电视



司管理，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３９３７０个。２００６年９月起，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户户

通”工程，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４３８１３个。

２００７年下半年起，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坚持以人为本、用户至

上的原则，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工作有序开展。至２００８年底，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５０１１１个，其中个

人用户４９３０８个，单位用户８０３个，另为多终端用户提供机顶盒１７６６３只。

第六节　广播电视自办节目

　　一、广播自办节目

６０年代起，松陵镇和湖滨公社广播放大站都不定期播出广播自办节目。此后，由于社会因素

及人员变动，广播自办节目播出时断时续。湖滨公社广播放大站广播自办节目的主要内容分为新

闻报道、农技农事、党委政府通知等几大部分。新闻报道由站内通讯员及有关单位业余通讯员负责

采写，由播音员录音播出；农技农事知识由公社农技员事先上门录音后播出；通知类信息通常安排

在自办节目最后进行直播。

１９８９年起，松陵镇广播站（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定名为《松陵新貌》，每周播出２次，播出时间

为周一、周三晚上，次日早上重播，时长１０至１５分钟。

１９９４年３月起，广播自办节目固定为每周３档，播出时间为每周一、三、五晚上首播，次日中午

重播。

１９９６年起，松陵镇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固定为每周３档，每周一、三、五晚上首播，次日中午重

播。广播自办节目改名为《松陵风貌》，有固定栏目“松陵新闻”、“每周农讯”、“普法之窗”、“创建

你我他”、“优生优育”、“知识园”等。至２００８年，广播自办节目仍在播出。

表４１２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松陵镇广播（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一览表

年份 播出期数 播出稿数 每周播出 年份 播出期数 播出稿数 每周播出

１９８９ １０４ ５２３ ２档 １９９９ １６１ ８２２ ３档

１９９０ １００ ５６７ ２档 ２０００ １６４ ８３３ ３档

１９９１ １０６ ５１２ ２档 ２００１ １６６ ８１５ ３档

１９９２ １０５ ５５６ ２档 ２００２ １６４ ８０５ ３档

１９９３ １０４ ４９８ ２档 ２００３ １５５ ８３４ ３档

１９９４ １０５ ５０９ ２档 ２００４ １６２ ９３２ ３档

１９９５ １０４ ５３３ ２档 ２００５ １６４ １０２３ ３档

１９９６ １６５ ８９０ ３档 ２００６ １６２ １１４３ ３档

１９９７ １６２ ９１４ ３档 ２００７ １６３ １２５６ ３档

１９９８ １６０ ８１２ ３档 ２００８ １６２ １１２４ ３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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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线电视自办节目

１９９４年，松陵镇广电站有线电视联网后，有线电视自办节目为每天播放２部经江苏省广电厅审

核发行的电视录像片，有故事片、文艺片等。１９９５年７月，松陵镇广电站新的办公楼启用，建成电视

机房，开通松陵有线电视频道，每天固定播出时间和播出栏目，节目时间也从原来的５小时延至１０

多个小时，白天还重播；同时，围绕镇党委、政府中心工作，采用流动字幕、图文板块形式进行环保、

计生、治安工作等宣传教育。

１９９９年８月，松陵镇广电站新大楼落成，电视编辑室、审片室、播出机房一应俱全，并单独建成

广播、电视两个录音室。成立编辑、播出和广告三个部门，由站领导亲自负责审片、日常监督和考

核。２００２年，实现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由模拟向数字的全面转换，并根据松陵镇党委的要求，结合

政府中心工作，每月制作播出电视专题节目《社会经纬》１期，由镇党委宣传委员负责审稿审片，先

后共播出１０期。

２００４年９月，成立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后，有线电视自办节目不再播出。

第七节　服务创收

　　１９８５年起，松陵镇广播站提供广播广告类服务，主要有苗猪交易、农产品买卖等，１条广告一天

播出６次收费５元。１９８６年起，松陵镇广播站成立录像放映队，到全镇各村开展有偿放映。１９８９

年底，松陵镇广播站租用县航运公司２间店面房（１５０多平方米）开办凤凰录像厅。是年，开设吴江

县音像发行站松陵代理发行点，代理录像带发行出租业务，后发展为录像带、ＶＣＤ、ＤＶＤ的租赁。

１９９０年起，松陵镇广电站广告收费增至每条１０—２０元，广告收入最多一年达到２万多元。

１９９３年３月，松陵镇广电站投资５０万元，成立吴江市环球广播视像公司，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

制，实行独立核算，地址在松陵镇政府内。公司主要经营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广播音响设备器材、音

响灯光工程设计施工、音像带销售出租以及建筑装饰材料等项目。

１９９４年，松陵镇广电站利用松陵有线电视网络和有线电视播出平台，开办有线电视游动字幕、

图文字幕、图像广告的制作和播出业务，面向市场承接新婚纪实片、企事业单位形象资料片的摄像

和制作。

１９９５年７月，松陵镇广电站的凤凰录像厅迁至松陵镇北门菜场二楼营业。

１９９６年４月，松陵镇广电站受松陵镇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松陵分局委托，成立松陵镇青少年德

育教育基地和松陵镇外来人员法制教育基地，配合司法、公安、教育等部门，做好电视宣传教育。

１９９８年２月，由松陵镇广电站职工和吴江市环球广播视像公司共同出资１０８万元，成立吴江市

凤凰广播电视责任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广播电视的广告代理、电脑服务、广播电视设备的销售和广

播电视网络工程建设等。１９９９年８月，吴江市凤凰广播电视责任有限公司迁至松陵镇江兴路的镇

广电站综合楼北辅房二楼营业。吴江县音像发行站松陵代理发行点业务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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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松陵镇广电站引进电脑点播系统，开通１６０３６８８点播平台，开展互动点歌曲、影视片断

业务。收费标准无字幕５元／每次，加字幕１５元／每次。２０００年后，随着各种媒体迅猛发展，广告宣

传手段更加丰富，松陵镇广电站广播广告渐减少而终止。

２００４年９月，松陵广电网络分公司成立，吴江市环球广播视像公司停止运作。吴江市凤凰广电

有限公司全部收购职工股后转让。松陵镇广电站互动点歌曲、影视片断业务停办。

附：八坼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５５年５月，八坼乡组建有线广播站，在乡大会堂后台配备２５瓦扩音机１台，挂广播喇叭４

只。１９５８年５月，更名为八坼乡广播放大站，由八坼邮电所管理。

１９６５年６月，八坼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办公场所及广播机房设在公社管委会院子后面两间小

房子里，杆网由公社邮电所兼顾管理。１９８３年，更名为八坼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５年５月，更名为八

坼乡广播站。１９８８年７月，更名为八坼镇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八坼镇广播站改为八坼镇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６年３月，与镇文化站合并，组成八

坼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２０００年８月，八坼镇文广中心广电事业一块并入松陵镇广电站，八坼社区设立八坼广电服务营

业窗口。

　　二、人员

１９５５年５月，八坼乡组建有线广播站，由乡邮电所管理，无专职人员。

１９６５年６月，八坼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配备值机员１名。１９６７年７月，配备线务员１名。

１９７０年２月，配备负责人兼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７５年５月，增加线务员１名。此后，全站人员为４

名。１９７６年５月，原广播放大站负责人兼通讯报道员调离，全站人员为３名。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起，八坼乡（镇）广播放大站（广电站）的专职人员陆续调整。１９８３年１月，配备通

讯报道员１名，全站人员为４名。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名线务员退休。１９８９年４月，增加线务员１名。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安排１名值机员任副站长，主持工作。１９９７年９月起，八坼镇广电站先后招聘合

同工２名，站内人员增至６名。１９９９年，１名副站长退休。２０００年８月，站内５名人员并入松陵镇

广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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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３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年八坼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备　注

袁国良 八坼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７０．２—１９７６．５ 调离

张阿根 八坼公社（乡）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７６．５—１９８０．１１ 调离

朱镜阳 八坼乡（镇）广播放大站（广电站）负责人 １９８０．１１—１９９３．１２ 同里广播站调入，直到退休

孟　坤 八坼镇广电站站长 １９９４．１—１９９５．２ 调离

朱春泉 八坼镇广电站站长、文广中心主任 １９９６．２—１９９６．１０ 兼职

陈励学（女） 八坼镇广电站副站长 １９９５．１１—１９９８．１１ 主持工作

朱洪元 八坼镇广电站副站长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０．８ 主持工作

　　三、机房设施和机器设备

１９６５年６月，八坼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机房设在八坼镇区西塘街公社管委会的２间房子

内，设备只有５０瓦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等。１９６８年，添置电子管收音机１台、６０１录音机１台。

１９７２年，八坼公社革委会在办公大院后面为广播放大站翻建４间平房，作为机房、办公室，添置

５５０瓦扩音机２台。

１９８７年６月，八坼乡政府搬入位于镇区北新街的新大楼，乡广播站搬入大楼旁边１００平方米的

小楼内，有机房、办公室、仓库等。增添２５０瓦扩音机１台，使全站扩音机总功率达１４５０瓦，卡座录

音机１台等。直至２０００年８月，并入松陵镇广电站。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５年６月，八坼公社广播放大站借用公社邮电杆线在镇区沿街商店等安装５０多只舌簧喇

叭，杆线由公社邮电所线务员维护管理。

１９６８年，八坼公社革委会财政拨款５０００元添置设备，架设８００多根毛竹广播杆，广播线路向农

村延伸，３１个大队安装广播喇叭５０００多只，入户率达８０％，通响率达９０％。１９７１年，八坼公社安装

３１只田头高音喇叭，农户家庭安装广播喇叭增至５５１５只。

１９７８年，八坼公社广播放大站有线广播线路改造，毛竹杆改成方形水泥杆。

１９８８年起，八坼镇广播站逐步更新广播舌簧式喇叭，首先在凌益、益郎等村试点，安装动圈式

音箱喇叭。至１９９３年，全镇实现广播动圈镇，共装动圈喇叭５８９３只，入户率达８３％。此后，八坼镇

广电站做好广播线路的日常维护和更新，直至２０００年８月，并入松陵镇广电站。

（二）村广播室

１９８３年起，八坼乡友联、龙津、羔隍、联盟、石漾等行政村设立村广播室，至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村村

设立村广播室。各村配备扩音设备和广播线务员，村有线广播网络及广播室日常维护由村线务员

负责，村线务员工资由村里支付，乡（镇）广播站根据线务员的工作情况，适当给予奖励补贴，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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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两年发放１套工作服，每年发放１双绝缘球鞋；乡（镇）广播站定期召开村线务员会议，起初，每月

１次，后一年不少于４次。村广播室的使用由村干部负责，主要是在村里需要通知当前农事工作、召

开全村广播会议时使用。直至２０００年８月，并入松陵镇广电站。

（三）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１年６月，八坼镇广电站与八坼供销社多次协商，将八坼供销社安装的１００个共用天线用户

划归镇广电站管理。１９９２年，镇广电站筹资２万元，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１００多个，使全镇有线电视

总户数达到２６０个。

１９９５年９月，八坼镇广电站进一步筹集资金，并向原有用户收取每户２６０元改造费和新发展用

户收取４５０元安装费，与吴江有线电视台进行光缆联网，电视节目从原来９套增至３０套，全镇有线

电视用户增至４６０多个。

１９９７年起，八坼镇广电站逐步向周边村延伸发展有线电视，至２０００年８月，共发展友联、谊新、

虹桥村部分用户８００多户，使全镇有线电视用户达到２２００个。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７０年２月，八坼公社广播放大站配备通讯报道员后，开始开办广播自办节目，主要播送公社

内的新闻报道、农技农事、公社通知等，每周播出一至二次，每档节目时长１５至２０分钟，每次用稿

４—５篇。随后，１９７６年５月起，通讯报道员调动频繁，广播自办节目时断时续。１９８９年３月，配备专

职通讯报道员后，广播自办节目每周２档，正常播出，直至２０００年８月，并入松陵镇广电站。

　　六、服务创收

１９８３年起，八坼乡广播站开办广告业务，每条广告每天播出 ３次，收费 ５元，后改为 １０元。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起逐渐停止。

１９８６年，八坼乡广播站开设录像放映厅，收取小额门票作为收入。后转包给他人经营，１９９５年

停止营业。

第二章　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

　　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是由原同里、屯村两镇文广中心（广电站）广播电视一块合并而成，主要

负责同里镇区（含吴江经济开发区原同里辖区内的７个村）的有线广播电视宣传、网络建设与维护

及用户服务，负责本地区的广播电视社会事业管理及广电事业发展。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主要办

公场所设在同里镇区满庭芳４８号的广电大楼，底楼设服务营业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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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底，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共有工作人员１３名（含３名合同工）。全镇拥有有线广播喇

叭６０００多只、广播音柱１５０多只；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１２６５７个。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５１年４月，同里镇工会根据镇党委的要求，建立收音站，由苏南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陈

雪平具体负责收听广播，摘录重要新闻供镇领导传阅。

１９５６年４月，同里镇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由镇人民委员会管理。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明确由吴江

广播站管理。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同里镇广播站。１９６６年２月，同里公社建立有线广播放大站，

由公社邮电所带管。１９８３年，更名为同里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底，更名为同里乡广播站。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同里镇、乡广播站合并，建立新的同里镇广播站。１９９０年７月，改为同里镇广播

电视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同里、屯村两镇广电站合并，并与同里、屯村两镇文化站合并，建立同里镇文化广

播电视服务中心，文化与广电两个部门工作职责保持原状，各司其职。２００４年９月，同里镇文广中

心广播电视事业一块划归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直属管理，并建立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同里分公司，至

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５６年４月，同里镇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无专职人员。１９６５年起，配备播音值机员和线路维

护员各１名。后人员虽有流动，在编人员仍保持２名。１９６６年２月，同里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

立，配备线务兼负责人和播音员各１名。１９７０年，增加线务员１名。１９８４年４月，增加通讯报道员

１名，全站在编人员４名。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同里乡、镇广播站合并后，原镇广播站负责人调离，站内在

编人员５名。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７年，先后招收合同工３名，全站人员共有８名。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屯村镇广电站并入同里镇广电站，并与镇文化站合并，建立同里镇文广中心。原

屯村镇广电站的３名人员并入后，同里镇文广中心的广电工作人员１１名（含合同工）。２００４年９

月，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工作人员仍为１１名（含合同工）。至２００８年底，工作人员１３名（含３

名合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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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１　１９６６—２００８年同里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备　注

朱镜阳 同里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陆大地 同里公社（乡、镇）广播（广电）站负责人、站长 １９７６—１９９８

张阿根 同里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陈家南 同里镇广电站副站长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主持工作

金海生 同里镇文广中心主任、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吴乔华 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６．１—２００７．３

陈鸣其 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３—

第三节　机房设施

　　１９５６年４月，同里镇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机房设在同里镇三元街的镇人委大院内。１９７６年４

月，迁至同里镇竹行街街委会内。

１９６６年２月，同里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在同里镇富干街同里公社管委会大院内设办公

室，并在办公室边上建广播机房。１９７１年，随公社革委会迁至同里镇富干街１３０号，在公社革委会

大院内的２间平房为办公室，２间平房为广播机房。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同里镇、乡广播站合并成的同里镇广播站，办公室及机房设在原同里乡广播站内。

１９９８年，同里镇政府新建办公大楼，同里镇广电站的办公室和机房迁至同里镇铁匠弄原镇政

府财政所楼内。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同里、屯村镇广电站和文化站合并成同里镇文广中心，其办公室和广电机房仍在

原同里镇广电站内，原屯村镇广电站的办公室和广电机房为屯村社区光电缆分配机房。

２００４年９月，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办公室和机房仍在原同里镇文广中心内。２００８年底，

迁至同里镇区满庭芳４８号的新广电大楼内。

第四节　机器设备

　　１９５６年４月，同里镇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时，有５０瓦扩音机１台和话筒、电唱机各１只。

１９６６年，同里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时，广播设备主要有５０瓦扩音机１台和话筒１只。

１９７０年，添置３００瓦电子管扩音机２台、６０１型磁带式录音机１台、红旗牌电子管收音机１台和电唱

机１台。１９７４年，添置ＧＹ２／２７５扩音机和吴江广播站自装的１０００瓦扩音机各１台。

１９８５年，同里镇、乡广播站合并后，新购 ＧＹ２／２７５扩音机２台，淘汰３００瓦电子管扩音机及

１０００瓦自装扩音机，并增添ＺＫＳ３Ａ自动控制桌１台，ＳＣ３型２０路输出配电柜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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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同里镇广电站的办公室和机房搬迁，广播机房设备全部更新，新建扩音机柜２组，添置

２０００瓦晶体管扩音机和１０００瓦晶体管扩音机各１套、ＺＫＳ３Ａ自动控制桌１台、调频广播接收器２

套。广播录音室添置卡式录音机和盘式录音机各１台。有线电视机房添置 ＪＶＣ３６０电视播出机２
台、创维１４寸彩电监视器１台和记忆字幕机１２台。还添置ＪＶＣ３８６录像机２台、ＶＣＤ播放机１台、

松下Ｍ９０００摄像机１台等有线电视播出设备。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同里、屯村两镇广电站合并，屯村社区广播播出机房仍在原屯村广播电视站内，

共有２５０瓦扩音机４台、卡式录音机１台等。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同里镇文广中心的有线电视机房增加光接收机、光发射机。随着有线电视的持

续发展，有线电视网络设备不断增多。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本部和屯村社区分别设

立光电缆分配机房。２００８年底，迁至广电大楼内，机房设备更新。

第五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５６年４月，同里镇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镇区架设广播线，部分单位安装广播喇叭５０只。
１９６６年起，更新镇区广播线，安装广播喇叭２００多只。

１９６６年２月，同里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借用电话线传输广播信号（通广播时不能打电

话），农村各大队办公室安装广播喇叭１只。１９６７年初，开始架设镇区至各大队的广播主馈线，杆

子采用毛竹杆。年底，建成东、西、南、北４条广播专线，各大队、生产队都通有线广播。１９６９年初
起，开始更换广播专线毛竹杆，至１９７０年底，所有毛竹杆均换成４５米方形水泥杆，并扩展有线广

播网络覆盖。各大队有线广播网采用户串户方式，用户喇叭由压电喇叭和舌簧喇叭混装，全公社有

线广播入户率为８０％。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９年，埋设地下线，完成第一次村网建设。

１９８０年起，同里公社广播站更新广播主馈线增至１２条，共２８杆公里，５３线公里。１９８５年１０
月，同里镇、乡广播站合并后的同里镇广播站架设１５公里的出站电缆，并逐步更换水泥杆６２７根

（其中９米以上１２根，７米以上９８根，５５米以上５１７根）。至１９８７年，完成第二次广播村网规格化

整顿，全部采用明线杆入户方式。

１９９１年，同里镇广电站实施广播喇叭动圈化建设，年内，栅桥、九里、群益３个村实现有线广播

动圈化。至１９９５年底，全镇２４个村（包括蔬菜村）实现广播动圈化，共安装动圈喇叭５６００只。
２００６年，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安装室外型调频广播音箱３００台，并在社区、村委会、老年活动室

等安装室内型调频广播音箱１００台，广播综合有效覆盖率达９６％以上，通响率９０％以上。至２００８
年，全镇拥有有线广播喇叭６０００多只，广播音柱１５０多只。

　　二、村广播室

１９７１年起，同里公社随着有线广播由大队向生产队、农户扩展，大队逐步建起有线广播线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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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室，配备扩音机、电源板、倒顺开关，设广播线务员。至１９８５年，同里乡２４个村全部设立村广播

线务员、村广播室。村有线广播网络及广播室日常维护由村线务员负责，线务员的工资由村支付，

乡（镇）广播站则根据线务员的工作情况，适当给予奖励补贴，并每两年发放１套工作服，每年发放
１双绝缘球鞋。村广播室的使用由村干部负责，主要在村委会需要通知当前农事或召开全村广播

会议时使用。

１９９２年起，同里镇广电站对村级广播室进行标准化改造，当年完成九里、仪塔、栅桥３个村广播

室的标准化建设。１９９５年，全镇实现广播动圈化后，对文安等１２个村的有线广播网进行复整，新建
成６个标准村广播室，至此全镇２４个行政村广播室全部实现标准化。

　　三、有线电视网络

（一）共用天线 有线电视联网

１９９０年起，同里镇区单位自建共用天线网４只（北新村、东新村、农行、中百大楼），均由同里镇

上的吴江晶体管一厂施工、安装，用户１３００个左右。
１９９２年初，同里镇广电站根据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由当地广播电视部门统一管理的规定，接

管吴江晶体管一厂施工的４只共用天线网，并自筹资金１５万元（未向用户收费），实施全镇有线电
视联网，用户为１８００多个。同时，对前端设备进行改造，设置中央电视台一套等１１个频道。

１９９７年４月，同里镇的有线电视与吴江有线电视台联网，８月开通，设置中央电视台（７套节目）及

上海、山东等省市卫视节目２４个频道（其中本镇录像频道１个）。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２５００多个。

（二）有线电视“村村通”

１９９７年５月起，同里镇启动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采取三级办有线电视的方法，由镇、村、户

三级负担资金，镇广电站负责镇至村的主干线建设，村负责村级电缆网建设，农户以每户６５０元统
筹入户线建设费用，使有线电视网络向农村延伸。网络从设计、施工到入户安装全部由镇广电站工

程队负责。（６月，同里镇栅桥村建成全市第一个与吴江有线电视台联网的有线电视村。）至２００４
年底，全镇１２个行政村全部完成有线电视村建设，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镇。

２００５年起，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改借杆为自立杆，主干线全部采用光缆传输，设光点５１个，添
置１０毫瓦光发射机９台、１３毫瓦光发射机２台、光接收机５１台、各类放大器１０８０台，铺设光缆４３２

线公里、电缆７８５公里，自立杆１５０００多根。

（三）有线电视“户户通”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启动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根据中共吴江市委、市

政府优惠政策，全镇农户（不包括镇区居民）有线电视安装费从每户每终端６５０元减为２８０元，低保
户享受免费安装及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优惠政策。是年，实现厍浜、栅桥、湘娄、白蚬湖等６个村有

线电视“户户通”。

２００７年，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继续推进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引进３个专业工程队，分
片分村实施，加快进程。６月，全镇１２个村和吴江经济开发区７个村全部完成有线电视“户户通”，

新发展用户１９００个，入户率达９６％以上，全镇有线电视用户为１３０００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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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在同里湖花苑和东新村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试

点，并逐步展开。年底，全镇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５０００多个，整转率４５％。

２００８年３月，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在九里湖村进行数字电视整转试点，完成数字电视整转７００

多个，整转率达到９０％以上。５月起，在农村逐步展开，年底，全镇有线数字电视实现“户户通”，个

人用户１２５１９个，单位用户１３８个。

第六节　广播电视自办节目

　　一、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６９年，同里公社广播放大站开始不定期播出广播自办节目。此后，由于社会因素及人员变

动，广播自办节目播出时断时续。

１９８４年起，同里乡广播站广播自办节目正常播出，主要内容为同里新闻、农技农事、党委政府

通知、广告等。新闻报道稿件由站内专职通讯报道员和单位基层通讯员采写，由专职通讯报道员编

稿、播音员录音播出，农技农事知识事先由乡农技员上门录音后再播出。通知、广告类信息通常安

排在“天气预报”之后直接播出。１９８６年起，同里镇广播站的广播自办节目定名为《同里之声》，每

周播出２档，播出时间为周一、周三１２点钟，次日中午重播，时长１０至１５分钟。

１９９４年，同里镇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同里之声》，固定每周２档，开设“同里新闻”、“每周农

讯”、“健康之友”、“计划生育”等固定栏目。１９９９年起，改为每周３档，播出时间为每周一、三、五

１２点钟首播，次日中午重播。２００１年起，广播自办节目增设“旅游之窗”栏目，宣传同里镇旅游事

业。２００４年９月，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成立后，广播自办节目正常播出，至２００８年底，仍在开办。

表４２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同里广电站（网络分公司）广播自办节目一览表

年　份 播出期数 播出稿数 每周播出 年　份 播出期数 播出稿数 每周播出

１９９１ １０４ ３１２ ２档 ２０００ １５６ ８０１ ３档

１９９２ １０４ ３２０ ２档 ２００１ １５６ ８０２ ３档

１９９３ １０４ ３２３ ２档 ２００２ １５６ ７９２ ３档

１９９４ １０４ ３１５ ２档 ２００３ １５７ ８０５ ３档

１９９５ １０４ ３２２ ２档 ２００４ １５６ １０９２ ３档

１９９６ １０５ ３３０ ２档 ２００５ １５６ １０８３ ３档

１９９７ １０５ ３５４ ２档 ２００６ １５７ １０７９ ３档

１９９８ １０５ ３６１ ２档 ２００７ １５６ １０８０ ３档

１９９９ １５６ ７８８ ３档 ２００８ １５３ １０３４ ３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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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线电视自办节目

１９９４年，同里镇广电站有线电视联网后，试办有线电视自办节目，每天播放２部经江苏省广电

厅批准的电视录像片，插播游动字幕、广告。

１９９８年，同里镇广电站开通同里有线电视频道，每天固定播出时间和播出栏目，开设新闻节

目———《同里一周要闻》，播出一周来同里镇发生的重要新闻。同时，围绕镇党委、镇政府的中心工作，

采用游动字幕、图文版块进行健康知识、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宣传，节目时长１０分钟左右。

２００４年９月，同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后，有线电视自办节目不再播出。

第七节　服务创收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同里镇广播站和同里乡广播站联合开办流动放映队，到全县各个乡村开展有偿
放映录像业务。

１９８５年起，同里镇广播站的各类广播通知和广告实行有偿服务，主要有苗禽出售、苗猪交易、
农产品买卖等市场信息和寻人寻物启事等。一条广告当天晚上播出２次、次日早上播出２次，收费

５元。

１９８７年起，同里镇广播站租用同里镇工人俱乐部２００多平方米的会议室，建立录像放映厅有偿
放映录像。开办吴江县音像发行站同里发行点，代理录像带发行出租业务。

１９９２年起，同里镇广电站广播广告收费每条增至１０元。１９９５年，代理录像带发行出租业务经
批准由私人经营，站内收取租费。１９９６年起，广播广告收费增至２０元，广告收益逐年增长，最高一

年达到６０００多元。

１９９８年起，同里镇广电站采用游动字幕、图文板块制作播出各类电视广告，每条收费３０元，一
年电视广告费收入３０００多元。２００４年９月起，电视广告停止播出。

附：屯村镇广电站

　　一、机构

１９６５年，屯村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１９８３年，更名为屯村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更名为屯村乡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屯村乡广播站改为屯村乡广电站。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更名为屯村镇广电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同里、屯村两镇广电站合并，并与镇文化站合并，组建成同里镇文广中心，原屯村

镇广电站作为屯村社区广播电视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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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员

１９６５年，屯村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广播网路由公社邮电所兼管，配备负责人１名。１９６８

年，与邮电所脱钩，配备负责人、播音员、线务员各１名。

１９７１年，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７３年，增加线务员１名，全站在编人员

５名。１９７５年，１名线务员调吴江广播站。

１９８０年，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原负责人病故，由通讯报道员兼任负责人，另增线务员１名，全站

在编人员为４名。１９８１年，原播音员调入吴江广播站。１９８２年，另配播音员１名。１９８５年，另配通

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８６年，屯村乡广播站站长调任乡党委秘书，１名线务员兼任副站长，负责全站

工作。

１９９０年，屯村乡广电站１名线务员调入吴江广电局，在编人员减为３名。１９９２年，通讯报道员

调任方港村村主任。１９９４年，另配１名线务员兼任副站长（原副站长不再兼任），负责全站工作，在

编人员仍为３名。１９９６年，任乡党委秘书的原屯村广播站站长调回镇广电站任站长，全站人员

４名。

２００１年，屯村镇广电站站长调入镇党政办。１０月，屯村镇广电站３名人员并入同里镇文广

中心。

表４２３　１９６８—２００１年屯村广电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备　注

严福根 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８—１９８０

江金勇 屯村公社（乡）广播站站长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

严建新 屯村乡广播站（广电站）副站长 １９８６—１９９４ 主持工作

吕小龙 屯村镇广电站副站长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主持工作

江金勇 屯村镇广电站站长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１０

　　三、机房设施和机器设备

１９６５年，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之初，广播机房设在公社邮电所内，机器设备主要有５０瓦扩

音机１台、话筒１只。１９６８年，屯村公社开始向农村发展广播网，广播机房仍设在公社邮电所内。

１９７０年，添置３００瓦电子管扩音机２台和６０１型磁带式录音机１台。１９７５年，增添吴江广播站自装

的１０００瓦和３００瓦扩音机各１台。

１９８０年，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迁至公社管委会大院后面的４间平房，２间为广播机房，２间为办

公室、仓库，机器设备不变。

１９８５年初，屯村乡广播站投资３万多元，在乡政府大门东面建造广播大楼，共三层３６０多个平

方米，底楼为营业场所、二楼为宿舍、三楼为机房和办公室，年底投入使用。１９８６年，添置ＧＹ２／２７５

电子管扩音机２台、ＺＫＳ３Ａ自动控制桌１台、ＳＣ３型２０路输出配电柜１台。

１９９６年，屯村镇广电站添置ＪＶＣ、松下录像机各１台、松下 Ｍ３０００摄像机１台。１９９８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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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机房，添置ＪＶＣ、松下播出机２台、彩电监视器８台。

１９９９年，屯村广电站迁入屯村镇北新街新农贸市场三楼，１２０多平方米，新建广播电视机房和

办公室。机房设备全部更新，新建扩音机柜２组，添置２７５瓦电子管扩音机２套、ＺＫＳ３Ａ自动控制
桌１台、调频广播接收器１套，建成录音机房，添置卡式录音机２台。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同里、屯村两镇广电站合并，原屯村广电站的广播电视机房改为屯村社区广电
机房。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７年，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借用公社邮电杆线在集镇区沿街商店、单位安装６０多只舌簧喇

叭，广播网络维护由公社邮电所线务员兼管。

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起，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的广播网络向农村延伸。至１９６９年底，共架设毛竹杆

６００多根，安装舌簧喇叭、压电喇叭３０００多只，入户率８５％，通响率９０％。
１９９１年起，屯村镇广电站全面整顿村级以下的广播用户网，建设广播动圈村。至１９９２年底，共

安装动圈喇叭５０６２只，全镇实现广播动圈化。此后，屯村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的管理和维护，确
保广播网络畅通，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二）村广播室

１９７０年起，屯村公社各大队建起有线广播网，大队办公室逐步配备扩音机。１９８３年，屯村乡２０

个村全部设立村广播室，安装１台扩音机和配电板、倒顺开关等。同时，配备１名村广播线务员，负
责村有线广播网络及广播室日常维护。村线务员工资由村支付，乡广播站则根据村线务员的工作

情况，适当给予奖励补贴，并每两年发放１套工作服，每年发放１双绝缘球鞋。村广播的使用由村
干部负责，主要是村里播送通知，安排当前农事或召开全村广播会议。

１９９１年，屯村镇广电站对村广播室进行标准化改造，当年完成５个村广播室的标准化建设。
１９９２年，对全镇２０个村的有线广播网进行复整，建成２０个标准村广播室。此后，屯村镇广电站指

导村广播线务员加强村广播室的管理，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三）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０年，屯村镇广电站自筹４９万元资金，新建镇区有线电视网络，购置有线电视前端设备，第

一批安装有线电视用户５０多个，至１９９１年底，共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２２２个。１９９６年，屯村镇广电
站整顿镇区有线电视网络、改造前端设备，投资９万多元，增添卫星电视接收设备，有线电视收转频

道由９个增至１４个。
１９９７年，屯村镇广电站的有线电视网与吴江有线电视台光缆联网，并投资３０多万元，延伸发展

谢巷、渔业、方港３个村有线电视网络。１９９８年，完成横港、张家港、肖田湖、三合、旺东五个村的有

线电视网络建设，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１５０多个。１９９９年，完成斜港、梅湾两个村的有线电视网络建
设，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７０多个。２０００年，完成三友、邱舍两个村的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发展有线电

视用户９０多个。２００１年，完成双娄、小湘两个村的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８０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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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有线电视用户增至８００多个。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７４年，屯村公社广播放大站配备通讯报道员后，开始开办广播自办节目，节目内容有新闻报

道、农技农事、公社通知等，每周播出１至２次，每档节目时长１０分钟，每档用稿４、５篇。１９８５年

起，屯村乡广播站的广播自办节目名称为《屯村新貌》，定期播出，每周２档。１９９３年起每周３档，

节目内容有新闻、农事和专题等，直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表４２４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屯村广播（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一览表

年　份 播出期数 播出稿数 每周播出 年　份 播出期数 播出稿数 每周播出

１９８９ １０４ ３１２ ２档 １９９５ １５１ ７０２ ３档

１９９０ １０４ ３２０ ２档 １９９６ １４８ ６８５ ３档

１９９１ １０４ ３２３ ２档 １９９７ １５７ ８０１ ３档

１９９２ １０４ ３１５ ２档 １９９８ １５６ ８１０ ３档

１９９３ １５０ ６２３ ３档 １９９９ １５８ ８２２ ３档

１９９４ １５６ ７４１ ３档 ２０００ １５６ ８１３ ３档

　　六、服务创收

１９８６年１月，经江苏省广电部门批准，屯村乡广播站在广播大楼底层开办录像放映室，主要以

放映录像和出租录像带作为广播站创收渠道。１９８９年后，转包给他人经营，１９９９年停止营业。

第三章　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

　　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是由原盛泽、坛丘、南麻三个镇文广中心（广电站）广播电视一块合并而

成，主要负责盛泽镇区、坛丘社区和南麻社区的有线广播电视宣传、网络建设与维护、用户服务和广

播电视社会事业的管理、发展。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的主要办公场所设在盛泽镇区东方大街１７号

的盛泽广电大厦内，底楼开设服务营业大厅，并分别在坛丘社区和南麻社区开设广电服务营业

窗口。

２００８年底，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共有职工４２名（含合同工）。全镇拥有有线数字电视用户

４６１９３个；调频广播喇叭６５００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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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５１年３月，盛泽镇文化站根据镇党委的要求，自购收音机，建立收音站。由邓龙平具体操作，

收听广播，摘录重要新闻，供镇领导传阅。

１９５６年４月，盛泽镇党委要求镇工会负责设立镇有线广播站。１９５８年，盛泽镇广播站正式建

立。１９７０年４月，更名为盛泽镇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又更名为盛泽镇广播站，直至盛泽镇

乡合并。

１９５８年５月，盛泽乡设立广播放大站，由乡邮电所负责管理。

１９６９年，盛泽公社广播站建立。１９７０年４月起，更名为盛泽公社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３年，更名为

盛泽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盛泽乡广播站。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盛泽镇、乡广播站合并，组建成以原乡广播站为主体的盛泽镇广播站。１９９０年７

月，改名为盛泽镇广播电视站。

２０００年，坛丘镇广电站并入盛泽镇广电站，坛丘社区设立广电机房和服务营业窗口。

２００２年，盛泽镇文化站和广电站合并，组建成盛泽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南麻镇文广

中心并入盛泽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４年８月，盛泽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划归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９月，组建成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盛泽分公司。至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５８年，盛泽镇广播站建立，配备播音值机员和线务员各１名。１９６２年起，人员调整，仍有播

音值机员和线务员各１名。１９７５年，增加线务员１名。１９８８年，１名线务员调离，至此，站内在编人

员２名。１９６９年，盛泽公社广播站建立，配有负责人、播音值机员和线务员各１名。１９７３年起，配

有通讯报道员１名。此后，站内人员虽有调整，在编人员仍为４名。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盛泽镇、乡广播站合并，组建新的盛泽镇广播站，全站在编人员６名。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年，盛泽镇广电站增加在编人员３名。１９９６年６月，盛泽镇政府安排１名镇广电站长，全站人

员为１０名。１９９９年底，镇广电站长调至镇政府任文教助理，全站人员为９名。

２０００年，坛丘镇广电站并入盛泽镇广电站，全站人员为１２名。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盛泽镇广电站另增加人员４名，又因退休、调离等原因，全站人员仍为１２

名。２００３年，南麻、盛泽两镇文广中心合并，南麻镇文广中心３名广电人员并入盛泽镇文广中心。

同时，有２名人员退休，镇文广中心广电人员为１３名。２００５年，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１名人员调

离，在编人员为１２名。至２００８年底，共有人员４２名（含合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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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１　１９６９—２００７年盛泽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韩永根 盛泽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乡、镇广播站（广电站）站长 １９６９．４—１９９６．５

陈凤珠（女） 盛泽镇广播站站长 １９８７．３—１９８８．１２

陈复新 盛泽镇广电站站长 １９９６．６—１９９９．１１

颜有明 盛泽镇广电站站长、文广服务中心主任、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１９９９．１１—２００６．３

奚志勇 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６．３—２００７．７

徐玉林 ２００７．７—

第三节　机房设施和机器设备

　　１９５６年４月，盛泽镇广播站建站初期，机房设在盛泽镇北斗弄８号的镇政府大院内。机器设备

有２７５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８８年，添置ＺＹ２７５×２型扩音机１台。

１９６９年，盛泽公社广播站机房设在盛泽镇怀远路４号公社院内。早期有２７５×２电子管扩音机

１台。１９７２年，添置扩音机２台、盘式录音机１台。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镇乡合并后的盛泽镇广播站随镇

政府迁至盛泽镇东方大街的盛泽镇政府大院内，机房设在原乡广播站内，有电子管扩音机６台。

１９９０年７月，盛泽镇广电站设在镇政府大院食堂楼上。１９９２年，机房广播扩音机功率增至

１８００瓦。

１９９３年，盛泽镇广电站投资６０万元，对有线电视机房进行改造，增添有线电视播出设备、摄录

设备及全套编辑系统。

１９９４年，盛泽镇广电站机房迁至镇政府教育大楼四楼，建成合格的广播机房、录音室，更新广

播机器设备。１９９６年，共有甲级扩音机８台，乙级扩音机４台。

２００２年，盛泽镇广电站建造一幢建筑面积７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广电大厦。拥有中心机房、播出中

心、新闻节目制作、多功能视频会议室、办公室等设施，广播电视机器设备相应更新。

２００３年，盛泽镇广电站建立广播音频工作站，实现双向共缆传输。有线电视新闻组增添

Ｄｖｃｐｒｏ摄像机１台、ＪＶＣ摄像机１台以及编辑线１条半。为加强有线电视维修速度，又配备美国进

口的“伟付特克４０４０”型场强仪３台、手持式场强仪１０多台和光功率机１台、光溶接机１台。全镇

共设有光点７５个、１０毫瓦光发射机１２台、１３毫瓦光发射机４台。累计铺设光缆总长２６３５杆公

里、电缆总长１１３１公里，２８个行政村铺网率达１００％。

２００４年９月，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后，机房设施不变。２００５年，为方便有线电视维修联

系，给维修人员配置对讲机（人手１部），工程组、事业组、技术组各２部，站内留３部作为紧急调度

用，以确保出现重大事故时，能以最快的速度抢修并排除故障。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增添光接收机、光发射机等

有线电视设备，直至２００８年。

３７１

第四篇　乡镇广播电视



第四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５６年，盛泽镇广播站建站初期借用电话线杆架设线路，以压电喇叭为主。１９６８年，镇区安装

４０００多只舌簧喇叭。１９７３年３月，一场大雪，造成线杆倒塌，网络瘫痪。后在镇区热闹地段安装７

只高音喇叭。１９８８年，在东庙桥到观音弄一带安装广播喇叭１００多只。

１９６９年，盛泽公社广播站初创时自架杆线，架设３００根毛竹杆，建成有线广播网络，广播喇叭以

压电喇叭为主。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将毛竹杆改换成４６米的方型水泥杆。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将村级主

馈线的４６米方杆更改为６米圆杆，并将压电喇叭更新为舌簧喇叭，广播喇叭达到６１０４只，直至

１９８８年乡镇合并。

１９９２年起，盛泽镇广电站在全镇农村进行第二次村级杆线及用户喇叭的更新换代，将舌簧喇

叭全部更新为动圈喇叭，共有广播动圈喇叭８８００只，在全县第一个建成广播动圈镇。１９９９年，按照

“一地一网”的要求，完成８个村网复整，对９个村的光点网进行全面改造，使广播、电视的村级线路

做到同杆架设，自立杆达到８０％。

２０００年８月，盛泽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和调频广播共缆传输，完成１５个行政村，并向坛丘社

区各村传送。２００５年起，巩固发展调频广播，至２００７年底，全镇拥有调频广播喇叭６４００只，通过苏

州市文广局“争创苏州市特色广播镇”的检查验收。２００８年底，调频广播喇叭６５００多只。

　　二、村广播室

１９８５年起，盛泽乡的大队广播室创建初期，设施很简陋，一般都是在大队办公室或配电房放１

台扩音机和１只话筒。１９９０年起，盛泽镇广电站创建广播动圈镇，建设达标的村广播室。全镇各村

有１间６—７平方米的广播室，配备２５０瓦的电子管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和倒顺开关１只。全镇３２

个行政村全部建成标准的村广播室后，广播室由村线务员管理，村干部使用。

２００２年起，盛泽镇广电站由于动圈喇叭升级换代为调频喇叭，村广播室的机房设施也做相应

的改进。村有线广播与有线电视共缆传输系统，处于自动开关状态的用户点频接收音箱可随时接

收镇调频广播信号。当村干部使用广播时，只要开启村广播室的６８１调频调制器的电源，村有线电

视分配网络始端的同频信号插入器会自动隐去镇调频广播信号。由于一个行政村下辖多个自然

村，各个自然村的有线电视已用光缆联网，所以各村只需１套设备。２００６年起，村广播室失去功能，

逐步淘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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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２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盛泽镇广播事业建设主要数据一览表

年度
喇　叭

只数 种类
通响率

主馈线总长度 设备：扩音机（部）

杆公里 线公里 甲级（２５０瓦） 乙级

１９８９ ７１４０ 舌簧喇叭 ９６％ ３１．５ ６５．８ — １

１９９０ ７５００ 舌簧喇叭 ９８％ ３２ ６５．８ — １

１９９１ ８２５０ 动圈喇叭 ９５％ ３１．５ ６５．８ — １

１９９２ ８２５０ 动圈喇叭 ９５％ ３１．５ ６５．８ — １

１９９３ — — ３１．５ ６５．８ １ ３

１９９４ ７０５２ 动圈喇叭 ９２％ ３１．５ ６５．８ １ ３

１９９５ ７０５２ 动圈喇叭 ９２％ ３１．５ ６５．８ ２ １

１９９６ ７５１９ 动圈喇叭 ９３％ ３１．５ ６５．８ ８ ４

１９９７ ７３０２ 动圈喇叭 ９５％ ３１．５ ６５．８ ８ ４

１９９８ ７５００ 动圈喇叭 ８８％ ３５ ７０ ８ ４

１９９９ ８０８０ 动圈喇叭 ９３．８％ ６５．５ １７０．５ ８ ４

２００６ ３３５０ 调频音箱 — — —

２００７ ６４００ 调频音箱 — — —

２００８ ６５００ 调频音箱 — — —

　　三、电视转播台

７０年代后期，盛泽镇出现首批电视机，用户在竹杆上架设室外天线，收视效果较差。１９８０年２

月，镇政府筹集８万元专项资金，开始筹建盛泽镇电视转播台，台址设在北大街税务所三层楼；１９８１

年春节（２月５日）投入使用，转播中央电视台一个频道，１９８５年增加上海电视台一个频道。盛泽镇

电视转播台有４名工作人员，附设电视机维修部，日常开支由镇财政所拨款，每年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１９８７年，盛泽镇电视转播台迁至镇文化中心大楼。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起停止转播。

　　四、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２年前，盛泽镇４家单位自行开办共用天线网络，转播少量电视节目。１９９２年起，盛泽镇广

电站筹集１２０万元资金在盛泽镇区安装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并开通８个频道。１９９３年，又投入６０万

元，改造有线电视机房，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２０００个。１９９６年，开通１５个频道。１９９７年，实现和吴

江有线电视台的光缆联网，播出节目频道增至２４个。１９９８年９月上旬，全面完成有线电视“村村

通”工程，入户率达到６０％，成为吴江市首家有线电视镇。１９９９年，实现“一地一网”的建设目标，对

９个村的广电网进行全面改造，实现广播、电视村级线路同杆架设，自立杆达８０％，并开始建立有线

电视用户数据库。

２００１年起，盛泽镇广电站进行有线电视８６０兆ＦＨＣ双向网络改造，使网络分布更加规范化、科

学化，易于管理。同时，对全镇有线电视用户实行免费换证上牌，进一步健全全镇有线电视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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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为完善用户资料打下基础。２００２年初，加快数字化进程和数据开发，架设各类光、电缆１２杆

公里，新设光缆５０多公里、１００多芯数。２００３年起，盛泽镇广电站为便于管理，加强防盗，保障播出

信号的清晰，实施农村有线电视机房的整体搬迁工作，并继续稳步推进双向网改造，加快盛泽镇有

线电视网络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全年完成１２个小区、近３０００个用户的改造，采用可寻址管理系

统，解决“用户私拉乱接、管理收费难”的问题。当年１０月，盛泽镇投入资金近３００万元，实施“三线
入地工程”，开槽预埋１２公里长的广电线路。同时，更新改造有线电视网路，累计铺设光缆２６３５

杆公里、电缆１１３１公里，２８个行政村的铺网率达１００％。
２００５年，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全力发展有线电视用户，新增用户２８００多个，使全镇有线电视用

户达３８０００个。同时，建设、改造双向网络用户２０００多个。２００６年，加快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复整进
度，提高农村广电信号传输质量，共完成１１个行政村的广电网络复整任务，新增光工作站１７５个，

架设线杆近４０００根、电缆３００公里、光缆１００公里，受益有线电视用户８０００多个。２００７年，加快网
络改造，提高信号传输质量，村网复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当年完成龙北、沈家、寺西洋、庄平等

５个行政村的有线广播电视村网改造及花园联办、里安联办等２个老镇区的网络改造，新增光工作
站１２０个，新增用户４０７３个。同时，在镜湖公园、东方花园、敬老院等地安装调频广播和草坪音响。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起，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推进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按照“行政推动、财政扶
持、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筹规划、整体转换、城乡联动、分步实施”的工作方针，在全镇城乡同步推

进，分区、分片实施整体转换。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达４６６００个，其中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

５５％以上。２００８年底，全镇４５８１３个有线电视用户整转为有线数字电视。

　　五、有线电视“村村通”

１９９６年３月起，盛泽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下半年投入１５万多元，更新有线
电视线路８公里，播出频道增至１５个。１９９７年１月，投资６０万元，实现光缆联网，并继续向农村延
伸，完成７个村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和联网，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１５００个，入户率达８０％。１０月，盛泽

镇有线电视规划通过论证，全年完成１１个村的有线电视光缆联网。同时，播出节目频道从１５个增
至２４个。１９９８年９月上旬，全镇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平均入户率为６０％。１２月，通过苏州市广

电局的验收，成为苏州市第６家有线电视镇。１９９９年起，盛泽镇广电站逐年发展有线电视用户，至
２００５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为３８０００多个。

　　六、有线电视“户户通”

２００６年３月，盛泽镇按照“认真组织、上下联动、有序实施、快速推进”的工作方针，实施有线电
视“户户通”工程。４月５日，镇政府召开“户户通”工作会议，全镇３５个行政村村主任全部到会，进

一步明确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的实施办法，使各村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专人负责，开展宣传发

动，配合分公司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将８名施工人

员分成２个小组，对具备“户户通”工程条件的行政村及时进村施工，同时结合村网复整，对具备

“户户通”工程条件的行政村用户一并设计安装。为进一步搞好“户户通”工作，盛泽广电网络分公

司采取“镇政府补助、分公司优惠”的措施，为全镇１２５户贫困户、低保户安装有线电视，提高入

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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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起，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在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的同时，推进数字电视整

体转换工作，按照“行政推动、财政扶持、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筹规划、整体转换、城乡联动、分步

实施”的工作方针，在全镇城乡同步推进，分区、分片实施整体转换。年底，包括坛丘社区、南麻社区

在内，全镇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４０７３个，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达９７％，有线电视用户４６６００个，其中

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５５％以上。通过江苏省广电局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的验收。２００８年，盛

泽广电网络分公司继续推进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全镇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４６１９３个，其中，个人

用户４４８２７个，单位用户１３６６个。

表４３３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盛泽镇有线电视发展情况一览表

年份
镇村用户数

（个）

新增户数

（个）
入户率 年份

镇村用户数

（个）

新增户数

（个）
入户率

１９９２ ５３３５ — ３５．５％ 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８０％

１９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２９８３２ ９００ ９１％

１９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４ ３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

１９９５ １０５００ ５００ — ２００５ ３８０００ ２８００ —

１９９６ １１６００ １１００ — ２００６ ４２５００ ４２００ ９５％

１９９７ １４２５０ ２７５０ — ２００７ ４６６００ ４０７３ 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６０００ １７５０ ６０％ ２００８ ４６７６０ 其中数字电视４６１９３

１９９９ １７５５０ １５５０ ８０％ — — — —

　　七、广电宽带网络

２０００年，盛泽镇广电站建立盛泽广播电视网站（ｗｗｗｓｚｃａｔｖｃｏｍ），该网站成为宣传盛泽、了解

盛泽的又一媒体。至２００１年底，投入１５０万元，建设数据机房，安装广电宽带网络，完成双向网络

用户１５００个。为推动广电宽带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推出光纤以太网技术。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底，接入广

电宽带网的家庭用户４８０多个、企事业单位７家、网吧用户１０多个。２００３年初，盛泽镇广电网站的

广电宽带和中国网通苏州分公司开展全方位合作，数据带宽的接入由网通提供，１０／１００高速带宽

接入至盛泽站中心机器房，使广电宽带得到新的发展，广电宽带覆盖面逐步增大。年底，广电宽带

用户９５０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底，家庭用户增至１５００个，企事业单位用户２０个。

２００５年，盛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利用有线电视网络的优势与宽带网建成多网合一的全套网络解

决方案，广电局域网络工程建设又有新突破，越来越受到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需要。当年，完

成盛泽中学、实验小学、盛泽二小、盛泽三中等四所学校内的多媒体局域网络工程的建设，新增网络

宽带用户１８６个。２００６年，结合盛泽城市化建设，配合有关企事业单位和各大房产开发商，先后完

成舜湖小学、乐龄公寓、东方市场精品商区和金达房产、东方花园二期、旭景苑、绸都房产、和服商区

等单位的广电局域网络入网工程。由于带宽限制，宽带用户逐年流失，至２００８年宽带用户只有５３０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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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广播电视自办节目

　　一、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８５年起，盛泽乡广播站开办广播自办节目《绸乡之春》。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镇、乡广播站合并后
的盛泽镇广播站（广电站）继续办好广播自办节目，并坚持做到时间、节目、人员三固定，每周３档，

按时播出，从不间断，每档节目都有稿件存档。广播自办节目的稿件主要是站通讯报道员采写及各

大厂通讯员的来稿，节目除固定开设“绸都要闻”、“与您谈计生”、“法律天地”等外，还先后推出“新

盛泽人风采”、“突出三个注重，实现科学发展”、“民生看点”、“佳作欣赏”、“安全知识”、“文明交

通”等专题。配合农时季节，适时播出施肥、播种的新技术专题。同时，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

播送镇党委、政府的通知、布告等。

盛泽镇广电站的广播自办节目多次受到吴江县（市）、苏州市广电局的表彰，并有多档节目在

苏州市、江苏省广电部门评比中获奖。其中，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７日播出的一档《绸乡之春》节目获苏州
市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一等奖、江苏省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二等奖；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播出的

一档《绸乡之春》节目《团结治污，保护水源》获苏州市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一等奖、江苏省优秀

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三等奖；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播出的一档《绸乡之春》节目《南来的飞云》获苏州市

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二等奖。２００６年起，广播自办节目改名为《今日绸都》，每周３档，按时播
出，从不间断，２００８年，广播自办节目仍在播出。

　　二、有线电视节目

１９９３年４月起，盛泽镇广电站根据镇党委的要求，配备１名通讯员、１名摄像员和１名兼职播
音人员，开办《盛泽新闻》电视节目。每周一、三播出２次，每次不少于３条新闻。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盛

泽镇广电站为办好有线电视节目，公开向社会招聘专业人才，出现镇办新闻节目主持人。２００３年，
通过公开招聘，增加１名播音员和１名摄像员。同时，协同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配合镇党委、政府

的中心工作，有重点地采制、播放一些专题片。２００４年４月，《盛泽新闻》电视节目从每周２档增至
３档，周一、三、五首播，二、四、六重播。２００７年，实施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后，盛泽有线电视的转播频

道增至５８个，《盛泽新闻》电视节目增设“生活时尚”栏目。２００８年，自办电视节目仍在播出。

第六节　服务创收

　　１９８４年７月，盛泽乡广播站开办吴江县广电服务公司盛泽分公司，开展广播电视维修服务。
１９８５年起，盛泽乡广播站开办有线广播广告服务，播出农产品销售等市场信息、寻人寻物启事等。

１９８６年，经吴江县广电局批准，开办录像放映业务，开展有偿放映活动。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盛泽镇广播

８７１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站的广播广告相应增加，电视广告应运而生。１９８９年４月，盛泽镇广播站经吴江县广电局和工商局

批准开办“盛广化纤经销部”。６月，申请到３０平方米的门面房，开办录像带出租业务。

１９９２年起，盛泽镇广电站通过有线电视播放游动字幕和点歌等。１９９３年２月，经吴江市广电

局批准，开办“吴江市音像发行站盛泽广电发行分站”，扩大音像出租业务。

２００２年起，盛泽镇广电站专门成立广告组，广告节目一、三、五首播，二、四、六重播，每次１０分

钟。２００８年，广告节目仍正常播出。

附：坛丘镇广电站

　　一、机构

１９５５年４月，盛泽区坛丘乡设立广播收音站，由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１９５８年６月，

设立坛丘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１９６９年６月，建立坛丘公社广播站。１９７０年４月，更名为坛丘公

社广播放大站。

１９８３年，坛丘公社广播放大站更名为坛丘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坛丘乡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坛丘乡广播站改为坛丘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更名为坛丘镇广电站。

２０００年８月，坛丘镇广电站并入盛泽镇广电站。

　　二、人员

１９６９年６月，坛丘公社广播站建立时，配备负责人、线务员、播音员各１名。１９７９年６月，增加

通讯报道员１名，全站工作人员４名。１９８２年９月，该通讯报道员调离。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坛丘镇党委安排１名广电站站长，原主持工作的副站长任线务员。１１月，另配１

名通讯报道员，全站工作人员５名。１９９４年３月，坛丘镇广电站站长调离，镇党委安排１名线务员

任副站长，主持工作。１９９６年９月，坛丘镇广电站副站长调离，镇党委另安排１名站长。１９９７年，１

名线务员调离。

１９９８年，坛丘镇广电站另配线务员１名，通讯报道员去职。１９９９年，另配１名通讯报道员。至

此，全站人员５名。

２０００年８月，坛丘镇广电站２名人员（包括１名站长）调离，其余３名在编人员并入盛泽镇广电站。

表４３４　１９６９—２０００年坛丘广电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备　注

沈泉生 坛丘公社（乡）广播站副站长 １９６９．６—１９９２．１０ 主持工作

沈福泉 坛丘镇广电站站长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４．３

严根泉 坛丘镇广电站副站长 １９９４．３—１９９６．９ 主持工作

陈君华 坛丘镇广电站站长 １９９６．９—２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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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广播机房设备

１９６９年６月，坛丘公社广播站初创时，站址设在坛丘公社革委会大院内靠河边的两间平房。机

房内只有３００瓦的电子管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至１９７６年，广播扩音机功率增至１３００瓦。
１９８３年，坛丘乡广播站站址搬迁至坛丘乡政府办公大楼一楼，共有３间。机房设备更新，配备

２７５瓦晶体管扩音机２台。
１９９５年起，坛丘镇广电站机房内的晶体管扩音机增至８台。

１９９８年３月，坛丘镇广电站机房搬至政府办公大楼三楼，新建广播电视机房，广播设施有：功率
为１５００瓦的扩音机１台，控制桌１台，电源柜１只，输出柜１只，均达部颁乙级指标，直至２０００年

８月。

　　四、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５８年起，坛丘公社通到各大队部的广播信号是借用公社邮电所的电话线传输，转播广播节
目时电话信号中断。１９７０年，坛丘公社广播放大站成立，逐渐用毛竹立杆架设铁丝，通到各大队
部，共装广播喇叭２３只；１９７２年起，逐步用小方水泥杆替换毛竹杆。１９７３年起，坛丘公社大办广

播，全公社有线广播入户率达８５％。各大队都建立广播室，配备５０瓦扩音机和话筒等广播设备。
１９７５年，毛竹杆全部更换成小方水泥杆，广播喇叭共有４８００多只。后由于经费紧缺、农户建房、自

然灾害等因素，广播喇叭数量逐年减少。

１９９６年起，坛丘镇广电站结合有线电视的发展，共立广电线杆４８０根，架设广播干线２３．５２５公

里，镇村主馈线５３公里，建设广播动圈喇叭村。同时，建设村广播室，机器设备完善达标。至１９９８
年底，全镇共安装广播动圈喇叭５４８２只，建成广播动圈镇。此后，坛丘镇广电站做好广播网路维护

更新，确保广播喇叭的通响率，直至２０００年８月。

　　五、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６年８月，坛丘镇广电站与吴江有线电视网实现光缆联网，发展有线电视。１９９７年春节前，
完成第一期工程，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４４３个。１９９７年春节后，坛丘镇广电站在镇区光缆联网的基础
上，加快向周围农村延伸，年底，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０００多个。

１９９８年初，坛丘镇广电站在全镇范围内重新架设广播主馈线和有线电视光缆，实施有线电视
“村村通”工程。至年底，全镇２３个行政村，完成１８个行政村的有线电视安装，累计发展有线电视

用户３０００多个。１９９９年上半年，全面完成各村的有线电视安装，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４０００个，建成
有线电视镇。１０月，吴江市委、市政府在坛丘镇召开全市有线电视“村村通”现场会。此后，坛丘镇

广电站做好有线电视网路维护更新，发展有线电视用户，直至２０００年８月。

　　六、有线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８５年３月起，坛丘乡广播站开办广播自办节目，不定期播出一些党委、政府的通知和农业科
技知识。１９９０年５月，广播自办节目定名为《坛丘之声》，设有“今日坛丘”、“计生专题”、“农村知

识”等栏目，坚持每周播出２档。２０００年８月，与盛泽镇广电站合并，广播自办节目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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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麻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６９年６月，南麻公社广播站建立。１９７０年，改名为南麻公社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３年，更名为南

麻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南麻乡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南麻乡广播站改名为南麻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２年，更名为南麻镇广电站。

２００２年，南麻镇文化站、广电站合并，成立南麻镇文广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南麻镇文广中心并

入盛泽镇文广中心。

　　二、人员

１９６９年８月，南麻公社广播站建立时，配有负责人、播音员各１名。１９７３年３月，增加线务员１

名。１９７９年６月，增加通讯报道员１名。

１９８９年３月，通讯报道员调离。１９９１年７月，另配通讯报道员１名。

１９９６年２月，南麻镇政府安排１名负责人，原站长改任线务员。１９９９年９月，站负责人调离，通

讯报道员任广电站站长。至此，全站在编人员４名。

２００２年，南麻镇文广中心１名线务员退休，另配１名线务员。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名线务员退休，

１２月，南麻镇文广中心３名广电在编人员并入盛泽镇文广中心。

表４３５　１９６９—２００３年南麻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朱根泉 南麻公社（乡）放大（广播）站负责人（站长） １９６９．６—１９８６．９

孟世明 南麻乡广播站站长 １９８６．８—１９８９．５

朱根泉 南麻乡（镇）广播（广电）站站长 １９８９．９—１９９７．２

沈瑞宏 南麻镇广电站负责人 １９９７．２—１９９９．９

徐玉林 南麻镇广电站站长、文广中心主任 １９９９．９—２００３．１２

　　三、广播机房设备

１９６９年，南麻公社广播放大站刚建立时，站址设在公社管委会办公楼楼上一间小房子里，后经

三次搬迁，搬至公社邮电所旁边的２间小平房。广播机房内只有４０瓦扩音机１台，后增至１５０瓦。

１９７０年，扩音机功率增至３００瓦。１９７３年，添置６０１型录音机１台、电唱机１台。１９７５年，扩音机

功率又增至１１００瓦。１９７６年，增添６０１型录音机１台。１９８７年添置三洋牌录音机１台。

１９８９年，南麻乡广播站从乡邮电所旁搬迁到南麻乡政府新造的办公大楼三楼西面一间房内，

房间一隔两，外面为办公室，里面为机房、值机室。乔迁时，吴江县广电局赠送电源稳压器１台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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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控制桌１台。２００１年底，购置频点为９４．２兆赫的调频广播调制器１台，并采用有线电视与调频

广播同缆传输办法，发展调频广播，至２００３年底，全镇共安装调频广播喇叭４３０多只。

　　四、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５８年起，南麻公社由公社邮电所利用电话线路传输吴江县广播站的广播信号，所有生产大

队各安装１只广播喇叭。１９６９年６月，南麻公社广播站建立，用毛竹作为线杆，架上铁丝，传输广播

信号，每个生产大队只有１只广播喇叭，全公社仅有１５只。１９７２年起，更新线路，全公社广播喇叭

迅速增至３０２３只，其中高音喇叭１０只。

１９８５年８月起，南麻乡逐步建立村广播室，每个村广播室只有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供村干部

播发通知等使用。１９９２年起，随着广播动圈村的建设，村广播室都按中广部部颁乙级标准配备机

器设备。

１９９２年，南麻乡政府拨款４．５万元，更新广播线路，发展动圈喇叭。１９９７年８月，复整好中旺、

北麻两个村的广播线路，并在桥南、汤家两个村建成乙级村广播室。１０月，通过吴江市广电局的检

查验收，建成广播动圈镇。此后，南麻镇广电站做好广播网路维护更新，确保广播喇叭的通响率。

　　五、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０年２月，南麻乡广播站在南麻乡政府机关大院的宿舍楼上安装共用天线，在机关附近单

位，包括镇机关宿舍、食品站、税务所、工商所、邮电所等安装闭路电视。１９９５年，镇政府把建设有

线电视列入镇人代会所提出的实事之一。１０月，投入１３万元从嘉兴嘉华工程公司购置调制解调器

１７组、接收天线１套和３米卫星天线１架等前端设备，采用５５０兆赫系统，设置电视频道１７个，其

中通过卫星接收的节目６套，其他接收的节目１０套，自办节目１套。

１９９６年起，南麻镇广电站采取先镇区后农村、先集中住宅楼住户后分散居住户的办法，逐步安

装有线电视。年底，安装有线电视用户２１０多个。１９９７年７月，南麻的有线电视网与吴江有线电视

台的网络实现光缆联网，共传送电视节目频道（包括本镇增设的频道）２８套。联网后，镇政府拨款６

万元用于建设有线广播电视主馈线，逐渐向周围农村延伸。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增至５２８户。

１９９８年５月，南麻镇广电站从无锡雷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购置１０毫瓦光发射机２台和光接收机１２

台，共设光点１２个，架设光缆２２．４４３杆公里、９２．６８８线公里。光缆架设后，在光节点附近的村组农

户中先发展一部分有线电视用户。１９９９年９月，南麻镇广电站通过各村领导对农户进行摸底调查，

做好工程预算，借用输电线杆架设有线电视网络，使有线电视网络延伸到各村、组，增加有线电视

用户。

２００１年，南麻镇广电站在镇有关企业的支持下，为七庄村、下庄村的农户免费安装有线电视，

使这两个村的有线电视入户率达９５％以上。１１月，镇政府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争创有线电视镇突

击月”活动。年底，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２００多户。２００２年，通过“装有线电视赠送调频广播”等方

法，进一步发动农户安装有线电视。１１月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３５１１个，入户率６２．５％，实现有线

电视村村通、组组通，经苏州市文广局验收，成为苏州市有线电视镇。２００３年起，南麻镇广电站继

续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１２月，南麻镇文广中心并入盛泽镇文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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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线广播自办节目和有线电视节目

１９９１年下半年起，南麻乡广电站开办《南洋之声》广播自办节目，除播送南麻新闻外，还开设

“计划生育”、“卫生与健康”、“法制宣传”、“征兵宣传”、“农技知识”等专栏，直至２００３年。

１９９５年起，南麻镇广电站的共用天线系统收转１７套电视节目。１９９７年，与吴江有线电视台联

网后，除收转吴江有线电视台２４套节目，自己收转嘉兴、贵州、云南和上海教育４个电视台的节目，

共收转２８套节目，直至２００３年。

第四章　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

　　２００６年７月，芦墟镇（含莘塔、金家坝街道）和黎里镇（含北厍街道）合并成汾湖镇，下辖４８个

行政村，芦墟、黎里、北厍、金家坝４个街道办事处，９个社区居委会。

２００７年３月，随着行政区域调整和汾湖镇的成立，芦墟镇广电网络分公司和黎里镇广电网络分

公司合并，建立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之初，分公司设在汾湖镇莘塔大街４０８号的原芦墟广电

网络分公司。１２月起，在汾湖镇（经济开发区）中华路（后改为洋砂路）西侧的汾湖经济开发区行政

大楼南建造业务大楼，占地面积２１３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２１３平方米，层高为五层，２００９年国庆节前

竣工并投入使用。

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主要负责汾湖镇芦墟（含莘塔）、黎里、北厍、金家坝４个街道办事处的有

线广播电视宣传、网络建设与维护、用户服务和广播电视社会事业的管理、发展。

２００８年底，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共有工作人员３２名，拥有有线电视用户３８７００多个，其中有线

数字电视用户３７８０５个，其中个人用户３７２４９个、单位用户５５６个。

第一节　机　构

　　２００７年３月，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组建并运营（由原芦墟、黎里两个广电网络分公司合并而

成）。在芦墟、黎里、北厍、金家坝４个街道和莘塔社区各设立服务营业窗口，开展有线电视的安装、

维护等业务工作。分公司设经理、副经理、工程技术、财务、用户、器材、通讯报道、社会管理、内勤和

营业点等科室。至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３８１

第四篇　乡镇广播电视



第二节　人　员

　　２００７年３月，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成立，芦墟、黎里两个广电网络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并入。

２００８年底，共有在岗工作人员３２名（分公司本部１０人、莘塔服务营业窗口４人、芦墟服务营业窗口

６人、黎里服务营业窗口５人、北厍服务营业窗口２人、金家坝服务营业窗口５人）。退休人员１３名

（芦墟４人，黎里２人，北厍２人，金家坝３人，莘塔２人）。

表４４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吴乔华 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３—

朱四林 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７．３—

晏　飞 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７．１１调出

杨志伟 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８．８市抽调挂职七都镇

第三节　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２００７年３月，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时，沿用原芦墟镇广电站的机房设施，并分别在黎里、芦

墟、北厍、莘塔、金家坝设立５个输出机房。机房内除机器设备，均配置空调器与灭火器，保证机器

设备的正常安全运行。

　　一、黎里机房

有ＳＡ６９６０光接收机１台、７２芯光纤配线箱６台、各种规格的机架光分路器１３台、康达机柜３

台、飞通光电收发器机柜１台、ＡＴＭ交换机（ＰＳＡＸ６００）１台、２４口交换机１台、１０／１００ｍ飞通光电收

发器９台、ＲＡＩＳＥＣＯＭ光电收发器８台、ＴＸＡ－１３－ＦＣ平台光发射模块８台、ＥＤＦＡ－１５５０－２２富

华光纤放大器１台、ＬＧＯＲ４１７５Ａ光接收机１台等机器设备。

　　二、北厍机房

有富华光发射机４台、飞通光发射机２台、ＳＡ６９６０光接收机１台、７２芯配线箱４台、各种规格

的机架光分路器１３台、康达机柜３台、科士达ＨＰ９３０Ｈ／８Ｈ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１台、ＬＧＯＰ２００２Ａ光电

平台机架电源１台、ＣＢＸ５００Ｍ交换机１台、ＡＴＭ交换机（ＰＳＡＸ６００）１台、２４口交换机１台、ＲＡＩＳＥＣ

ＯＭ光电收发器１１台、ＧＦ１８－１２０Ａ光电收发器１台、ＯＰＦＴ５１０平台正向发射模块７台、ＥＤＦＡ－

１５５０－２２富华光纤放大器１台、ＬＧＯＲ４１７５Ａ光接收机１台等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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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金家坝机房

有ＥＤＦＡ－１５５０－２２富华光纤放大器１台、ＬＧＯＲ４１７５Ａ光接收机１台、各种规格的机架光分路

器７台、机柜４台、科士达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１台、上海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１台、各种品牌的光发射机５

台、ＬＵＣＥＮＴ６００通讯交换机１台、ＧＦＴ８－１２０Ａ上海邮通１台、ＳＡ光接收机１台、ＪＷ－８３５稳压电源

１台、上海华生ＪＳＧＦ－Ｉ－２５０Ｗ×４扩音机５台、上海松声 ＪＫ扩音机５台、索尼调频接收机１台等

机器设备。

　　四、芦墟机房

有ＥＤＦＡ－１５５０－２２富华光纤放大器１台、ＬＧＯＲ４１７５Ａ光接收机１台、各种规格的机架光分路

器９台、ＯＰＦＴ５１０－１０平台正向发射模块２台、ＬＧＯＰ２００２Ａ光电平台机架电源１台、２米机柜５台、

ＯＴＰ１０００传输平台１台、１３毫瓦光发模块２台、佳视光发射机２台、迈威光发射机１台、上海贝特光

发射机１台、富华光发射机１台、上海 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１台、ＳＡ光接收机１台、ＲＣ００２－１６平台２

台、ＲＣ１１２－ＦＥ－Ｓ１光电转发器４台、ＬＵＣＥＮＴ６００通讯交换机１台、ＧＦＴ８－１２０Ａ上海邮通２台、华

为交换机１台等机器设备。

　　五、莘塔机房

有康达２米机柜５台、４６芯接线机柜１台、ＯＴＰ１０００传输平台１台、１３毫瓦光发模块８台、各种

规格的机架光分路器１１台、ＬＧＯＴ４１７５光发射机１台、环顺光发射机１台、ＮＦＭ９８１灵声广播调制

器１台、大华 ＤＨＯＤＴ光端机 １台、华为交换机 １台、光电转发平台 １台、光电转发器 ６台、ＬＵ

ＣＥＮＴ６００通讯交换机１台、ＧＦＴ８１２０Ａ上海邮通１台、环顺ＧＳ２光接收机１台、ＳＡ光接收机１台、

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１台、科士达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１台、ＮＧＡ５２５０扩音柜３台、ＮＡ１２５０功率放大器６

台、ＥＤＦＡ１５５０２２富华光纤放大器１台、ＬＧＯＲ４１７５Ａ光接收机１台、ＨＯＰＥＣＯＭ掺铒光纤放大器２

台等机器设备。

２００８年底，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各机房的机器设备没有变化。

第四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２００７年３月，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成立时，汾湖镇所辖农村的有线广播基本停止使用，取而代

之的是调频广播和有线电视。６月，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在芦墟实验小学建成多功能校园广播系

统，运行正常。７月起，在所辖区农村安装４００多台室外型广播音柱。２００８年，继续发展调频广播，

以扩大调频广播的传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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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线电视网络

（一）有线电视联网

２００７年３月，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成立时，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所辖的有线电视网络都与吴江

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联网。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的电视信号采用１５５０纳米光缆传

输到黎里、芦墟、北厍、莘塔、金家坝机房，然后以光缆传输到各街道、村，再以电缆网为传输网络，将

有线电视信号传输到用户，所辖农村有线电视达到“村村通”。

（二）有线电视“户户通”

２００７年３月，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按照吴江市文广局统一部署，推进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

７月底，全镇４８个行政村均实现有线电视“户户通”。其中，２０个行政村的入户率达到９８％以上，

２８个行政村的入户率达到９５％以上。全镇农村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７８７１个，有线电视总用户２１５１３

个。加上城镇居民用户，全镇拥有有线电视用户３７６３８个，入户率达到９８．１６％。８月２２日，苏州市

文广局检查验收组，经台帐资料检查和实地抽查验收城司、史北、永新、大潮、东联五个村，确认汾湖

镇达到苏州市有线电视“户户通”镇标准。

表４４２　２００７年７月汾湖镇（经济开发区）有线电视“户户通”进程表

区域 居民户 空关户
实际

居住户

有线电视

总户数

入户率

（％）
新增户数

暂不入

网户

另有非

本地户

代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农村 ２７３６８ ５２１１ ２２１５７ ２１５１３ ９７．０９ ７８７１ ６４４ ４４４

镇区 １７４２０ １２３５ １６１８５ １６１２５ ９９．６３ １８１１ ６０ ２１１１

总计 ４４７８８ ６４４６ ３８３４２ ３７６３８ ９８．１６ ９６８２ ７０４ ２５５５

　　注：（１）＝（２）＋（３）；（５）＝（４）÷（３）×１００％；（３）＝（４）＋（７）。另有非本地户指安装有线电视的非本村家庭、单
位、企业等。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１日统计。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起，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组织专业工程队，全面开展数字电视转换工作。至２００８

年５月底，全镇完成整转任务，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３７４２８个，整体转换率达９７．４６％。同时，为多终

端用户提供９１５７台机顶盒，达到村村达标、市民认可的目标，并通过苏州市文广局达标验收，成为

苏州市有线数字电视“户户通”镇。年底，全镇有线数字电视个人用户３７２４９个、单位用户５５６个。

第五节　广播自办节目

　　２００７年４月起，根据吴江市文广局的要求，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开办广播自办节目《汾湖之

声》，每周３档，每档７篇稿件，播出后稿件资料整理归档。２００８年，继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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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黎里镇广电站（广电网络分公司）

　　一、机构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黎里镇有线广播站建立。１９５９年１月，镇社合一，改为黎里公社有线广播站。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镇社分开，黎里镇从黎里公社划出，更名为黎里镇有线广播站。１９７０年４月，改名为
黎里镇广播放大站。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黎里镇从黎里公社划出后的黎里公社建立广播站。１９７０年４月，改名为黎里公
社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３年３月，改名为黎里乡广播放大站。

１９８３年７月，黎里镇、乡合并，广播放大站随之合并，组建成新的黎里镇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
１２月，更名为黎里镇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７月，黎里镇广播站改为黎里镇广播电视站。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黎里镇广电站与镇文化站合并，建立黎里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２

月，北厍镇文广中心与黎里镇文广中心合并，组建成新的黎里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４年９月，黎里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划归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建立黎里广电网络分公

司。２００７年３月，并入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

　　二、人员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黎里镇有线广播站建立时，配有工作人员２名，后均调离。
１９５９年１月，黎里镇改称黎里公社，黎里镇有线广播站改名为黎里公社有线广播站，配备１名

值机员，兼播音。镇区线路架设和维护工作均从有关企事业单位抽调人力进行，无专职维护员。

１９６５年，黎里镇从黎里公社划出，原黎里公社有线广播站恢复为黎里镇有线广播站。１９６９年
１０月，黎里镇有线广播站配有负责人（兼线务员）和值机员各１名，全站在编人员２名。１９８０年，值

机员兼站负责人，另配线务员１名，直至１９８３年，镇、乡广播站合并。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黎里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时，配备负责人（兼线务员）、值机员和线务员各１名。

１９７０年４月起，人员调整，全站人员仍为３名。１９７２年４月，增配通讯报道员１名，全站人员增至
４人。

１９８３年，黎里镇、乡广播站合并为新的黎里镇广播站，全站人员６名。１９９６年，黎里镇广电站
增加合同工２名。同年９月，１名值机员病故。１９９７年，增加线务员１名和合同工１名。１９９９年，

又增加合同工３名，至此，全站合同工７名。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黎里镇广电站和文化站合并，建立黎里镇文广中心。主任由镇分管领导兼任。
１１月，原站长退养，增加副主任２名（其中１名主持工作）。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厍、黎里镇两镇文广中

心合并为新的黎里镇文广中心，增加人员４名（含副主任１名）。
２００４年９月，黎里镇文广中心广电一块，组建成黎里广电网络分公司，１名原副主任调离，分公

司共有工作人员１２名（不含合同工），直至２００７年３月，并入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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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３　１９６９—２００７年黎里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黄伟明 黎里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９．１０—１９７１．１２

邵美华（女） 黎里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６

孟留根 黎里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７２—１９７５

孙海明 黎里公社（乡）广播放大站负责人、镇广播（广电）站站长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１１退养

吴雪明 黎里镇文广中心主任（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０２．１１

丁　华 黎里镇文广中心主任（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４．３

潘建华 黎里镇文广中心主任（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２００４．３—２００４．９

朱四林 黎里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７．３

　　三、机房设备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黎里镇有线广播站建立时，设在黎里镇黄祥泰弄黎里镇政府内１幢小木楼，楼上

２间作为机房。配备１００瓦扩音机１台，话筒、电唱机各１只。１９５９年１月，镇社合一，改为黎里公

社有线广播站，设在现黎里镇中心街２７号（公社机关院内一独脚楼）。机器设备只有１００瓦扩音机

１台、话筒１只、电唱机１台。１９６５年１０月，镇社分开，黎里镇从黎里公社划出，更名为黎里镇有线

广播站，仍设在黎里镇黄祥泰弄黎里镇政府内。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黎里公社革委会决定重建有线广播

站，站址设在公社机关食堂横屋地板间。机器设备有１台１００瓦扩音机、１台电唱机。１９７１年，上

半年增加６０１型磁带录音机１台，下半年又增加１台。１９７２年，增添５５０瓦立柜式扩音机１台。

１９７５年，更新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６年起，先后增加３００瓦扩音机和ＧＹ１０００瓦扩音机各１台，

扩音机功率达到１８５０瓦。１９８２年，新添ＧＹ５５０瓦立柜扩音机１台，淘汰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

１９９３年底，黎里镇广电站机房、办公室迁至新建的黎里镇政府大院内，增加电源控制立柜和输

出控制立柜以及立式空调柜机等。

１９９８年，黎里镇广电站自筹资金，购置坐落在镇区浒泾北路２５号的原镇机关一处办公院子。

沿街１幢四层楼为办公楼，后面１幢三层楼为广电机房。机房按中广部部颁标准装修，分设播音、

控制室，配备广播控制桌、录音机、收音机等设备；机房内设置电源立柜１台、输出立柜１台、扩音机

立柜２台。１９９９年，设置有线电视机房，配备有线电视前端设备和电视监视器、网络配电等。２００４

年９月，成立黎里广电网络分公司，机房设施不变，直至２００７年３月，并入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黎里镇有线广播站建立时，借用电话线传输，镇有关单位安装１０多舌簧喇叭。

１９５９年１月，镇社合一，改为黎里公社有线广播站。黎里公社农村的有线广播信号借用电话线传输

到大队部办公室，安装１只舌簧喇叭。镇区借用邮电杆架设广播专线（铁丝）。１９６５年１０月，镇社

分开，黎里镇从黎里公社划出，更名为黎里镇有线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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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黎里镇从黎里公社划出，黎里公社建立广播站，采用毛竹和杂木棍，从公社到各

大队架起广播专线，也大量借用电力杆，附挂规格为１．６—２．０毫米的铁丝作为广播专线。广播线

接到各生产队，多数农民家里安装广播喇叭。同时，２６个农业大队都建起广播室，配有功率为５０—
１００瓦不等的扩音机，另有话筒、线路板等。

１９７９年，黎里公社广播放大站的广播主馈线全部改为水泥杆，共架设水泥杆６１２根，广播传输
线也更新为３．０毫米镀锌铁丝。全公社８条广播主馈线长达４９．５１公里，大队至生产队的村头广

播专线９５公里，用户线路约１５０公里。
１９８３年７月，黎里镇、乡广播放大站合并，组建成新的黎里镇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５年起，黎里镇

广播站逐步更新改造广播主馈线，完善达标，并建成合格村广播室，由村业余广播线务员负责管理，

村干部负责使用。

１９８７年底，黎里镇拥有广播喇叭 ８３４５只，其中农村用户喇叭 ６７２０只，占农村总行政户的
８５．１％，行政村通播率达１００％，喇叭通响率为９５％左右。１９９６年６月，黎里镇所辖的２６个农业行

政村全部完成广播喇叭动圈化建设，建成有线广播动圈镇，拥有乙级音箱６５６２只。２００６年，黎里广
电网络分公司建成苏州市有线广播特色镇。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８５年春，黎里镇政府决定筹建电视差转台，逐级上报审批。１９８５年５月３日，江苏省广电厅

发文批准黎里镇建立电视差转台。黎里镇政府向基层单位发函，筹集建设经费。但因资金困难，放

弃筹建。

１９８９年初，黎里镇房管所联合本镇的吴江开关总厂、开关一分厂、吴江轴承厂、吴江煤矿电器

厂、吴江红旗化工厂等市属企业和镇办的黎里工业滤布厂等单位，联合开办共用天线系统。按每户

１００元初装费标准，筹集资金１０万元，聘请北京某通讯工程队设计、架线，建成共用天线系统，收转

中央、上海、浙江、苏州、嘉兴等电视节目频道８个，并开办自办节目频道１个，播送本镇新闻及有关
通知。开通后，每个用户每月交１元收视管理费。后来用户逐渐发展至近２０００个。由于技术力量

的缺少，网络质量日趋低下，用户意见越来越大，收视费也难以正常收取，日常管理难以维持。

１９９１年，黎里镇黎锋村自筹资金由吴江有线电视工程部设计、施工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有线

广播“共缆传输第一村”。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黎里镇政府与吴江市广电局协商，决定筹建黎里镇有线电视网，并联合召开“重

建黎里镇有线电视网工作会议”，进行发动。１１月初，吴江市广电局派吴江有线电视台的有线电视
工程队进驻黎里，开始施工。奋战三个月，于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８日，黎里镇有线电视网正式开通并投

入使用，近３０００个有线电视用户能收看到１８套图像清晰的电视节目。１９９７年９月，又增加中央５
套、６套、７套、８套四个加密频道和江苏有线电视台节目。１９９９年起，黎里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

“进村入户”工程，至２００４年，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镇”。２００６年９月起，黎

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直至２００７年３月，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４０００多个。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８６年前，黎里镇广播站（广电站）开办广播自办节目，但由于人手有限，一直是农忙时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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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停，没有规范化。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５日起，正式开办《黎里之声》广播自办节目，每周３档，每档

６—７篇稿件，约２８００字，时长１５分钟，每周一、三、五首播，二、四、六重播。内容有本镇新闻、科技

知识、计划生育知识、健康教育知识等。稿件除站内专职通讯报道员采写外，还有基层业余通讯员

提供。２００７年３月，黎里、芦墟广电网络分公司合并成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黎里之声》广播自办

节目停办。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３月的２０多年间，共编辑、播出广播自办节目３１００多档、２万
多篇稿件。稿件月月归档，资料齐全，曾得到江苏省、苏州市广电部门的赞扬。同时，多次选送节目

（录音）参加苏州市、吴江市广电局举办的优秀乡镇自办节目评选。

附：芦墟镇广电站（广电网络分公司）

　　一、机构

１９５６年１月，芦墟镇有线广播站建立，由芦墟镇人民委员会管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芦墟公社筹
建广播站。１９６７年４月，芦墟公社广播站建立。

１９７０年４月，芦墟镇有线广播站和芦墟公社广播站分别更名为芦墟镇广播放大站和芦墟公社

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３年，芦墟公社广播放大站更名为芦墟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芦墟镇、芦
墟公社广播放大站分别更名为芦墟镇、芦墟乡广播站。１９８６年１月，芦墟镇、乡广播站合并为芦墟

镇广播站。１９９０年１２月，芦墟镇广播站改为芦墟镇广播电视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芦墟镇文化站和广电站合并为芦墟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莘塔镇广电站并入芦

墟镇文广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金家坝镇文广中心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２００４年９月，芦墟镇文广
中心广电一块组成芦墟广电网络分公司。

２００７年３月，芦墟广电网络分公司和黎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合并，组建成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

　　二、人员

１９５６年１月，芦墟镇有线广播站建立时，配工作人员１名。此后，值机、播音人员屡经更换，直
至１９６９年，１名值机、播音员调离，增加线务员１名。１９７０年，配备站负责人兼播音、通讯报道１名。

１９７５年，增加播音、值机员１名。至此，全站在编人员３名。

１９６７年４月，芦墟公社有线广播站建立，配有负责人、值机播音员、线务员各１名。１９６９年，１
名值机播音员调离。１９７０年２月，调进播音兼线务员１名。１９７６年，１名播音兼线务员调出，调进

播音１名。１９８４年３月，芦墟乡广播放大站增加通讯报道员１名，至此，全站在编人员３名。
１９８６年１月，芦墟镇、乡广播站合并为芦墟镇广播站，在编人员６名。１２月，１名通讯报道员调

离。１９８７年８月，另配通讯报道员 １名。１９９１年，１名线务员退休。１９９２年，另配线务员 １名。
１９９９年，１名副站长兼线务员退休。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芦墟镇文广中心建立，主任由镇分管领导兼任，设副主任２名。同年，增加通讯

报道员１名和合同制线务员４名。是月，莘塔镇广电站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芦墟镇文广中心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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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人员增至１３名。２００２年６月，１名工作人员退休。２００３年３月，芦墟镇镇文广中心增加线务

员１名。６月，１名合同工中止合同。９月，芦墟镇党委调进在编的文广中心主任１名。１２月，金家

坝镇文广中心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芦墟镇文广中心广电在编人员１９名。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名通讯报道员调离。９月，建立芦墟广电网络分公司，在编人员１８名。２００６年

４月，１名线务员（后兼副站长）退休。至此，芦墟广电网络分公司在编人员１７名、合同工３名，至

２００７年３月，并入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

表４４４　１９６６—２００７年芦墟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石中玉 芦墟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６．１０—１９６７．１１

陆桂庆 芦墟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７．４—１９６９．３

胡土生 芦墟公社（乡）广播放大站（广播站）负责人 １９６９．４—１９８５．１２

章菊芬（女） 芦墟镇广播放大站（广播站）负责人、站长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１２

许佳明 芦墟镇广电站副站长（主持工作）、站长 １９９１．１任副站长、１９９７．３任站长

王夫其 芦墟镇文广中心主任（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２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２．３

韩美龄 芦墟镇文广中心主任（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３．９

陈鸣其 芦墟镇文广中心主任、芦墟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３．９—２００４．１０任中心主任、
２００４．１０—２００７．３任经理

　　三、机房设施和机器设备

１９５６年１月，芦墟镇广播站站址设在西中街镇政府东侧的一楼面。１９６０年，搬至汪家弄北侧

（东南街５７号）的２间楼面，后又搬至镇工会楼上、再迁至镇政府后面约１０平方米楼面。早期的机

房设施极为简陋，电源设备为Ａ、Ｂ电箱（分别由盛泽及本镇米厂充电），配有扩音机及和留声机各１

台。１９７３年，搬至新建的镇政府办公楼上，添置３００瓦扩音机、盘式录音机各１台。

１９６７年，芦墟公社广播站开办时，设在芦墟公社后厅，配有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６９年，新增

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２年，播音室内新购录音机、电唱机各１台，并通过上海郊区青浦县广播站

购得５５０瓦ＧＹ扩音机１台，同时，从吴江县广播站购进５５０瓦 ＷＥ扩音机１台，扩音机总功率达

２４００瓦。

１９８６年１月，芦墟镇、乡广播站合并为新的芦墟镇广播站，站址在原芦墟乡政府后厅的原乡广

播站，后新建两楼面作播音、办公用房。机房面积由原先的１０平方米扩大至２０平方米，做到机房

与播音室分开，新增３００瓦、５００瓦ＧＹ扩音机各１台、录音机２台。１９９４年６月，芦墟镇广电站投

入１３．６万元改造机房、更新设备，由上海市广电局技术处的工程师设计广播、电视用房，并监督施

工。９月，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测试，其混响、吸音、隔音等各项指标达到中广部部颁标准。

更新后的２０００瓦扩音机立柜和输出立柜也达中广部乙级标准。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芦墟镇广电站搬至新建的镇政府大院，有６间房屋，新设计广播、电视用房，广

播、电视设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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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莘塔镇广电站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广电一块搬至莘塔大街４０８号原莘南村的办公楼

院子，约４５０平方（租用），重新设计、装修广播、电视用房。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金家坝镇文广中心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广电一块仍在莘塔大街４０８号原莘南
村的办公楼院子。２００４年９月，芦墟广电网络分公司成立，２００７年３月，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成

立，仍在莘塔大街４０８号原莘南村的办公楼院子，直至２００９年搬至新的广电大厦。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芦墟镇广播站借用电话线路在镇区沿街商店安装舌簧喇叭，至１９６６年６月，
镇区广播喇叭１６０多只，并在观音桥、人民桥和新桥处安装高音喇叭。１９６９年，芦墟镇广播站架起

２条广播专线，广播线路还延伸至窑厂、轮埠等镇郊地段，广播喇叭随之发展为３００多只。

１９５８年，芦墟公社广播站借用电话线，在每个大队安装１只舌簧喇叭。１９６７年，在三村、黎明、
低高、爱好、五星等生产大队，以毛竹杆设架起广播主馈线路，接收传输从上海市青浦县金泽公社广

播站传送的广播讯号。在新南、幸福、中星、红星等大队安装广播喇叭，全公社广播喇叭总数８００多
只。１９６９年，芦墟公社广播放大站对广播主馈线进行改造，原先使用上海市金泽公社广播站广播

信号的５个大队，纳入芦墟公社广播放大站统一转播，全公社２２个大队全部通上有线广播，喇叭总
数达３０００多只，入户率５２％，实现队队通广播。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芦墟镇、乡合并后的镇广播站，发展动圈喇叭。先在镇区新马路一条闹市街，安
装７５只动圈喇叭。１９８７年起，逐年向农村发展动圈喇叭，因经费不足，发展较慢。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起，芦墟镇广电站推进有线广播动圈村建设。至１９９５年全镇建成１３个动圈村，还有４个经济薄弱
村未建成。１９９６年起，芦墟镇广电站采用有线广播、电视同缆传输，发展有线广播，至２００１年３月，

有广播喇叭６００多只。至２００７年３月，并入汾湖广电网络分公司。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０年９—１２月，芦墟镇广电站在西南街安装有线电视用户３２２个。１９９１年起，有线电视网

络向西中街延伸。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３月，东南街、西北街施工开通，又合并吴江水泥厂、芦墟
水厂的共用天线网。１９９５年９月，实现有线电视全镇大联网，共有有线电视用户３８２８个。

１９９６年９月，芦墟镇广电站投入１０多万元，将光缆主馈线通向农村，在芦北村建成首个有线电
视村，全村终端户数有３００多个。紧接着完成“３１８”国道沿线的行政村和芦北村的联网。此后，向

高新村等２０个行政村延伸。２００３年初，芦墟镇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年底，全镇（含莘塔、金家
坝社区）有线电视用户９０００多个。２００４年９月起，芦墟广电网络分公司加强有线电视网络维修，发

展有线电视用户。２００６年９月，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至２００７年３月，并入汾湖广电网络分
公司时，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２０００多个。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６９年，芦墟公社广播放大站，除按时转播县广播站节目外，还配合公社（乡）党委、政府的中

心工作及农时活动，播放农村工作要求和各类通知，有时凌晨３点钟就开机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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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年起，芦墟镇广播放大站配有专职通讯员，并初步建立一支基层通讯员队伍，除一日三次

转播县广播站节目外，每日下午增加１小时的广播自办节目，播出本地新闻，内容为配合镇党委和

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并在文艺节目中播放越剧、沪剧等。

１９８４年，芦墟乡广播站配备专职通讯员后，开办《汾湖之春》自办节目，每周播出２档，每档重

播１次。
１９８６年起，乡镇合并后的芦墟镇广播站，进一步规范广播自办节目，做到节目名称、播出栏目、

播出时间“三固定”。沿用《汾湖之春》节目名称，每周播出３档节目，栏目有“芦墟新闻”、“农家生

活”、“计划生育”、“为您服务”，每档节目次日重播１次，除周六、周日外，每日下午播送半小时（含
文艺节目）。此后，坚持到２００７年３月。

　　六、服务创收

１９８９年，芦墟镇广播站与镇上的通达商场合作，开设全镇首家录像厅，年收入３万元。１９９１年
停办后，与镇物资供应站携手开办录像厅，年收入２万元，１９９４年停办。１９９６年起，站内开办广告、

录像点歌台，每年广告、点歌费收入１万多元，１９９８年停办。

附：莘塔镇广电站

　　一、机构

１９５５年，芦墟区莘塔乡由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设立收音站。
１９５８年，莘塔公社开始安装广播喇叭，每个大队办公室１只，吴江县广播站的广播信号通过电

话线传送到各大队。

１９６８年４月，莘塔公社广播站建立，全称为“吴江县莘塔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广播站”。１９７０
年４月，改为“吴江县人民广播站莘塔公社放大站”。

１９８３年８月，莘塔公社广播放大站更名为莘塔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莘塔乡广
播站。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改为莘塔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４年３月，更名为莘塔镇广电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莘塔镇广电站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

　　二、人员

１９６８年４月，莘塔公社广播站建立时，配有负责人兼线务员和播音员各１名。１９７５年８月，增
加通讯报道员１名。此后，通讯报道员屡有更替。１９７９年４月，增加线务员（兼财务）１名。至此，

全站在编人员４名。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播音员退休，１９９３年２月，另配播音员１名。１０月，增加线务员１名。

２０００年，莘塔镇广电站增加线务员２名，全站工作人员７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并入芦墟镇文广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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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５　１９６８—２００１年莘塔广电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李保罗 莘塔公社广播站（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８．４—１９７６．８

陈汉生 莘塔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７６．８—１９７８．４

王顶新 莘塔公社（乡、镇）广播放大（广播、广电）站负责人、站长 １９７８．４—２００１．１０（１９８７．４起任站长）

　　三、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８年４月，莘塔公社广播站建立，站址设在莘塔公社革委会机关大院内东南角的小院子内，

占地面积１１８．７５平方米。仅有１００瓦电子管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等。１９７２年，增添ＧＹ２７５Ｗ扩

音机２台、广播增音机１台、Ｌ６０１录音机２台。１９７３年，增添由吴江县广播站组装的１０００瓦电子管

扩音机１台。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莘塔公社广播放大站迁至莘塔建筑公司三楼（莘塔人民桥东靠河边），总面积

１１８．７５平方米。１９８０年４月开始装修，１０月正式搬入，新的广播机房、配备新的广播设备。１９９１

年，增添有线电视前端使用的录像机１台、１４寸彩电１台。

１９９３年，莘塔乡广电站迁至政府大楼五楼，面积１７４平方米。镇政府投资１０万元，经半年的装

修施工，１２月搬入使用。新的大小录音室、演播室、机房等，经上海市广电局技术部的测试，各项指

标达到中广部规定的乙级指标。新机房增添广播扩音机立柜２套、线路输出立柜１套、电源输出立

柜１套、播音控制桌１套。成为吴江全市第一个设施、设备一流的乡镇广电站机房。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莘塔乡政府大楼三楼失火，位于五楼的乡广电站新装修的机房设施和所有

机器设备全部烧毁。１１月起，莘塔镇广电站灾后重建，增添飞乐牌２５０瓦扩音机１２台、广播输出立

柜和电源输出立柜各１套、播音控制桌１套、台式双卡录音机１台和有线电视前端使用的录像机、

摄像机各１台、游动字幕电脑１台等设备，重新建成达到中广部规定的乙级指标的机房设施、机器

设备。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７２年起，莘塔公社广播放大站建设有线广播网络，经６年的逐步发展，形成东西２条主馈线，

通往各个大队（村）。广播线采用１４号铁丝挂在邮电杆上，总长１２公里。１９７８年１０月，莘塔乡广

播放大站组织劳力，采购材料，浇制５．５米方型水泥杆４００根，至１９７９年，架设２３杆公里、５１线公

里的１０条广播主馈线（横担用５×５角铁，导线用３．０毫米铁丝）。

１９８０年起，莘塔乡广播站实施广播喇叭动圈化建设，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全镇２１个行政村有１７

个建成动圈喇叭村，安装广播动圈喇叭４７７６只，占５０２０户（门樘户）的９５％。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１年３月，莘塔镇广电站筹集１０万元资金，在莘塔镇区筹建有线电视网。请吴江县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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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工程部负责施工，共安装用户４１４个，５月６日正式开通，设置１１个电视频道和１个录像

频道。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莘塔镇广电站筹措资金，恢复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因火灾烧毁的有线电视机器设
备，购买电视频道调制器１２台，大型卫星接收天线２套和录像机、２１寸彩电等其他设施，１２月底重

新开通。

１９９７年４月起，莘塔镇广电站的有线电视网络向农村发展，单独立杆架线，把有线电视光、电缆

线通到各行政村村部。增添光发射机、接收机，逐步在农村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全镇

２１个行政村有１６个村安装有线电视，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２４５０个。

　　五、广播电视自办节目

１９７５年起，莘塔公社广播放大站开办广播自办节目，播出内容有公社党委召开的广播会，公社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种通知和通讯报道员的稿件。

１９８６年６月起，莘塔乡广播站的广播自办节目定名为《鲈乡之声》，宣传本乡工农业生产中的

先进典型和先进个人事迹以及计划生育、法制宣传、生活小常识等内容。

１９９５年８月，莘塔镇广电站开办有线电视自办节目，主要内容有：镇党委、政府利用有线电视召
开各种会议；播送莘塔新闻；开设金穗点歌台，观众为亲朋好友点歌；利用游动字幕播发新闻、广告、

天气预报，为机关企事业单位播发各种通知等。

莘塔镇广电站的有线广播、有线电视自办节目，办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附：北厍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５８年８月，北厍公社有线广播站筹建，设在公社革委会院子内，由公社邮电所具体负责管理，
借用电话线传输广播信号，转播吴江县广播站节目。１９６８年４月，北厍公社有线广播站建立。１９７２
年，改为吴江县人民广播站北厍公社放大站。

１９８３年９月，北厍公社广播放大站更名为北厍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年底，更名为北厍乡广

播站。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改名为北厍镇广播站。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改为北厍镇广播电视站。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北厍镇广电站与文化站合并，建立北厍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２

月，北厍镇文广中心并入黎里镇文广中心，原北厍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成为北厍广电服务营业

窗口。

　　二、人员

１９６８年，北厍公社有线广播站建立时，配备线务员２名。１９６９年１１月，配备播音值机员兼线

务员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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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５月，北厍公社广播站播音值机员调任负责人，另配播音值机员１名，后此岗位人员多

次更替。１９７７年６月，１名线务员调离。１９８６年７月，北厍乡广播站增加通讯报道员１名，后此岗

位人员多次更替。

１９９５年８月，北厍镇广电站１名线务员调离。１９９６年４月至１９９８年３月，增加线务员３名（其

中合同工２名）。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北厍镇广电站１名播音值机员转为线务员。至此，全站人员６名。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厍镇文广中心辞退２名广电合同工，４名广电人员并入黎里镇文广中心。

表４４６　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北厍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叶　军 北厍公社（乡）广播放大（广播）站负责人、乡（镇）广播（广电）站站长 １９７１．５—２００１．１１

陆　斌 北厍镇文广中心主任（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２．１０

凌德兴 北厍镇文广中心主任（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３．１１

晏　飞 北厍镇文广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１２

　　三、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８年４月，北厍公社广播站建立，站址设在公社大会堂北面的１间平房内，约１５个平方米。

１９６９年５月，迁至集镇区柳家墙门，共５间平房，其中机房１间、播音室１间、修理室１间、宿舍

２间。

１９８３年９月，北厍乡广播放大站迁至乡政府大院３间平房内，其中机房播音室１大间、办公室１

间、宿舍１间。

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９１年，北厍公社广播站（北厍镇广电站）的机器设备有苏电牌１００瓦扩音机１台、

苏州无线电四厂生产的ＧＹ２×２７５瓦广播扩音机１台、杭州无线电厂生产的２７５瓦扩音机１台、吴

江县广播站自装的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台、上海华生厂生产的４×２５０瓦广播扩音机１台。５灯交流收

音机１台、前级增音机和播出控制桌各１台、四速电唱机２台、Ｌ６０１型交流录音机２台等。

１９９２年６月，北厍镇政府新造办公大楼，北厍镇广电站随之迁入四楼，设办公室２间、广播机房

和播音室１大间、有线电视机房和播控室１大间。新机房添置杭州产播音控桌１台、广播输出立柜

１台、电源立柜１台、１０ＫＶ自动稳压机１台、电源输出立柜（本站自装）１台等。

１９９５年１月，北厍镇广电站添置电视播控桌、视音频切换机、录放像机、电视墙和各种电视监视

器２０台。另有松下Ｍ９００型摄像机２台和光接收、发射机、电视频道处理机、调制器、卫星地面接收

器、数据电视中心机房等，一并设在电视机房内。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并入黎里镇文广中心。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８年４月，北厍公社广播站建站初期的广播网络，线杆用毛竹杆、导线用２．０铁丝架设。

１９７５年６月起，广播馈线的架设全部改用５．５米方型水泥杆，并采用防风防凌装置、２号直角瓷瓶、

镀锌铁担，１２条广播馈线全部调换成３．０铁丝，每个大队还装上田头高音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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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５月起，北厍乡广播站对村广播用户线进行整网改造，线路架设全部采用５．５米方型水

泥杆和２号弯脚瓷瓶、３．０铁丝导线。全乡广播主馈线总长３５杆公里、广播喇叭７５３９只（其中动圈

喇叭３６４９只）。１９８８年４月起，馈线杆均调换成７米圆型水泥杆。
１９８７年，北厍镇２７个村都建立村广播室，安装功率５０—１５０瓦不等的广播扩音机、播音桌、广

播自动切换装置。其中，梓树下村广播室安装１台ＧＹ２×２７５瓦扩音机，备有前级增音机、播控桌。
大港上村广播室安装上海产２５０瓦扩音机。村广播室的使用由村干部亲自操作，日常维护由村业

余线务员负责。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吴江县广电局在北厍东方村举办全县广播动圈化的技术培训，总结广播动圈喇
叭入户的经验，推广北厍广播站的做法。至后，北厍镇广电站加快广播动圈村建设，１９９６年建成广

播动圈镇。随后，北厍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的维护，发展广播动圈喇叭，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并入
黎里镇文广中心。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３年７月起，北厍镇区的镇机关、达胜一区、达胜商场、华盛商场、粮管所、绣服厂、色织厂和
黎星、浮楼２个村安装共用天线。

１９９５年１月，北厍镇广电站在镇区建立有线电视网，接收１５套节目。下半年，对镇区原有的共
用天线实施并网，形成由北厍镇广电站负责施工、管理的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７年１月，北厍镇有线电视网络与吴江有线电视台网络并网。并网后，北厍有线电视能收视

图像清晰的３２套电视节目。６月下旬起，北厍镇广电站逐步建设村级有线电视网络，至１９９９年，完
成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２０００多个，经苏州市广电局验收合格，成为苏州市有

线电视镇。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厍镇广电站（文广中心）加强有线电视网络维护，发展有线电视
用户。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８６年７月起，北厍乡广电站配备专职通讯报道员，开办名称为《北厍在前进》的广播自办节
目，每周３档，每档１５分钟，周一、三、五首播，周二、四、六、日重播。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厍镇文广中心
并入黎里镇文广中心，广播自办节目停办。

附：金家坝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６６年，金家坝公社有线广播站建立，转播吴江县广播站节目。１９６８年８月，更名为金家坝公
社广播放大站。

１９８３年３月，金家坝公社广播放大站更名为金家坝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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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乡广播站。１９９１年１月，金家坝乡广播站改为金家坝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更名为金家

坝镇广电站。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金家坝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成立金家坝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金家坝镇文广中心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原金家坝镇文广中心广电办公区成为金家坝社区

广电服务营业窗口。

　　二、人员

１９６６年８月，金家坝公社有线广播站建立时，配备负责人、线务员、播音值机员各１名。１９７２

年，增加通讯报道员１名，后此岗位人员多次更替。

１９８７年，金家坝乡广播站增加线务员１名（合同工）。

１９９４年，金家坝乡广电站增加线务员１名（合同工）。１２月，１名播音值机员退休。１９９５年７

月，通讯报道员改任财务人员，另增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９７年３月，１名线务员退休。１９９８年，增加

线务员１名。

２００１年８月，金家坝镇文广中心增加播音值机员１名。２００３年２月，增加线务员１名。至此，

全站人员８名。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金家坝镇文广中心６名广电工作人员（２名合同工辞退）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

表４４７　１９６６—２００３年金家坝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姚泉根 金家坝公社有线广播站负责人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陈奎根 金家坝公社有线广播站负责人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曹菊生 金家坝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钱关泉 金家坝公社（乡）广播放大（广播）站负责人、乡广播（广电）站站长 １９６９—１９９１．９

袁留海 金家坝乡（镇）广电站站长、镇文广中心主任 １９９１．９—２００３．１２

　　三、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６年，金家坝公社有线广播站初创时，设在公社管委会机关大院内，有机房、办公用房各２

间，面积各３０平方米。广播机房内有５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０年，增添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台。

１９９１年６月，金家坝乡广播站在乡供销社生活商店三楼设有线电视前端机房。１９９４年９月，

有线电视机房前端搬到镇政府大楼三楼。

１９９６年８月，金家坝镇政府决定，将原镇工业公司１幢办公楼加院子转让给镇广电站，１０月，

开始装修。１９９７年９月２日，搬入新机房，广播机房和有线电视机房面积均达到７１．２平方米。广

播、电视机房搬迁后，新机房内有线广播扩音机总功率达到２０００瓦，并配有电源、输出、扩音３个立

柜、播控桌１台和备用机器；有线电视房内配有电视监控机、频道调试机、音视频转换器、光发射机、

接收机、光功率监测器等设备。还配备空调器、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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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６年，金家坝公社借用电话线将广播信号传输到各大队。１９６８年８月，公社广播放大站自

立毛竹杆，架设广播专线通到各大队部，并逐步到生产队和农户。

１９９０年，金家坝乡广播站实施广播动圈化，完成沈庄、长巨、杨文头、九曲港４个村的广播动圈

村建设。１９９１年，建成双石村、油车港、南厅、肖庄４个广播动圈村。同时，各村建起合格的村广播

室，每个村广播室配有２５０瓦扩音机１台和话筒等附属设备。

１９９２年，金家坝乡广电站全面推进广播动圈村建设，全镇共架广播主馈线３１．８杆公里，完成直

下港、幸二、双喜、北印、同字、群众、西轸、埭上、羊笔港、金家坝、石前、梅田、小里港、杭头、蚬南、渔

业、杨家村、方家浜、金家庄１９个广播动圈喇叭村，安装广播动圈喇叭５７７５只，入户率达８３．７％。

年底，经苏州市广电局验收合格，建成广播动圈乡。１９９３年起，逐年更新改造，至１９９９年，全镇广播

主馈线３７．０５杆公里、５２．５４线公里，安装广播动圈喇叭６６１０只，全镇广播入户率９２％，通响率

９８％。２００１年，全镇广播主馈线全部采用铜芯护套线，并加强广播网络的维护，发展广播动圈喇

叭，确保广播入户率、通响率，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１年６月起，金家坝乡广电站在集镇区逐步建设有线电视网。１９９３年，金家坝杨文头村由

上海某科研单位设计、安装有线电视系统，前端机房设置在杨文头村委会办公大楼内。

１９９４年９月，金家坝镇广电站对镇区的有线电视网络进行改造，安装４．５米的卫星接收天线，

对原有的９干线改为１２干线，以改善传输信号。

１９９５年８月，杨文头村的有线电视网络全面改造，建成第一个由金家坝广电站自行设计、安装、

调试的有线电视村。

１９９６年８月，《金家坝镇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通过苏州市广电局、吴江市广电局专家

论证，批准实施。２００１年，实现有线电视光缆“村村到”，为有线电视“村村通”打下基础。２００３年

底，随着群众、蚬南、杭头、梅石、雪巷５个村的有线电视施工结束，历时７年的有线电视“村村通”工

程完成，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４１５３个。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９４年１月，金家坝镇广电站开办《金溪之春》广播自办节目，每周２档，每档１５分钟左右。每

年广播自办节目资料全部整理归档。并参加苏州市乡镇广播自办节目评比。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金家坝镇文广中心并入芦墟镇文广中心，广播自办节目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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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

　　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是由原震泽、八都两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合并而成，主要负责震泽镇

区和八都社区的有线广播电视宣传报道、事业建设以及网络维护、用户管理工作。分公司办公地址

设在震泽镇花山头４３号原震泽镇文广中心（广电站）内，原八都镇广电站改为八都社区服务营业

窗口。

２００８年底，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工作人员为２１名。拥有广播喇叭１４５５只；有线电视用户

１９８５０多个，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１８８２２个。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５３年２月，震泽镇人民委员会设立震泽镇有线广播站。１９５６年３月，震泽镇广播放大站建

立。１９８４年１２月，震泽镇广播放大站更名为震泽镇广播站。

１９５８年８月，震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１９８３年６月，更名为震泽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

月，更名为震泽乡广播站。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震泽镇、乡广播站合并为新的震泽镇广播站。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改为震泽镇广播电

视站。

２００１年６月，震泽镇广电站与文化站合并，建立震泽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震泽、八都两镇文广中心合并为震泽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４年８月，震泽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划归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直属管理。９

月，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至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５６年３月，震泽镇广播放大站建立，安排负责人（兼播音值机员）１名。１９５８年８月，负责人

兼播音员调整。１９６４年６月，调进播音值机员１名，站内人员为２人。１９６９年３月，配备负责人兼

线务员１名。１９７３年１月，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７５年６月调离）。１９７６年９月，增加值机员兼

线务员和通讯报道员各１名，全站人员为３名。１９７８年６月，负责人调整，１９８４年３月，通讯报道员

调整，全站人员仍为３名，直至镇、乡广播站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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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８月，震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由震泽公社邮电所管理，无专职人员。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配备值机播音员１名。１９６９年５月，增加通讯报道员１名，兼任负责人。１９７０年１月，增加线务员

１名，全站人员为３名。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增加线务员１名（后纳入震泽镇电视转播站）。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震泽镇、乡广播站合并，全站人员７名。１９９０年５月，通讯报道员辞职。１９９２年

１１月，１名老职工退休。１９９３年４月，招收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９７年７月起，震泽镇广电站招收合

同工５名。至２００１年６月，震泽镇文化站、广电站合并成立文广中心时，广电工作人员为１１名（含

合同工）。２００２年３月，增加线务员１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３名人员先后退休。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八都镇文广中心８名广电工作人员（含合同工）并入震泽镇文广中心，震泽镇文

广中心广电工作人员１７名（含合同工），至２００４年９月，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２００５年７月，

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招收线务员１名。８月至２００８年底，增加工作人员３名，分公司共有工作人员

２１名。

表４５１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年震泽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陈海生 震泽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５６．３—１９５８．８

丁玉英（女） 震泽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５８．９—１９６６．５

黄佰荣 震泽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９．３—１９７８．５

沈惠英（女） 震泽镇广播放大（广播）站负责人 １９７８．６—１９８５．９

杨百林 震泽公社（乡）广播放大（广播）站站长、镇广播（广电）站站长 １９６９．５—２００１．４

薛治华（女） 震泽镇文广中心主任（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２００１．６—２００３．１０

韩国新 镇文广中心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２００１．７—２００３．１０

周金根 震泽镇文广中心主任、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６．８

沈伟荣 震泽镇广电网络分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 ２００６．８—２００７．３

陈复新 震泽镇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３—

第三节　机房设施

　　１９５６年３月，震泽镇广播放大站建立时，机房、办公室设在震泽镇上塘西栅太平街的镇大会堂

一间阁楼内。１９６７年４月，迁至大会堂东侧镇政府２间老楼房里，１间为机房、１间作播音室。１９８０

年５月，随镇政府迁至大会堂西侧新镇政府办公大楼内。

１９５８年８月，震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机房、办公室设在宝塔街虎啸弄南弄口公社邮电所内。

１９６７年１月，从公社邮电所迁至花山头４２号公社革委会院内的一间平房内。

１９８４年６月，震泽乡广播站的广播机房迁至乡政府大院南楼的３间楼房内。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震泽镇、乡广播站合并为新的震泽镇广播站，站址设在花山头４２号原乡广播站

内，共有６间房屋（办公室３间，机房、播音、仓库各１间），约１５０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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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６月，震泽镇广电站出资４８万元，购买镇区花山头４３号原镇派出所办公楼，面积近６００

平方米。２０００年１月，迁入新址播音、办公。６月，建立震泽镇文广中心，文化、广电仍各自在原址

办公。２００４年９月，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在原震泽镇广电站办公，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第四节　机器设备

　　１９５６年３月，震泽镇广播放大站创办时，有１５０瓦飞跃牌电子管扩音机２台、“２０６”中华牌电唱
机和录音机各１台。

震泽公社广播放大站创办时，有总功率８００瓦扩音机４台、播音控制桌１套，包括电唱机、录音
机、话筒等设备。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乡镇合并后的震泽镇广播站淘汰原有的电子管扩音机，购置“ＪＳＧＴ－１－２５０瓦
×４”高保真晶体管扩音机柜２套、上海新亚无线电厂生产的输出配电柜１台、播音控制桌１套。

１９９２年５月起，震泽镇广电站机房设备不断更新，逐步添置电视监控机、频道调试机、音视频转换

器、光发射机、接收机、光功率监测器、摄像机等设备。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震泽镇文广中心和八都镇文广中心合并，组建新的震泽镇文广中心。完成八都

与震泽两地的机房并网整合，并在镇区和农村开设光缆接点，逐步减小光缆传输级数。２００４年９
月，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成立后，随着有线电视的发展，机房设备逐年增加，至２００８年底，有线电视

设备主要有光发射机、接收机、分路器、数据业务收发平台等。并配备数字场强仪、光功率机等维修

设备。

第五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６年２月，震泽镇广播放大站在镇区沿市河东西栅架设２条广播主馈线，在沿街棉布店、南
货店以及汽车站、轮船码头、粮库等地安装３０多只广播喇叭。至１９７１年８月，镇区广播线除东西

栅２条主馈线外，逐步借用邮电杆路架设南北纵横交叉的７条广播主馈线，广播喇叭向街道、里弄、

居民屋前发展，共安装广播喇叭１０００只。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起，震泽公社广播放大站逐步发展广播专杆专线，至１９７３年底，全公社除渔业大

队外，２８个大队全部架通广播线，并在各生产队仓库、稻场以及农民居住集中地安装各类广播喇叭
７１８只。后逐步发展到家家户户装广播，至１９８３年，震泽全乡农村共安装广播喇叭７０００只。

１９６８年底，震泽公社各大队在大队办公室墙上钉一块装有变压器、变换闸刀等的木板，用广播

时将闸刀变换一下。１９７１年３月起，各大队专门腾出一小间房屋作为广播室，备有扩音机、话筒、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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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器等设备。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起，震泽镇广播站更新改造网络，发展动圈喇叭。１９９６年６月，全镇广播动圈喇

叭１００８６只，经苏州市广电局考核验收，建成苏州市“广播动圈镇”。
２００５年６月，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开展创建“有线广播特色镇”活动，机房传播中心到２３个行

政村，全部实行广播电视信号一线架设、同缆传输。全镇各行政村成立由村主任任组长、线务员和

村民小组长为成员的村广播领导小组，并腾出房屋，投入资金，添置设备，重建村广播室，日常播音

使用情况做好台帐资料记录。随着有线电视的发展和普及，有线广播的需求逐渐减少，至２００８年

底，广播喇叭只有１４５５只，村广播室只剩８个。

　　二、有线电视网络

（一）电视转播台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震泽镇广播站在报恩桥北侧太平街的镇政府院内，筹建电视差转台，架设一座
３５米高的电视天线铁塔，购置２台１０瓦彩色电视差转机。１９８６年６月，电视差转台开播，收转中

央电视台一套和浙江嘉兴电视台节目。

（二）有线电视网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震泽镇镇南新村在镇街道办的牵头下，委托上海解放军某部的一个工程队安装

有线电视，首批用户２２０个。１９９１年３月，位于３１８国道沿线的震泽镇金星村，实施有线电视进村
入户工程，建成农村有线电视先行示范试点村。１９９２年３月起，震泽镇有线电视工程全面启动，一

年时间在镇区发展有线电视用户近２０００个。１９９４年５月起，先后将镇南新村和金星村两个有线电

视示范小区、村实行联网管理，有线电视逐步向镇郊农村延伸发展。

（三）有线电视“村村通”

１９９５年５月起，震泽镇广电站在南浦浜、新乐、勤幸、渔业、林港、前港６个镇郊村建成有线电视
村的基础上，组织４个农村有线电视安装小组（其中２个组为外包施工人员），将有线电视电缆主馈

线全部架设至各村村部，并选择一些集体经济发展较快、个体老板乐意捐资建设有线电视工程的村

建成有线电视村。同时，镇党委、政府行政推动，在资金上采取“村里补一点、站里贴一点、农户出一

点”的办法，提高初次安装的入户率。在安装过程中，先规划设计、再施工建设，完成一个村上报验

收一个村。至１９９９年底，全镇２３个行政村建成有线电视村，完成有线电视“村村通”的目标任务。

（四）有线电视“户户通”

２００７年元月起，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４月上旬，镇政府下发《关
于成立震泽镇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领导小组》的文件，作出对特困户、低保户实行免费安

装、其他农户优惠安装的规定。１０月底，全镇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基本结束，有线电视用户
１９６００个，通过苏州市文广局的考核验收。随后，震泽广电网络分公司加强有线电视网络的维护，

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发展有线电视用户，至２００８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９８５０个，其

中有线数字电视１８８２２个（个人用户１８５０２个、单位用户３２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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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７１—１９８５年，震泽镇广播放大站（广播站）的广播自办节目主要由时任镇党委宣传干事的周

家频负责提供稿件，后配备１名专职通讯员提供稿件。由于人员流动频繁，广播自办节目不规范也

不完整。

１９８６年１月起，镇、乡合并后的震泽镇广播站的广播自办节目逐步走上正轨。站内配有专职播

音人员、通讯报道员，有《震泽之音》这个节目名称。自办节目播出的内容有本镇新闻、农事科技、

卫生健教、通知广告等。

１９９４年起，震泽镇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保持每周２—３档，每档５—８分钟，早上直播、晚上录

播。并将广播自办节目的播出稿件资料逐年整理归档存放。每年参与上级广电部门组织开展的乡

镇广播自办节目创优活动。２００８年，继续播出。

表４５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震泽镇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一览表

年份 节目
播出

期数

播出

稿数

每周

播出
年份 节目

播出

期数

播出

稿数

每周

播出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震泽

之音

１１２ ４４６ ２档

１７６ ５１４ ３档

１７１ ５０３ ３档

１２３ ３４９ ２档

１０３ ３８７ ２档

１０５ ４０３ ２档

９５ ３８９ ２档

１０４ ４１０ ２档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震泽

之音

１０１ ３９８ ２档

１００ ４８６ ２档

１０３ ４１８ ２档

１４９ ７４７ ３档

１５５ ８６８ ３档

１５４ ８２６ ３档

１５５ ８３５ ３档

第七节　服务创收

　　１９９１年３月起，震泽镇广电站在报恩桥南堍南潘浜西侧，开办音像制品出租点，经营录像带出

租业务，录像片由市音像发行站提供，聘用一位退休工人具体负责录像出租点的日常营业，每星期

日由镇广电站的几名内勤人员轮流代班。据财务报表统计，这个录像出租点除去房租、人员工资，

年纯收入３０００元左右，用于站内日常开支，１９９５年底，停止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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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八都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６７年７月，八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１９８３年，更名为八都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更名为八都乡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八都乡广播站改为八都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２年９月，更名为八都镇广电站。

２００１年６月，八都镇文化、广电两站合并，建立八都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震泽、八都两镇文广中心合并为震泽镇文广中心。

　　二、人员

１９６７年７月，八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时，配备负责人１名。１９６８年７月，原负责人调离，配备

负责人兼线务员１名。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另增线务员１名。１９７１年７月，负责人兼线务员调离，８月，

安排１名线务员兼任负责人（后任站长）。１９７６年２月，另配值机兼线务员１名。

１９８４年１月，八都乡广播放大站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另配备值机兼播音员１

名。至此，全站人员为４名。１９９１年５月，八都乡广电站站长退居二线，６月，吴江县广电局安排１

名片线务员任乡广电站站长。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原通讯报道员调离，１２月，另配通讯报道员１名。

１９９５年３月起，八都镇广电站陆续招收合同工４名。９月，站长调离。１９９７年７月，八都镇党

委调进１名村支书任镇广电站站长，全站人员为５名（不含合同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名合同工去

职。２００１年６月，八都镇文广中心建立，镇广电站站长任主任。２００２年８月和２００３年３月，先后招

收内勤和线务员各１名（合同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八都镇文广中心８名广电人员（含合同工）并入

震泽镇文广中心。

表４５３　１９６７—２００３年八都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蒋永法 八都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７．７—１９６８．６

庄荣汉 八都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８．７—１９７１．７

吴龙龙 八都公社（乡）广播（广电）站负责人、站长 １９７１．８—１９９１．５

袁永瑞 八都镇广电站站长 １９９１．６—１９９５．９

周金根 八都镇广电站站长、文广中心主任 １９９７．７—２００３．１０

　　三、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５８年１月，八都公社在贯桥建立广播邮电所，广播和电话信号一根线传输，广播响电话不通。

１９６７年７月，广播、邮电分开，建立八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办公室和机房设在八都大会堂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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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１月，八都公社广播放大站的办公室、机房从大会堂楼上迁至大会堂北面的３间平房内

（机房、线务、宿舍各１间）。

１９８９年６月，八都乡广播站的办公室、机房迁至乡政府在新马路１号新造的财政、税务、广播大

楼内（底楼为办公室、二楼为宿舍，三楼为机房共５间，面积约２００平方米）。

１９９０年以前，八都乡广播站共有电子管扩音机３台，总功率１８５０瓦，其中２台自装机，分别为

１０００瓦和３００瓦，苏州无线电厂生产的５５０瓦１台。１９９１年３月，八都乡政府出资购买２５０瓦×４

的晶体管扩音机柜１套和上海新亚无线电厂生产的播音控制桌１台，另设电源、输出立柜等。

１９９２年９月起，八都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工程，有线电视机房设备不断更新，先后添置电视

监控机、频道调试机、音视频转换器、光发射机、接收机、光功率监测器以及场强仪、干线放大器、摄

像机等设备，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并入震泽镇文广中心。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８年６月起，八都公社广播放大站自行立杆架线，至１９７０年底，用毛竹、杂木棍和石柱架起

６条广播主馈线，全长３０公里，基本实现全公社队队通广播。

１９８６年底，八都乡广播站全面开展广播线路改标，各村广播主馈线全部采用６—８米水泥圆杆，

传输线用３．０毫米镀锌铁丝。全乡６０６７家农户安装广播喇叭５３２５只，入户率８８％，通响率９４％。

１９９２年起，八都镇广电站更新广播网络、安装动圈喇叭，实施广播动圈村建设。至１９９５年，全镇安

装动圈喇叭５４００多只，各村办起村广播室，经苏州市广电局检查验收，建成广播动圈镇。随后，八

都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发展动圈喇叭，确保广播通响率，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并入震泽镇文

广中心。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５年５月起，八都镇广电站组织有线电视安装施工小组，突击１０个月，把有线电视网络架设

到各村村部，然后挑选集体经济发展较快、民营企业乐于捐资的南港村建成有线电视村。

１９９６年下半年起，八都镇广电站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先规划设计、再施工建设，逐步发展有

线电视，至１９９９年年底，全镇２３个行政村全部建成有线电视村，有线电视用户４３００个（含镇区）。

随后逐年发展，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并入震泽镇文广中心时，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５２００个。

第六章　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

　　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是由原平望、梅堰两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合并组建而成，主要负责平

望镇区和梅堰社区的有线广播电视宣传和网络建设、维护、用户服务以及广播电视社会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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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主要办公场所在平望镇晨莺路６号的原平望镇文广中心（广电站）内，

梅堰社区在原梅堰镇广电站内设立服务营业窗口。

２００８年底，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共有职工１９人，其中在编人员６人。全镇拥有有线广播喇叭
１４２１６只、广播音柱５６３只；有线电视用户２３９１６个，其中２３１６７个整转为有线数字电视。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５１年，平望区建立广播收音站，由苏南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镇工会负责管理，庞金林
具体操作、收音。

１９５８年２月，平望镇有线广播站建立，由镇民办文化站管理。１９６９年，更名为平望镇广播站。

１９７０年４月，更名为平望镇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平望镇广播站。
１９５８年４月，平望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１９８３年，更名为平望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

月，更名为平望乡广播站。

１９８５年７月，平望镇、乡广播站合并，组建成新的平望镇广播站。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改为平望镇广

播电视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平望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组建成平望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平望、梅堰两镇文广中心合并为平望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４年８月，平望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划归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直接管理。９
月，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至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５８年２月，平望镇广播放大站建立，由镇民办文化站兼职人员管理。
１９５８年４月，平望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由公社邮电所管理。１９６８年，配备值机员和线务员各

１名。１９７８年，原值机员调离，线务员病故。１９７９年，公社党委安排值机员１名、线务员２名，配备

通讯报道员１名，站内人员为４名。
１９６３年，平望镇广播放大站配备播音值机员和线务员各１名。１９６７年，线务员调离。１９６８年

３月，增加负责人兼线务员１名。
１９７０年，平望镇广播站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站内人员为３名。１９７８年，增加线务员１名，负责

人不再兼线务员。１９７９年６月，负责人调离，７月，由播音值机员兼任。１９８５年１名线务员调离，站
内人员为２名。

１９８４年，平望乡广播站１名线务员调离，站内人员为３名。

１９８５年７月，平望镇、乡广播站合并后镇广播站招收线务员１名。１９８６年３月，１名线务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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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不再兼线务员，全站人员为６名。１９９２年４月，原站长退休，通讯报道员接任。１９９７年起，陆

续招收合同工４名。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梅堰镇文广中心６名广电工作人员（含合同工）并入平望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４年９月，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工作人员１７名（含合同工）。２００５年６月，招收内勤

人员１名；９月，分公司经理退养；１０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调任分公司经理１名。２００６年３月、６

月，招收内勤人员２名。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分公司经理调离，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另任分公司经理１名。

至２００８年底工作人员１９名。

表４６１　１９６８—２００８年平望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翁寿泳 平望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８．３—１９７９．６

汪可静（女） 平望镇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７９．７—１９８５．７

杨春年 平望公社（乡、镇）广播（广电）站站长 １９６８．３—１９９２．４

吴晓义 平望镇广电站站长 １９９２．４—１９９９．６

顾家栋 平望镇广电站站长、文广中心主任、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１９９９．７—２００５．９

袁留海 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５．１０—２００７．１０

晏　飞 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１１—

第三节　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８年，平望镇广播站设在南大街４６号的平望镇革委会院子内，一间约２０平方米的平房。机

器设备有１５０瓦电子管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１９８１年，增加３００瓦晶体管扩音机１台和盘式录音

机１台。

１９６８年，平望公社广播站设在平望公社革委会院子内，一共有３间平房，约６０平方米。机器设

备有１５０瓦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电唱机１台。

１９７３年６月，平望公社广播放大站按照国家广播事业局乡镇广播机房的标准，改造装修机房、

播音室，建成全县第一座规格化的第二代播音用房；并添置立柜式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四速电唱机１

台、电子管录音机１台等机器设备。１９８０年３月，增添１８００瓦扩音机１台、四速电唱机２台、收录

机３台。

１９８５年，平望镇、乡广播站合并后的镇广播站，站址设在平望镇西新街镇政府办公大院内的原

平望乡广播站。全站的机房设备固定资产达到２０２６３．２５元。

１９９５年，平望镇广电站搬入座落在平望镇莺湖路上的镇政府办公大楼五楼，设一大间广播机

房和值机室，一间办公室。

１９９９年，平望镇广电站在平望镇莺湖路上添置一幢４楼４底的楼房，楼上为办公室，楼下为器

材仓库和广电服务营业窗口。广播、电视机房和值机室，仍在镇政府办公大楼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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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７月，平望镇文广中心购买坐落在平望镇莺湖边上的原上海海运学院平望水上训练基

地的一幢大楼，改建装修后迁入。三楼设广播机房，新添置电源立柜１台、扩音机立柜２台、输出立

柜１台和播音控制桌１台；电视机房配备有线电视播出系统、电视屏幕墙、播出控制台和小演播室
（会议室）。二楼为办公室。底楼为器材仓库、线务办公室和广电服务营业厅。随着有线电视的发

展，机器设备也更新换代，至２００８年底。

第四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８年，平望镇广播站在镇区借用邮电杆架设５条广播馈线，东至吴江水产养殖场，南连面粉
厂，西通吴江玻璃纤维厂，北接吴江合成化工厂，广播线总长２．５杆公里，形成有线广播网络，通向

全镇大街小巷和工厂企事业单位，共安装舌簧喇叭８３７只、２５瓦高音喇叭２只，广播通响率达９０％
以上。

１９６８年，平望公社广播放大站初办时，借用邮电线路传输广播信号，通达各个生产大队和小部

分生产队仓库。１９６９年，平望公社广播放大站采用毛竹杆加铁丝，架设广播专线，广播信号通至各
个生产队和部分农家。至１９７０年底，全公社大部分农家安装广播喇叭。１９７２年起，平望公社广播

放大站对全公社的有线广播线路逐步进行改造，采用５．５米的方型水泥杆替代毛竹杆，架设质量较
高的铁丝，并扩大有线广播网络覆盖，使有线广播的入户率达到８０％左右。同时，平望公社广播放

大站在各大队部配电间放扩音机１台和话筒１只，装转换闸刀１把，平时转播县、镇的广播节目。
本村使用广播时，把闸刀拉下来。村广播主要用于村里布置农作物防病治虫、抢收催种、抗灾抢险

和会议通知等。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起，平望镇、乡广播站合并后的镇广播站，更新改造全镇农村有线广播网络，至年
底，全镇重新架设广播主馈线１３条，总长为２６杆公里、９２线公里。共有广播喇叭８２４５只，农村入

户率为８３％，广播通响率保持在９５％以上。
１９９２年起，平望镇广电站逐步实施广播动圈村建设，至１９９４年，还剩８个村未完成。１９９５年

年初，为高质量按时完成８个动圈村的建设任务，镇广电站组织一支施工队伍，加快动圈村建设。

年底，全镇村村建成动圈村，共有动圈喇叭８４９３只。１２月８日，通过苏州市广电局验收，成为苏州
市广播动圈镇。同时，开展标准村广播室建设，至１９９５年底，全镇村村建起广播室，其中标准村广

播室９个。随后，平望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发展动圈喇叭，确保广播通响率。
２００６年年初，平望镇党委、政府下发《关于加强农村有线广播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全镇

有线广播入户率、通响率均要达到９０％以上。同时，规定村到户的广播传输线的架设维修费用，由
镇村两级按比例负担，各村配备１名兼职线务员，明确有线广播的管理目标。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

采取整网和建网相结合的办法，利用原有动圈喇叭进一步巩固农村广播网络；实施共缆传输，解决

部分农户和社区通广播的问题；安装防雨音柱，覆盖居住密度较高的村民小组和社区。６月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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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农村更新改造和重新安装广播喇叭１３５６０只，农村门樘入户率达到９５．１％，覆盖率达到９６．５％，

广播通响率达到９２％。同时，做到村村有标准广播室，有广播管理制度，有广播维护员。７月，通过

苏州市文广局验收，建成苏州市特色有线广播镇。２００８年底，广播喇叭１４２１６只。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８８年，平望镇吴江化肥厂、吴江农机厂等单位自办共用天线，镇政府也在政府大楼平台上设

置共用天线。１９９５年，吴江市广电局会同平望镇党委、政府，对平望镇的共用天线系统进行整顿、

重建。至１９９５年９月，建成平望镇有线电视网络，并与吴江有线电视台联网，收转节目增至２５套，

发展用户３１６０个。１９９７年起，平望镇广电站逐步向农村延伸、发展有线电视。１９９９年，平望镇政

府筹集１４０万元资金，新立水泥杆１０００根，架设光缆２００公里，新发展村有线电视用户１４９０个，年

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４７００多个。２０００年起，平望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至２００２

年，通过苏州市文广局验收，建成有线电视镇。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组织三个工程小组进

行施工，确保整个工程按质按时完成。在“户户通”工程建设中，做到“户户通”和建网整网相结合，

对网络缺损、入户率比较低的溪港、胜墩、上横、群星等村，把网络整改、“户户通”电视、广播通响结

合在一起进行，使上横村、群星村新装有线电视用户６１０个，同时，广播得到通响。７月底，平望镇

２１个行政村有线电视用户１４０３５个，占农村实际居住户的９８．８％，通过苏州市文广局有线电视“户

户通”工程考核验收。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成立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宣传组、技术保障组和用户

系统操作组、工程实施组、后勤保障组，制定具体工作实施计划，进行试点，１１月，以点带面，全面开

展。至２００８年５月底，全镇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用户２２８４９个，其中镇区９９４１个、农村１２５３３

个，单位用户３７５个，整体转换率９５．０８％。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２３９１６个，其中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２３２１２个（个人用户２２７９６个、单位用户４１６个）。

第五节　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８５年７月，平望镇、乡广播站合并前乡广播站开办广播自办节目，播出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通

知、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防病治虫的技术措施和一些商品广告等。１９８６年起，平望镇、乡广播站合并

后广播自办节目定名为《莺湖之声》，设有“今日平望”、“计划生育”、“交通安全”等栏目，每周播出

２档。１９８７年，全年收到基层通讯员各类稿件３１１篇，播出２１９篇。

２００４年９月，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后，广播自办节目《莺湖之声》仍坚持每周播出２档，每

档１５分钟。２００８年底仍开办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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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梅堰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６８年，梅堰公社广播站建立。１９７０年，更名为梅堰公社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３年，更名为梅堰乡

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梅堰乡广播站。１９８８年７月，更名为梅堰镇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梅堰镇广播站改为梅堰镇广播电视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梅堰镇广电站和文化站合并，建立梅堰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梅堰镇文广中心并入平望镇文广中心。

　　二、人员

１９６８年３月，梅堰公社广播站建立时，配备通讯报道员兼负责人、播音值机员、线务员各１名。

１９７０年，增加线务员１名。１９７７年起，站内人员调整，仍为４名。１９９３年起，梅堰镇广电站陆续招

收合同工２名。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全站６名工作人员（含合同工）并入平望镇文广中心。

表４６２　１９６８—２００３年梅堰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陈仲荣 梅堰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８．３—１９７７．６

周锦明 梅堰公社（乡、镇）广播放大（广播、广电）站负责人、站长 １９７９．７—２００１．９（２００４年退休）

郭福林 梅堰镇文广中心主任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３．１１

　　三、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８年３月，梅堰公社广播站建立，站址设在公社机关院子里一间平房内，负责转播吴江县广

播站节目。９月，迁至殷家弄２０号、梅堰邮电所院子里的三间平房内。机房内有１５０瓦电子管扩音

机１台、话筒１只、电唱机１台。１９７１年，添置３００瓦晶体管扩音机１台、６０１录音机２台、“熊猫”牌

电子管收音机１台。

１９８１年，梅堰公社广播放大站利用办纸管厂的利润，加上乡政府拨款１万元，在梅新街１１号建

起三楼三底２层楼的梅堰广播大楼。二楼用作机房、播音室和办公用房，底层临街２间出租以增加

收入。院子南面建起４间平房，用于存放广播器材。迁入新大楼后逐步添置５５０瓦扩音机１台和

“三洋”牌收录机、电唱机等播录设备。

１９９２年，梅堰镇政府拨款６万元，加上站里自筹资金，在广播大楼上加一层，形成三层广电大

楼。二、三楼用作机房、播音室、办公室、会议室等，临街底层用于出租，至２００３年底，机房作为平望

文广中心梅堰社区机房，底层３间仍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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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起，梅堰公社广播站自立毛竹杆和部分５米水泥方杆，将广播线架到每个生产大

队。１９６９年，公社革委会投资２万多元，广播专线全部换成自立５．５米水泥杆。并将广播线架到每

个生产队，８５％的农户安装压电喇叭或舌簧喇叭，还安装２５瓦高音喇叭８５只。在各大队配电间或

者办公室一角放置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安装闸刀１把。大队广播时主要用于向全大队发布会议

通知，召开专题性的广播会，播送农作物治虫防病的用药时间、农药品种、使用量等等。

１９８０年，梅堰公社广播放大站将广播线杆全部改为６米以上水泥杆，共立水泥杆５１８根，广播

线路总长５８２线公里，全公社农户安装５８６０只广播喇叭，广播喇叭入户率达９３．２％。

１９９２年起，梅堰乡广电站实施广播动圈村建设，至１９９６年，还剩８个经济条件比较薄弱的村未

建成。１９９７年，梅堰镇政府采取措施创建广播动圈镇，至９月底，高标准完成８个动圈村的建设任

务，全镇广播动圈喇叭６０５０只，通响率９１．１％。年底，通过苏州市广电局的考核验收，建成苏州市

广播动圈镇。同时，建成广播动圈化的村设立５—１０平方米左右的村广播室。１９９７年，建成广播动

圈镇时，全镇有７个村建成标准村广播室。随后，梅堰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发展动圈喇叭，

确保广播通响率，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０年，梅堰镇政府在影剧院楼顶上安装闭路电视接收天线，镇机关和机关家属宿舍可收看

闭路电视节目。１９９３年，镇政府拨款５万元，筹集３０万元，在广电大楼楼顶上安装地面卫星接收天

线和电视信号接收塔，并形成有线电视网络，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５０６个。４月２日正式播出电视节

目，收转１３套电视节目。

１９９４年，梅堰镇镇郊的龙南村投入２６万元，建成全镇第一个广播、电视同缆传输村，７月１日

全面开通，全村３０６户家家既可收听广播，又能收看有线电视。３月起，有线电视向镇郊的梅南、上

练等村的部分村民小组延伸，使全镇有线电视用户达８００个。

１９９７年元旦起，梅堰镇广电站将有线电视网络和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光缆联网。

１９９８年，镇政府拨款３万元，有关村筹集２０万元发展有线电视。先架设光缆６．５杆公里，使全镇有

线电视光缆达１６杆公里。同时，将南桥村和三官桥村建成有线电视村，使全镇有线电视村达８个，

新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２６８户，全镇累计有线电视用户２０２１个。１９９９年，梅堰镇政府把建成有线电

视镇作为镇第六件实事来抓。当年，架设光缆１７杆公里，累计光缆３３杆公里、１６９芯公里，并有新

农、大
"

、麻漾、耀字、光明等村建成有线电视村，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８１６户，全镇有线电视用户

２９６０个。

２０００年初，梅堰镇党委、政府召开有线电视工作会议，出台有线电视安装优惠措施，并发动民

营企业领导支持有线电视建设。当年，金楼、秋泽、城角、渔业４个村建成有线电视村，发展有线电

视用户６３６个，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３６００多个，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镇。随后，梅堰镇广电站（文广

中心）加强有线电视网络维修，发展用户，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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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７８年起，梅堰公社广播放大站不定期播出广播自办节目。１９８０年，自办节目确定《梅堰之

声》固定名称，每周播出３档，每档１５分钟，每周一、三、五首播，二、四、六重播，晚上吴江广播站（电

台）重播天气预报节目结束后播出，播出栏目有“梅堰新闻”、“本周农副业生产”、“计划生育”、“卫

生与健康”、“治安管理”等。还配合镇党委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组织采写稿件，开展专题宣传。

“梅堰新闻”栏目主要播出镇党委、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开展的重要活动和梅堰镇发生的新闻。

还播出社会新闻、人物通讯和故事、好人好事、企业生产上出现的新工艺、新产品、新成果、新经验

等。１９８０年春节起，每年春节都坚持举办迎新春专题广播。春节前，镇党委宣传委员召集工、青、

妇、民政、司法、计划生育以及农、副、工三业生产部门和综治办、派出所等部门，确定各个单位迎新

春广播专题节目的内容，撰写好稿件，提前到广播站录好音，大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播出。

梅堰广播站的《梅堰之声》自办节目稿件，除站内专职通讯员采写以外，还有一支业余通讯员

队伍。每个行政村和规模比较大的镇办企业及当地的一些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都有一名业余通

讯员。稿件除供《梅堰之声》录用外，也向吴江广播电台、苏州广播电台和有关报刊发稿。１９８５年，

梅堰广播站基层通讯员向广播站发稿６２５篇，用稿４９２篇。梅堰广播站广播自办节目办得比较有

特色，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苏州市广电局在梅堰乡召开全市广播电视系统新闻改革座谈会。与会的苏州

市和各县广电局负责人参观梅堰广播自办节目档案资料，镇党委分管领导在会上介绍办好广播自

办节目的经验。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梅堰镇文广中心的广播自办节目停办。

第七章　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

　　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是由原横扇、菀坪两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合并组建而成，地址在横扇

镇环河路７８８号原横扇镇文广中心（广电站）内。主要负责横扇镇（含菀坪社区）范围内的有线广

播电视宣传、网络建设与维护及用户服务，负责本地区的广播电视社会事业管理及广电事业发展。

２００８年底，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工作人员１２名（含合同工）。全镇有线广播音柱２００多只；有

线电视用户１２２３６个，其中整转为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１１６６２个。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横扇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由公社邮电所管理。１９６５年底，自成单位，专业

人员管理。１９６７年７月，更名为横扇公社广播放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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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横扇公社广播放大站更名为横扇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横扇乡

广播站。１９９０年７月，横扇乡广播站改为横扇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２年９月，改为横扇镇广播电

视站。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横扇镇广电站与文化站合并，成立横扇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文化与广电两

个部门的工作职责、场所均保持原状，各司其职。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横扇、菀坪两镇文广中心合并，组建成新的横扇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４年８月，横扇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划归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９月，横扇广

电网络分公司建立，至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横扇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时，由公社邮电所管理，配备值机员１名。１９６７年７

月，配备线务员２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此后，站内在编人员有４名。１９８７年

起，横扇乡广播站陆续招收合同工６名。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名线务员退休。２００３年７月，１名播音值

机员退休。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全站人员８名（含合同工）。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菀坪镇文广中心８名广电工作人员并入横扇镇文广中心。２００４年８月，１名合

同工辞职。９月，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时，工作人员１５名（含合同工）。２００８年底，分公司工作

人员１２名（含合同工）。

表４７１　１９６７—２００８年横扇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备注

周全明
横扇公社（乡、镇）广播放大（广播、广电）站负责

人、站长
１９７０．５—２０００．１０

钮建荣 横扇镇文广中心主任 ２０００．１２—２００３．１２ 镇党委宣传委员兼

王　春 横扇镇文广中心主任 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４．８ 分管副镇长兼

章亚非 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４．８—２００７．７ ２００７．７调任松陵广电网络
分公司经理

许月芳 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７—

第三节　机房设施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横扇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广播室设在公社大会堂。１９６５年底，迁至公社

管委会大院一间办公室，面积为１５平方米，设机房、播音室。

１９７０年，横扇公社广播放大站迁至公社革委会大院宿舍区２间平房，面积约３５平方米，设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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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机房。１９７１年，迁至集镇区北大街公社革委会大院内，新建播音室、仓库等４间房屋，共１００平

方米。

１９８３年春，横扇乡广播放大站在原址就地翻建三开间两层楼房，共２００平方米，办公室、机房等
扩至６间。

２００２年３月，横扇镇文广中心利用镇政府原来的车库，翻建２间坐西向东的两层小楼房，占地

面积为５０平方米，二楼为会议室，底楼为器材仓库。
２００４年９月，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时，横扇、菀坪两镇的原广电站房屋所有权划归横扇镇

政府所有，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向镇政府租用原广电站。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迁至镇区文广路文化广场西侧的分公司业务大楼。

第四节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４年，横扇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时，广播设备主要有３０瓦太湖牌扩音机１台和电唱机

１台。１９６９年，新添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０年，添置５５０瓦扩音机１台和６０１型磁带式录音机２
台。１９７３年，购置由吴江广播站自装的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台。

１９８３年４月，横扇乡广播放大站迁至广播楼房时，增添扩音、电源、输出立柜各１台和播音控制
桌１台。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横扇镇广电站的有线电视网络开通，与吴江有线电视台实现光缆联网，增添光接

收机、光发射机。随着有线电视的持续发展，有线电视网络设备不断增多，更新换代较快。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搬至新机房，广播电视机器设备又一次更新，新增有线电视

机柜２只和光发射机、放大机等设备。

第五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横扇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时，借用电话线传送广播信号，镇区各单位安装广

播喇叭；农村大队部各安装１只广播喇叭，通广播时不能打电话。１９６６年初，采用毛竹杆架设广播
专线，至年底，各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生产队仓库都通上有线广播。１９６７年起，农村每个大队干部

和生产队长家里都通上有线广播。１９６８年，有线广播线路开始架设到农户家庭，每家每户安装广
播喇叭。

１９７１年下半年起，横扇公社广播放大站对农村广播线路进行改造，采用５．５米方型水泥杆替代

毛竹杆，并扩展有线广播网络覆盖，广播入户率为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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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起，横扇乡广播站对广播网络进行大改造，原有的方型水泥杆全部改成圆型水泥杆，广

播主馈线更新为３．０毫米铁芯线。

１９９０年起，横扇乡广电站实施广播动圈化建设，韩家湾村率先建广播动圈村，至１９９３年，全乡
各村建成广播动圈村，成为广播动圈乡。同时，先锋（现为星字湾）、五四（现为倪家扇）、五一（现为

亭子港）、六一（现为叶家港）等１９个村先后建立标准广播室，在村办公室的一小间配备扩音机、话
筒等设备，安装倒顺闸刀，配备村线务员，负责村有线广播网络及广播室的日常维护管理。村广播

的使用由村干部负责，主要是通知当前农事工作、召开全村广播会议时使用。１９９４年起，横扇镇广
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发展动圈喇叭，确保广播通响率。１９９４年，全镇动圈喇叭５４０２只，入户率

达９２％，通响率９８％。２００４年，全镇（含菀坪社区）动圈喇叭８８４０只。２００６年起，横扇广电网络分

公司安装广播音柱，至２００８年，全镇安装２００多只。

　　二、有线电视网络

（一）共用天线和有线电视联网

１９８９年４月，横扇乡信用社、供销社联合建成共用天线系统，接收设施均设在乡信用社内，用户
约２００个，主要是镇区党政机关单位、信用社、供销社的职工家庭。１９９３年，由于共用天线系统缺乏

管理维护，整个系统陷入瘫痪而停止使用。

１９９６年６月，横扇镇政府与吴江市广电局协商后，实施有线电视网络建设，１０月，正式开通，并
实现与吴江有线电视台光缆联网。网络开通启用时，有线电视用户３２０个，主要集中在镇区及镇郊

结合的沧洲村。

（二）有线电视“村村通”、“户户通”

１９９７年３月，横扇镇广电站在叶家港村进行有线电视网络建设试点。６月，有线电视网络建
成，实现镇村二级光缆传输，成为全镇第一个有线电视光缆联网村。

１９９９年，横扇镇广电站推进有线电视“村村通”建设，先后有北前、圣堂港、渔业、大家港、厍港、
叶家港等６个村建成有线电视村。１１月，横扇镇广电站实行有线电视工程向外发包，加快有线电视

村建设。２０００年，姚家港、轮牛、亭子港、韩家湾等１４个村建成有线电视村，使全镇２１个行政村全

部通上有线电视。２００１年４月，通过苏州市广电局有线电视“村村通”镇的验收。
２００６年９月起，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年底，完成菀坪社区

的安湖、菀南、诚心、同心、新湖等５个村的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２００７年，农村有线电视“户户
通”工程继续推进，年初完成王炎、戗港两个村。春节过后，在横扇区域内分片分村实施，６月底，全

镇１７个村全面完成有线电视“户户通”，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２００个，全镇共有线电视用户１２０００
多个。

（三）有线数字电视转换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横扇广电网络分公司开始启动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先在诚心村进行

试点，全村整转率达到９３％。年底，全镇基本完成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任务，整转用户达到１１２００

多户，整转率达到９２％。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７日，横扇镇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顺利通过苏州市文广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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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成为全市首家完成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镇。至２００８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２２３６

个，其中整转为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１１６６２个（个人用户１１４７７个、单位用户１８５个）。

第六节　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６７年，横扇公社广播放大站不定期播出广播自办节目，因人员变动，广播自办节目播出时断

时续。

１９９２年起，横扇乡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走上正规，有固定节目名称《横扇在前进》；固定节目时

间，每周播出２次，晚上首播，次日早上重播，时长１０至１５分钟；固定专职通讯报道员。广播自办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报道、农技农事、党委政府通知、广告等。新闻报道由站内通讯报道员及各

单位基层通讯员负责采写，由播音员录音播出。农技农事知识由镇农技员事先上门录音后播出。

通知、广告类信息通常安排在自办节目最后部分直播。

１９９８年起，横扇镇广电站自办节目名称改为《横扇之声》。２００４年起，广播自办节目固定为每

周２档，周二、五首播。２００６年起，增至每周３档，周二、五、日首播。２００８年，继续播出。

表４７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横扇广电站（文广中心分公司）广播自办节目一览表

年份 节目
播出

期数

播出

稿数

每周

播出
年份 节目

播出

期数

播出

稿数

每周

播出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横扇在

前进

横扇

之声

５０ １５２ ２００２

５２ １６７ ２００３

５３ ２０３ ２００４

６５ ３９２ ２００５

６０ ２９８ ２００６

５２ １６８ ２００７

５５ １８３ ２００８

横扇

之声

５６ ２５２

５２ １６３

１０４ ６２４ ２档

１０６ ６３６ ２档

１８２ １０７６ ３档

１８２ １０７６ ３档

１８５ １０７９ ３档

第七节　服务创收

　　１９８５年起，横扇乡广播站开办广播广告业务，提供有偿服务，播出苗猪交易、农产品买卖等信

息，一条广告一天播出６次，收费５元。是年，横扇乡广播站开办服务部，经销羊毛衫横机和毛纱。

１９８８年１月，成立电讯器材服务部，主营电讯器材、家电，兼营化纤原料和自行车等日常五金用品。

１９８９年，横扇乡广播站开办吴江县音像发行站横扇代理发行点，代理录像带出租业务。

１９９０年７月，横扇乡广电站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开设化纤经销部。１９９５年，因市场行情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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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纤经销部停止经营。１９９８年，经工商部门批准，盛泽化纤经销部营业执照注销。

１９９５年起，横扇镇广电站的毛纱买卖、生产招工信息广告日益增多，广告收费增至每条１０至

２０元，广告收益最高的一年达到２万多元。２００２年起，广播广告收入逐步减小，直至停办。

１９９６年３月，横扇镇广电站服务部羊毛衫横机和毛纱经销业务停止。

表４７３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横扇广播（广电）站服务经营情况一览表 单位：元

年份 年营业额 纯利润 年份 年营业额 纯利润

１９８５ ６３１２５ ３７４１

１９８６ ５６２３０ １７８６

１９８７ ８８４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９８８ １４１９０５ ６３４８

１９８９ ８８６１３ ７９０３

１９９０ １０７６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６５７１ ４５００

１９９２ ２７５０ ３７１８

１９９３ １５９ ３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１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９９５ － ７０００

注：纯利润含广告收入等

附：菀坪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６７年３月，菀坪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由邮电所负责管理。１９６７年底，自成单位，独立

运作。１９７１年，更名为“吴江县人民广播站菀坪公社放大站”。

１９８３年５月，菀坪公社广播放大站更名为菀坪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菀坪乡广

播站。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改为菀坪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４年３月，更名为菀坪镇广电站。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菀坪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建立菀坪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菀坪镇文广中心并入横扇镇文广中心，菀坪镇文广中心广电一块改为菀坪社区

广电服务营业窗口。

　　二、人员

１９６７年３月，菀坪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由公社邮电所管理，配备线务员１名。７月，增配播音

值机员１名（１９７０年２月，兼任负责人）。

１９７０年２月，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７１年３月，菀坪公社广播放大站增加线务员１名。此

后，全站在编人员４名。

１９８６年６月，菀坪乡广播站播音值机员兼负责人借调至吴江县广电局，另增播音值机员１名。

１９９７年３月起，菀坪镇广电站招收合同工６名，７月，１名线务员调离。２００２年３月，通讯报道

员退休。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菀坪镇文广中心８名广电工作人员（含合同工）并入横扇镇文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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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７４　１９７０—２００３年菀坪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戴秀英（女） 菀坪公社（乡）广播放大（广播）站负责人 １９７０—１９８６．５

李响根 菀坪乡广播站负责人、乡广播（广电）站站长、镇文广中心主任 １９８６．５—２００３．１２

　　三、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７年３月，菀坪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初期，办公室、机房均设在公社邮电所内，只有５０

瓦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１９６７年底，与公社邮电所分离，机房、办公场所设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内的

３间平房，面积７０平方米。机房内添置５５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１年，添置电子管收音机１台，６０１

录音机２台。１９７５年，添置吴江县广播站自装的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台。

１９８７年，菀坪乡广播站迁至乡政府办公楼后排楼房，楼上、楼下共有４间，面积９０平方米，分别

用于机房、办公室、宿舍等。

１９８９年，菀坪乡广播站迁至原菀坪乡工业公司大楼，楼上楼下３间，面积８０平方米，分别用作

办公室、机房、播音室。２间店面房，开设广播电视修理部。

１９９６年，菀坪镇政府办公楼与镇信用社新大楼对调使用，菀坪镇广电站随同镇政府一起迁至

新政府大楼三楼，面积为７０平方米，分设机房、播音室、办公室。１９９７年，购置组合式扩音机柜１

台，有扩音机４台，每台２５０瓦，总功率为１０００瓦。

２００１年，菀坪镇文广中心搬至原乡政府招待所，两层楼共７间，其中西侧１间为楼梯间，其余一

楼为店面出租房，二楼为办公场所及广播、电视机房。设置广播电源、扩音、输出立柜和有线电视接

收、放大设备。２００３年，增添１０毫瓦光发射机２台、８１ＶＩＷ功率放大器１台、光接收机１３台、不间

断电源设备１套等，至年底。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７年３月，菀坪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除镇区单位安装广播喇叭外，农村有线广播只通到每

个大队，且广播与电话合用线路，广播时不通电话，由话务员代为开机。

１９６８年，菀坪公社财政拨款５０００元添置设备，竖立毛竹杆５００多根，架上铁丝，成为广播专线，

共装广播喇叭２１５８只，入户率达６０％，通响率达９０％。至１９７１年底，全公社１６个大队、１２６个生

产队架设广播线６２公里，安装广播喇叭３８００多只、田头高音喇叭３２只，各个大队都有１名线务员。

１９７５年，菀坪公社广播放大站发展地下广播线，在红胜大队（今渔业村）搞试点。后因种种原

因未全面推广。

１９７８年起，菀坪公社广播放大站对广播线路进行改造，以方形水泥杆代替毛竹杆，并换上高质

量铁丝，广播专线质量提高。

１９８８年起，菀坪乡广播站逐步发展动圈喇叭，建设标准村广播室。至１９９３年，共安装动圈

喇叭３００７只，入户率达８３％，建成广播动圈乡。全乡１６个行政村均设立广播室，配备扩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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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配电板等机器设备。村里配备村广播线务员，由村线务员负责村有线广播网络及村广播室

日常维护，村广播的使用由村干部负责。随后，菀坪乡广播站（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发展

动圈喇叭，确保广播通响率。１９９６年，全镇动圈喇叭３４１８只，入户率达９３％。１９９７年，全镇动

圈喇叭３４３８只。

２００２年，菀坪镇１６个行政村合并为安湖、菀南、同心等７个行政村，村广播室合并使用，村广播

线务员制度继续执行，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０年８月，菀坪乡广播站投资６８０００元，在集镇区建设共用天线、闭路电视网络，用户３６０

个。１９９３年１月，菀坪乡广电站安装卫星天线接收装置。１９９４年，有线电视收转云南、贵州电视台

卫星频道。年底起，建设有线电视网。１９９６年，与吴江有线电视台进行有线电视光缆联网，电视节

目从原来９套增至３０套。

２０００年起，菀坪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２００２年，创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镇。

２００３年，菀坪镇文广中心铺设光缆２７公里、９５．６缆公里，电缆３０８公里。全镇有线电视用户

３２７５个，门樘入户率８５．３％。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７２年，菀坪公社广播放大站配备通讯报道员，开办广播自办节目，播出本地新闻报道、农技

农事、公社通知等。每档节目时长１５至２０分钟，用稿４至５篇，每周播出１至２次。后因种种原

因，广播自办节目时断时续，一直延续至２００３年横扇、菀坪两镇文广中心合并为止。

　　六、服务创收

１９７８年起，菀坪公社广播站开始播出广告，每条每天播出３次，收费５元，后调整为每条１０元。

１９８４年，菀坪乡广播站开设五金经营部，营销五金器材，后转包给他人经营。

１９８７年，菀坪乡广播站开办广播电视服务部，从事五金电器、建筑材料销售及电视机维修。

１９８８年，菀坪乡广播站开办“太湖综合经理部”，保持原服务部的经营活动，１９９４年底，停止

营业。

表４７５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菀坪广播（广电）站服务经营情况一览表 单位：元

年份 年营业额 纯利润 年份 年营业额 纯利润

１９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８７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８８ ３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９８９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３５

１９９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纯利润含广告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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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

　　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是由七都、庙港两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合并组成。主要负责七都镇

区（含庙港社区）的有线广播电视宣传、网络建设维护、用户服务和广播电视社会事业管理、发展。

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的主要办公场所设在七都镇人民西路新恒通集团公司对面的七都广电网

络分公司大楼内，楼下设服务营业大厅，庙港社区另设服务营业窗口。

２００８年底，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共有工作人员１４名，其中在编人员７名。拥有有线广播喇叭

８２００多只；有线电视用户１５８００多个，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１４９３７个。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６７年４月，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１９８３年，更名为七都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更名为七都乡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七都乡广播站改为七都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２年９月，更名为七都镇广电站。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七都镇广电站与文化站合并，建立七都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七都、庙港两镇文广中心合并为新的七都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４年７月，七都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划归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直属管理。９

月，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至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６７年４月，七都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建立时，配备线务员兼负责人１名。１９６８年３月，配备

值机员１名。

１９７４年２月，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在双荡兜设立分站，配备值机员１名。１９７５年３月，增加线

务员１名。１９８１年３月，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至此，站内在编人员５名。

１９９６年，七都镇广电站１名通讯报道员调出。５月起，陆续招收合同工。１９９７年，１名值机员

退休。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调进站长１名。至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与镇文化站合并成镇文广中心时，广电工作

人员为１０名（在编人员４名）。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庙港镇文广中心５名广电工作人员并入七都镇文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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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９月，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时，工作人员１２名（含合同工）。２００８年底，工作人员

１４名（含合同工）。

表４８１　１９６７—２００８年七都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期

俞寿云 七都公社（乡）广播放大站负责人、乡（镇）广播（广电）站站长 １９６７．４—１９９８．１１

朱龙财 七都镇广电站站长、镇文广中心主任、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１９９８．１１—

第三节　机房设施

　　１９６７年４月，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站址设在公社机关大院内，共３间平房，７０平方米。

其中１间为机房，放置转播设备，后成为播音室，１间用于存放材料、修理器材，１间为办公室、职工

宿舍。

１９９７年，七都镇广电站搬至政府新大楼第７层，共有办公室、机房等６间，大楼底层（地下室）２

间用作仓库。

２００７年３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投资，镇政府划拨土地，在镇人民西路新建４层楼的广电网络

分公司大楼，占地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９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８年４月起投入使用，至２００８年年

底不变。

第四节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７年４月，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站内广播设备有３０瓦扩音机１台、电唱机１台和话筒

１只。

１９７０年，在双荡兜设立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分站，原有的３０瓦扩音机给分站。广播放大站新

添置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５５０瓦扩音机１台和６０１磁带式录音机１台。１９７３年，３００瓦扩音机给双

荡兜分站使用，站内添置吴江县广播站自装的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台。

１９９７年，七都镇广电站搬入新址时，机房设备更新，配备３０００瓦扩音机立柜１台和电源、输出

立柜各１台，播音室内有播音、值机控制桌。同时，先后增添接收机、发射机及光设备等有线电视系

统的机器设备。

１９９９年３月，七都镇广电站组建监控平台，配备监控电视机２６台，每台电视机监控一个电视频

道。同时，建立七都电视频道，播放录像、游动字幕和镇政府相关部门宣传节目、通知等。

２０００年，七都镇广电站投资１８万元增添工程汽车１辆。２００８年４月，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迁

入新址时，新添光接收机、光发射机、光放大器、光分路器、机架光分路、交换机等有线电视系统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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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庙港社区分机房新添光分路器、光纤配线箱、图腾机柜等有线电视系统的机器设备，总价值

１２３万元。

第五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７年４月，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之初，借用电话线传输广播信号，在集镇区各单位安装

广播喇叭，广播时间不能打电话；１９６８年，在沿太湖的勤丰、勇联、双石港等６个大队利用毛竹、杂木

杆架设广播主馈线，连通生产大队，各安装１只广播喇叭；１９６９年，采用水泥杆架设主馈线，年底，全

公社２８个大队通广播，各生产队装１只广播喇叭。

１９７０年起，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的有线广播发展到农户。至１９７５年，全公社建成公社、大队、

生产队、农户一体的有线广播网，主馈线５４．５杆公里，村头线３１５．６公里，安装广播喇叭２９１７只。

１９８５年，七都乡广播站投入９．５万元对广播主馈线全面改造，全部采用６米以上水泥杆、２线

旦、４线旦及３．０毫米铁丝架设，质量达到国家广电部部颁乙级标准。

１９９０年起，七都乡广电站实施有线广播动圈化建设，至１９９５年，建成广播动圈镇。同时，２８个

村，村村建立村广播室，配有５０—１００瓦扩音机、话筒及倒顺闸刀开关，平时接通镇站传输的广播节

目，村里召开广播会、播送通知之类，则切断镇站节目。村广播室由村线务员管理，使用由村干部负

责。１９９６年起，七都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发展动圈喇叭，确保广播通响率。２００３年起，实

施有线广播、电视同缆传输，发展广播音响，至２００８年，全镇广播音响８２００多只。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５年，七都镇在镇机关内安装共用天线，机关干部住宅共安装２４户闭路电视。镇广电站内

设转接机房，配有放像机、电视机（作监视用），设１个自办节目频道，每晚定时播放经江苏省广电厅

批准的录像片和镇有关部门提供的教育资料片等。１９９６年，七都镇广电站在镇区发展有线电视网

络和用户。

１９９７年，七都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边施工边开通，并与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

传播中心光缆联网，直接转播２５个频道节目。至１９９９年，全镇２８个村全部开通有线电视，共安装

用户５０００多个，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镇”。

２０００年，七都镇广电站在镇区开通有线宽带用户３０多个。

２００６年，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采取免费为低保户安装、降低初装

费标准等优惠措施，加快“户户通”进程。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３６１７个、终端１４１０６个，入户率

８２．１５％。至２００７年底，全镇架设电缆７３０公里、光缆６３公里、光纤４３０公里，安装杆放大器１０００

台，共有用户１５８００个，入户率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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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下半年起，七都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先在陆港、太浦闸、东

庙桥等村试点。２００８年初，在全镇２２个村４个社区推开，至年底，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户数１４９３７

个，其中个人用户１４６７３个、单位用户２６４个，整转率９６．６４％。同时，发展有线宽带用户１４３个。

第六节　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６７年４月，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初期，在各大队田头安装１只高音喇叭，每天上午、下午

各安排一段时间播出相关节目。

１９７５年起，七都公社广播放大站配备专职通讯报道员，并在各个大队及企事业单位挑选“土记

者”、业余报道员，开办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９０年起，七都镇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逐步做到固定节目名称、固定播出时间、固定播出期

数。开办的《家乡好》自办节目，每周１档，时间为１５分钟左右，播出稿件３—５篇。此外，还围绕乡

（镇）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不定期播出相应节目，至２００８年继续播出。

七都镇广电站（广电网络分公司）的广播自办节目曾有多档节目被苏州、吴江市广电局（文广

局）评为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获吴江市级以上奖３次。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０

日播出的一档节目，获苏州市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一等奖、江苏省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二等

奖。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获吴江市级以上奖５次。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６日播出的一档节目，获苏州市优秀乡

镇广播自办节目一等奖。

第七节　服务创收

　　１９８７起，七都乡广播站开办广播广告，播出苗猪交易等市场信息，每播１次收费２元，年收入千

元左右。

１９８９年４月，七都乡广播站开办“舒美皮革服装厂”，聘请专人承包，１９９１年停止经营。

１９９３年８月，七都乡广电站开办“七都新田湾”录像发行分站，代理音像出租业务，１９９５年３月

停办。

１９９９年３月，七都镇广电站建立七都电视频道，承接企业招工信息、医药医治广告等电视广告

业务。７月起，与浙江南浔镇广电中心联播广告，至２００７年广告收入５０万元以上。

２００２年起，七都镇广电站广播广告逐步减少，广告播出终止。２００８年起，七都电视频道取消，

电视广告业务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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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庙港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５５年，庙港乡开办广播收音站，由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乡党委安排专人负责收

听、记录重要新闻。

１９６７年３月，庙港公社成立大办广播领导小组，筹建公社广播站。１０月，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

正式开播，全称为“吴江县人民广播站庙港公社放大站”。

１９８３年，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更名为庙港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 １２月，更名为庙港乡广

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庙港乡广播站改为庙港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２年９月，更名为庙港镇广电站。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庙港镇广电站与文化站合并，成立庙港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２

月，庙港镇文广中心并入七都镇文广中心，原庙港镇文广中心广电一块为庙港社区广电服务营业

窗口。

　　二、人员

１９６７年３月，庙港公社筹建广播放大站，配备组长兼值机员和线务员各１名。７月，增加播音

值机员１名。１９７０年６月，原组长调离。７月，配备线务员兼站负责人１名。１９７１年１１月，配备通

讯报道员１名，站内在编人员４名。１９８３年９月，站负责人病故，由通讯报道员兼任负责人。１９８６

年７月，增加线务员１名。１９９１年１月，１名播音值机员调离。１９９２年２月，增加值机员兼出纳

１名。

１９９７年７月，庙港镇广电站１名线务员退休。９月，招收机务员兼会计１名。２０００年４月，庙

港镇党委调进广电站站长１名。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庙港镇文广中心５名广电工作人员并入七都镇文广

中心。

表４８２　１９６７—２００３年庙港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范亚玲（女） 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组长（兼） １９６７．３—１９７０．６

张启荣 庙港公社（乡）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７０．７—１９８３．９（病故）

张明远 庙港乡广播（广电）站负责人、站长 １９８３．９—２０００．４

周玉其 庙港镇广电站站长、镇文广中心副主任 ２０００．４—２００３．１２

　　三、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站址设在公社大会堂前２间辅助房，２０平方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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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１间安放机器设备（１００瓦电子管扩音机１台等），１间用作职工宿舍和仓库。

１９７０年５月，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迁至公社大会堂东侧４间平房，８０平方米。其中１间机房，

其余为职工宿舍、修理房等。１９７０年后，陆续添置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５５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０００瓦自
装扩音机１台，交替使用，还添置磁带式录音机２台、电唱机１台和话筒等设备。

１９８４年，庙港乡广播站自筹１．６万元资金，在原址翻建三楼三底的２层楼房，建筑面积１７０平
方米。新建２８平方米的标准机房１间，设扩音、输出、电源立柜等设备，改造播音控制桌、形成初级

广播播控系统。

１９９５年后，庙港镇广电站在镇机关内设１间有线电视前端机房，添置１４寸彩电（作监视机用）

１台、放像机１台等。
２００２年４月，庙港镇文广中心搬至镇政府大院的一幢楼内，三楼层面为广播电视机房、播控室、

办公室、维修间等。广播机器设备有播控操作台１套、３００Ｗ输出设备２套、广播前端设备１套等。
有线电视设备有光接收设备１套、光发电视射设备３套，其中１２毫瓦２套、６毫瓦１套，１８台电视机

组成的电视屏幕墙１套等。直至２００３年底。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利用电话线在庙港集镇狮子桥等中心地段安装高音喇叭，

集镇上几家大商店安装舌簧喇叭，由公社邮电所兼管。

１９６８年，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开始架设公社至各大队的广播主馈线，沿太湖１２个大队的广播

主馈线借用吴江县广播站的广播线杆架设，其余９个大队采用毛竹、杂木杆架设。年底，广播线通
至各个生产队，在每个生产队人员集中处安装１只广播喇叭，全公社共装舌簧喇叭３６０只。１９６９年

初，从黎里等地购进一批４．５米水泥杆，改造通往南片９个大队的主馈线网。年底，全公社形成独
立的农村有线广播网。

１９７１年，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架设高音喇叭网，在每个大队田头安装２—３只高音喇叭，每天下
午、晚上播送公社广播自办节目。同时，建有大队广播室，由大队线务员负责管理。

１９７６年底，全公社建成主馈线３４．１杆公里、４３．２线公里、６００公里村头线的广播网，设备和网
络均达到国家广播事业局颁发的乙级标准。

１９８４年，庙港乡广播站的广播主馈线杆改为水泥杆，主馈线改用３．０毫米镀锌铁丝线。
１９９０年起，庙港乡广电站开展广播动圈化建设。至１９９４年，全乡共装广播动圈喇叭５６００只，

广播入户率为９３％，通响率达９２．６％，建成广播动圈乡。同时，各村按照吴江县广电局的要求，安
排１间专用机房，配有５０—１００瓦扩音机１台和话筒等设备，建成标准村广播室，村干部根据村里

需要使用广播。

１９９５年起，庙港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确保广播通响率。２００３年，实施有线广播、电视

同缆传输，动圈喇叭５０９０只，广播音响８０只，小高音１１２只。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庙港镇区发展共用天线，分别在镇机关、农行系统安装共用天线５１户。１９９６年

６２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３月，镇水利站在职工住宅区安装共用天线２０户。

１９９６年４月，庙港镇广电站在庙港镇区和镇郊渔业村发展有线电视，安装用户３００个，并与吴

江有线电视台联网，接收吴江有线电视台节目共２５套。

１９９８年，庙港镇广电站的有线电视开始向农村延伸。轮穗村出资１６万元，架设３公里光缆至

村，当年建成庙港镇第一个有线电视村，用户８０个。

１９９９年下半年，庙港镇广电站外请工程队施工，架通镇至各村光缆１８公里，初步形成有线电视

网。并在行义港、金明２个村建设村有线电视网，发展用户５０个。

２０００年起，庙港镇广电站实施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２００３年底，全镇“村村通”工程基本完

成，共有有线电视用户４１６９个、终端４２２２个，门樘入户率达５９．７５％。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７１年起，庙港公社广播放大站开办广播自办节目，播出时间分别在上午９点至１０点和下午

３点至４点。播出内容，宣传各大队的好人好事及先进人物事迹，围绕公社党委的中心工作展开，辅

以现代戏、革命歌曲，进行田头高音喇叭广播宣传。为保证充足稿源，在全公社各大队及企事业单

位挑选业余通讯员，俗称“土记者”，深入实际采写稿件。

１９９０年起，庙港乡广电站的广播自办节目，按照有固定节目名称、固定播出时间、固定播出期

数的要求，步入正规。先后开办《庙港新闻》、《太湖之声》自办节目，以各村、各单位通讯员提供的

稿件和站专职通讯报道员采写的稿件，以及镇各部门的广播稿为主要内容，每周播出１档，时长１５

分钟左右，用稿３—５篇，播出时间安排在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后和早晨收转吴

江广播电台节目前。至１９９９年，每年播出５２—５３期，用稿量１７０篇左右，其中自采稿件１００篇左

右，通讯员来稿约占２０％，采用部门材料５０篇左右。此外，还配合镇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广播

会、广播讲座形式不定期地播出相关节目。２０００年起，庙港镇广电站的广播自办节目改名为《庙港

之声》，每周播出２档，时长１５分钟，直至２００３年底。

　　六、服务创收

１９８７年起，庙港乡广电站开办广播广告，播出苗猪交易等一些市场信息广告，每播１次，收费２

元，年收入千元左右。有线电视开通后，有线广播广告逐渐减少，至２０００年，广播广告停办。

第九章　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

　　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是由原桃源、铜罗、青云三镇文广中心（广电站）广播电视一块合并而成。

主要负责桃源镇区和铜罗、青云社区的有线广播电视宣传以及网络建设维护、用户服务和广播电视

社会事业管理、发展。主要办公场所设在桃源镇华盛路６８８号的桃源镇政府大楼东侧底楼。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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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用户，分别在铜罗、青云社区设立服务营业窗口。

２００８年底，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共有工作人员１８人，其中在编１０人。全镇拥有有线广播喇叭

１４０６４只；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７００个，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１８０９２个。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５８年，桃源公社在公社邮电所设置转播站，用小型扩音机转播吴江县广播站的节目。１９６９

年，桃源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１９８３年，更名为桃源乡广播放大站。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桃源乡广播放大站更名为桃源乡广播站。１９８８年７月，更名为桃源镇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改为桃源镇广播电视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桃源、青云两镇广电站合并成新的桃源镇广电站。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桃源镇文化站

和广电站合并，组建成桃源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桃源、铜罗两镇文广中心合并，组建成新的桃源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４年８月，桃源镇文广中心广播电视一块划归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９月，桃源广

电网络分公司建立，至２００８年底机构不变。

第二节　人　员

　　１９５８年，桃源公社设立广播转播站，由公社邮电所兼管，无专职人员。

１９６９年，桃源公社广播放大站建立时，配备值机员、线务员各１名。１９７０年８月，配备负责人１

名。１９７２年４月，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此后，全站人员虽有调整，仍为４名。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桃源镇广电站增加值机员１名，全站人员５名。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和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桃源镇广电站先后增加线务员２名。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全站人员

６名。２００１年９月，１名老职工退休。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青云镇广电站３名工作人员并入桃源镇广电站。１２月，调进站长１名，全站工

作人员９名。１２月，增加合同工２名。２００３年６月，增加合同工１名，桃源镇文广中心广电工作人

员１２名。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铜罗镇文广中心５名广电工作人员并入桃源镇文广中心。至２００４年９月，桃源

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时，工作人员１７名（含合同工）。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调进工程技术人员２名。２００６年８月，调进用户管理人员

１名。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名老职工退休。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调进分公司经理１名。至２００８

年底，分公司工作人员１８名（含合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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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９１　１９７０—２００８年桃源广电、文广、网络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期

钱斌祥 桃源公社（乡、镇）广播放大（广播、广电）站负责人、站长 １９７０．８—１９９１．８

陆慧根 桃源镇广电站站长 １９９１．８—２００１．１１

陆　震
桃源镇文广中心副主任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４．８主持工作

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７．１１

周玉其 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１１—

第三节　机房设施

　　１９５８—１９６９年，桃源公社广播转播站设在公社邮电所内。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桃源公社广播放大站设在公社机关干部住宅楼２楼（原公社大会堂北１０米），

南面半间为机房兼播音室，北面半间及楼下１间为仓库、维修室。

１９７４—１９８５年，桃源公社（乡）广播放大站（广播站）在原广播放大站北面２０米处几间供各大

队开会时烧饭用的简易棚，改造成５间小平房，面积为９０平方米，其中１间地面铺上门板作机房播

音室，其余为办公、仓库、住宿之用。

１９８６年，桃源乡广播站自筹资金，在原乡政府财政所大楼北面建造五开间的二层楼房１幢，面

积为３００平方米，楼上设机房１间，控制室１间（中间有玻璃望窗相隔），仓库１间，办公室１间，

其余为宿舍。

１９９６年５月，桃源镇广电站迁至镇招待所４楼，设机房１间，控制室１间，办公室１间，档案室１

间，面积１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迁至桃源镇政府新办公大楼东侧底层，建筑面积７５０

平方米，设经理室、副经理室、技术事业、新闻宣传、工程、财务室、档案室、机房、仓库和服务营业窗

口等，至２００８年底不变。

第四节　机器设备

　　１９６９年，桃源公社广播放大站向吴江县广播站购进１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１年１月，购进南京

“飞虹”３００瓦台式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３年７月，向吴江县广播站购１０００瓦扩音机（自装机）１台，至

此，全站扩音机功率为１３００瓦。１９７８年，购置１９５柴油机１台和单相５０００瓦发电机１台。

１９８９年，桃源镇广播站购置上海产ＧＹ２×２７５瓦扩音机１台，ＧＫ８７－１型控制台１台（套）。

１９９６年５月，桃源镇广播站迁至新机房时，配备扩音、电源、输出三个立柜。２００５年３月，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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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网络分公司迁至新址时，有线广播、有线电视机房设备更新。２００７年，增加有线电视机柜２只、

光纤配线机柜１只、光发射机６台。２００８年，机器设备没有变化。

第五节　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６９年上半年，桃源公社广播放大站利用毛竹立杆，架设３条广播主馈线（北至民益、东至永
康、南至前浩），安装广播喇叭２５０多只，各大队和生产队办公室能收听广播。１９７０年，年底，全公

社广播喇叭发展到３０００多只，基本普及农村有线广播。１９７３年，部分大队安装田头高音喇叭（其

中２５瓦１４只，１５瓦１只）。
１９７４年，桃源公社广播放大站用６米水泥圆杆架设４．２杆公里广播主馈线（广福片３个大队）。

１９７７年，用５．５米水泥方杆架设１．５杆公里广播主馈线（至平桥浜），并调整所有线路变压器。
１９７９年起，桃源公社（乡）广播放大站（广播站）对全乡各村进行广播规格化整顿，每只用户喇

叭都装有木壳、开关、避雷器和限流电阻。其中１９７９年完成民益、勤益、利群、平桥浜大队和农科

站；１９８０年完成三民、东桥、南和３个大队；１９８１年完成广福、杏花、渔业３个大队；１９８２年完成信
港、新桥、雄壮３个村；１９８３年完成宅里桥、九里桥２个村；１９８４年完成对风、新亭、永康３个村；１９８６

年完成前浩和李家坝２个村。年底，全乡广播喇叭为４１８９只。
１９８１年，桃源公社广播放大站重新架设东片５个大队和中片３个大队的广播主馈线路，其中

５．５米方杆２４３根，７米圆杆７根，９米圆杆３根；南片至前浩大队架设５．５米水泥方杆１５７根，７米
圆杆２根。１９８６年上半年，对北片的广播主馈线进行更新改标，新立７米圆杆４根，５．５米方杆

７０根。

１９９６年起，桃源镇广电站建设广播动圈村，当年建成南和村广播动圈村，安装动圈喇叭１９７只，
入户率９１％。１９９７年，建成对风村广播动圈村，安装动圈喇叭９８只，入户率９３％。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桃源镇机关建成共用天线，前端机房设在镇政府办公大楼五楼，主要设备有富丽

放像机１台、１２频道调制器１台，ｋｑ４７－３９孔雀彩电１台（作监视用）。前端为隔频传输，转播中央
电视台１、２套和湖州、嘉兴、浙江电视台各１套以及自办录像节目等。开通闭路电视，安装终端７０

个。１９９１年３月，镇区主要企事业单位开通闭路电视，安装终端１８０个。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添置卫星接
收设施，用２个３米抛物面卫星天线，一个接收“亚洲１号”的电视信号，转播云贵台、香港卫视中文

台（１９９５年起，停止转播该台节目，改转播中央４套），另一个用于接收“中星５号”，转播中央电视
台１、２、３套和山东电视台。在接收卫星节目的同时，调整其他开路信号，隔频传输，转播杭州电视

台、四川电视台、吴江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１４套节目，并设置本站录像放映。

１９９６年起，桃源镇广电站建设桃源有线电视网。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１日，与吴江有线电视台光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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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安装有线电视的用户迅速增加。年底，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９４２个。

２００１年起，桃源镇广电站建设有线电视“村村通”，７月底，全镇共有有线电视用户４３４０个。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０４年７月，蔡家浜、新蕾、陶墩三个村建成有线电视村，至此，桃源镇建成有线电
视镇。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桃源、铜罗两镇广电网络分公司合并成新的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开展有线电视
村网的复整。２００５年，完成铜罗社区严慕村的旺家和青云社区的梵香、瑾下浜村的南李家浜、北李

家浜等村网复整工作。２００６年，完成铜罗老镇区有线电视网络的改造和贤胡、仙南、迎春、开阳、严
东等村以及青云社区的新成、瑾下浜、文民、大德等村的村网复整。至此，全镇有线电视线路整齐、

规范，用户有所增加。２００６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５０００个。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通过苏州市有线

电视“户户通”镇的验收，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９５．８％。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起，桃源广电网络分公司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至２００８年８月，全镇有

１３６００多个用户完成数字电视整转。２００８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７００多个，其中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１８０９２个（个人用户１７７３９个、单位用户３５３个）。

第六节　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８４年７月，桃源乡广播站开办《桃源之声》广播自办节目，做到时间、节目、人员“三固定”。
自办节目利用早、中、晚三个时段播出，每周２档，每档时长１０—１５分钟。播出的内容主要是宣传

桃源乡农、工、副三业生产发展情况以及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等。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桃源、铜罗两镇文广中心合并为新的桃源镇文广中心，广播自办节目仍保留《桃

源之声》节目名称，每周播出２档，从不间断。２００５年起，广播自办节目播出档数逐渐减少，２００７年
停办。

附：铜罗镇广电站（文广中心）

　　一、机构

１９５８年４月，铜罗乡有线广播站建立。１９７０年，更名为铜罗公社有线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３年１２
月，更名为铜罗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铜罗乡广播站。１９８８年７月，更名为铜罗镇

广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铜罗镇广播站改为铜罗镇广播电视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铜罗镇广电站与文化站、影剧院合并，组建成铜罗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影剧院

财务独立核算）。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铜罗镇文广中心并入桃源镇文广中心。

１３２

第四篇　乡镇广播电视



　　二、人员

１９５８年４月，铜罗乡有线广播站建立时，配备值机员和线务员各 １名（线务员兼负责人）。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起，站内人员陆续调整。

１９７３年３月，铜罗公社广播放大站调进站负责人１名。１９７６年３月，１名线务员调离，４月，调

进线务员１名。１９７９年２月，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至此，站内在编人员４名。１９９２年２月起，铜

罗镇广电站先后调进线务员３名。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１名值机员和１名线务员退休。

２０００年９月，值机员调离，另调进值机员１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增加保管员１名。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铜罗镇文广中心５名广电工作人员（含合同工）并入桃源镇文广中心。

表４９２　１９６５—２００３年铜罗广电、文广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盛加栋 铜罗公社广播放大站负责人 １９６５．８—１９７３．３

王文彬

铜罗公社（乡）广播放大（广播）站负责人 １９７３．３—１９８７．８

铜罗乡（镇）广播（广电）站站长 １９８７．９—２００１．９

铜罗镇文广中心主任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３．１０

　　三、机房设施　机器设备

１９５８年４月，铜罗乡有线广播站建站时，站址设在公社大会堂售票房内，后迁至南街街道办事

处楼上，站内机器设备有４０瓦电子管扩音机１台、话筒１只。

１９６７年，铜罗公社广播放大站迁至公社大门东侧２间五路头平房，面积约５０平方米。添置

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替代原来的４０瓦扩音机。１９７０年，增添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１９７４年，增添ＷＨ２

×２７５瓦扩音机１台，扩音机功率增至１１５０瓦。

１９７８年，铜罗公社广播放大站迁至公社机关大院内的４间平房，占地面积１００平方米，其中机房１

间、设备维修用房１间、办公室１间、器材仓库１间。设备有１０００瓦电子管扩音机１台，ＷＨ２×２７５瓦

扩音机１台，新添淞声牌甲级１０００瓦晶体管扩音机１台，电源输出立柜１台，淞声牌乙级播音控制桌１

台，自动调压机、开关机各１台，做到配电立柜化、调压自动化、控制集群化、开关自动化。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日，镇广电站随镇政府迁至政府新大楼６楼，建筑面积２００多平方米，其中机房、

播音室、修理室、录像播控室、档案室各１间、办公室以及器材仓库各２间（大楼底层车库）。新机房

淘汰电子管扩音机，增添舒乐牌１０００瓦甲级晶体管扩音机１台。有线电视录像播控室添置松下录

像机１台、放像机１台、影碟机１台、松下摄像机１台、苏宁字幕机１台。１９９３年，购置电脑，安装有

线电视用户管理系统。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机房设施机器设备没有变化。

　　四、广播电视网络

（一）有线广播网络

１９５８年，铜罗乡有线广播站建站时，利用公社邮电所电话线传输广播信号，全公社１６个大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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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各装舌簧喇叭１只，双掷小闸刀１把（用于广播、电话人工切换）。
１９６７年，铜罗公社革委会成立领导小组，发展有线广播。由公社供销社提供毛竹、铁丝，架设

广播主馈线，使各个生产队通上广播，全公社安装舌簧喇叭１９０只。１９６９年起，全公社有线广播逐
步普及到户。至１９７８年，全公社安装压电、舌簧喇叭３３８５只、田头高音喇叭５４只，达到队队通
广播。

１９９５年起，铜罗镇广电站实施有线广播动圈村工程，至１９９７年７月，全镇共有广播喇叭５０１１
只，其中动圈喇叭４８６２只，广播喇叭入户率达８５．７％。８月，经苏州广电局检查验收，建成广播动
圈镇。１９９８年起，铜罗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确保广播通响率。直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并入桃
源镇文广中心。

（二）有线电视网络

１９９１年８月，铜罗镇区建成共用天线系统，共安装终端８９０个，隔频传输１４个频道。
１９９４年６月，铜罗镇广电站购置意大利产乐华牌有线电视邻频前端设备１套，将原来的隔频传

输改造为邻频传输，转播频道增至１７个，设计频率为５５０兆赫系统。１９９５年９月，购置直径３．２米
抛物面卫星接收天线（代替原有的直径１．８米天线），接收“中星５号”卫星 Ｃ波段，改善中央电视
台１、３套，浙江、山东电视台的图像质量。同时，添置１台数字式场强仪，提高有线电视检测精度。
１９９６年７—８月，铜罗镇广电站将有线电视向村延伸，罗北村３０５个用户安装有线电视，建成有

线电视村。８—９月，集贤村１２８户用户安装有线电视，终端２５６个。１９９７年２月起，铜罗镇广电站
向农村延伸有线电视用户１７００户。１０月３１日，与吴江有线电视台的有线电视网络实现光缆联网。
１９９８年２月起，铜罗镇广电站组织专业工程队投入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的施工。１０月，完成南
片６个村的光缆联网。２０００年７月，完成东片、北片６个村光缆联网。先后架设光缆２３．２杆公里、
９７．１３纤公里，架设电缆１００．８杆公里、２４３．３缆公里。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５７００个，入户率为７６％，
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组组通”。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经苏州市文广局检查验收合格，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镇。随后，铜罗镇文
广中心搞好有线电视网络维修，发展有线电视，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６４００多个。

　　五、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７５年，铜罗公社广播放大站开办广播自办节目，并先后抽调２人为专职通讯报道员，各村设
１名业余通讯报道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共设８名特约通讯员，为公社广播放大站提供稿件。广播自
办节目每天下午３点至４点播出，内容有本地新闻、通知以及农副业生产技术、农作物栽培技术知
识等。宣传报道内容均由公社党委秘书审阅同意。同时，适当播放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１９８５年起，铜罗乡广播站广播自办节目定名为《敲响铜锣》，每周播出２档。节目内容主要有
铜罗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新经验，配合党委、政府各阶段中心工作，开设“农事天地”、“计划生

育”、“法制园地”、“卫生与健康”、“农家乐”等专题栏目。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随着铜罗镇文广中心并入
桃源镇文广中心，原铜罗镇广电站的广播自办节目自行停办。

　　六、服务创收

１９７８年起，铜罗乡广播放大站开展一些经营活动。１９８８年３月，开办广电经销服务部，开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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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管收音机组装销售、无线电修理等。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站址搬迁停办。１９９１年１１月起，铜罗镇广电

站搞猪胆红素提炼、地鳖虫饲养推广等，均获一定经济效益，弥补经费的不足，１９９３年停办。

附：青云镇广电站

　　一、机构

１９５８年，青云公社设立有线广播转播站。１９６９年，青云公社有线广播站建立。１９７０年，更名为

青云公社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更名为青云乡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更名为青云乡广

播站。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青云乡广播站改为青云乡广播电视站。１９９４年２月，更名为青云镇广电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青云镇广电站并入桃源镇广电站。

　　二、人员

１９５８年，青云公社设立有线广播转播站，由公社邮电所兼管，无专职人员。

１９６９年，青云公社有线广播站建立，配备线务员１名。１９７３年，原线务员调离，又调进线务员

（兼负责人）１名，配备通讯报道员１名。１９７５年，调进播音员１名。此后，站内人员虽有调整，仍为

３名。

１９８８年，青云乡广播站负责人调整，原站负责人改任线务员，调进线务员１名兼任副站长，负责

全面工作（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任站长）。１９９６年４月，青云镇广电站通讯报道员调离。１９９７年９月，招

收机线员１名。１９９８年１月，１名线务员退休。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青云镇广电站３名工作人员并入桃

源镇广电站。

表４９３　１９７３—２００１年青云广电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王金虎 青云公社（乡）广播放大（广播）站负责人 １９７３—１９８８

吴锦明 青云乡（镇）广播（广电）站副站长（主持工作）、站长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１０

　　三、广播电视事业

（一）有线广播

１９６９年，青云公社有线广播站建立时，只有１间约４０平方米的平房作为机房（半间为广播室，

半间为仓库），站内主要设备只有１５０瓦电子管扩音机１台和话筒１只。用１２号铁丝和毛竹杆架

设成广播主馈线，全公社仅有３０只广播喇叭。１９７１年起，广播主馈线逐年换成５．５米水泥方杆。

１９８５年，全部换成６米圆杆。

４３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１９７２年，青云公社广播放大站迁至公社机关三间平房内，面积１００平方米，其中１间为机房，１

间为播音室，１间为仓库。站内设备有吴江县广播站自装的３００瓦扩音机１台、南京产飞虹３００瓦

扩音机和ＷＨ２×２７５瓦乙级扩音机各１台，总功率１１５０瓦，还配备磁带录音机、自动控制桌等。

１９７８年９月，广播机房安装电源立柜、输出立柜和自动开关机，实现控制集群化、输出立柜化、调压

自动化。至１９７８年底，全公社共装舌簧、压电喇叭２０００多只、高音喇叭３５只，实现生产队“队队通

广播”。１９８３年起，由于建房筑路等多种原因，农民用户喇叭逐年减少，全乡村头网络基本处于瘫

痪状态，村级广播主要利用田头高音喇叭。

１９９１年，吴江县广电局提出建设广播动圈村，但青云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

至１９９４年才在部分村安装３８０只动圈喇叭。１９９２年，青云乡政府将原乡党委办公的１幢小楼安排

给乡广电站，一共四楼四底，２５０平方米。迁入新址时，机房设施、机器设备更新，增添上海飞跃牌４

×２５０瓦甲级扩音机１台（套）、播音控制桌１台和输出配电柜１台等。

１９９５年底，青云镇政府组织街道办、劳服公司、计生办、广电站等单位，在镇区思远路中心地段

建造综合大楼，其中广电站安排在５楼，面积达２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６年５月，镇广电站迁至新大楼，机

房设施、机器设备又一次更新，新增扩音机功率１５５０瓦（甲级机１０００瓦，乙级机５５０瓦）。１９９７年，

全镇全面发动，实施广播动圈镇建设。至１９９７年底，全镇共立水泥杆４６０根，架设主馈线２３杆公

里、６６线公里，共装动圈喇叭５２４８只，入户率为８５．２％。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经苏州市广电局检查验收，

成为苏州市广播动圈镇。１９９８年起，青云镇广电站加强广播网络维修，确保广播通响率。直至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并入桃源镇文广中心。

（二）有线电视

１９９２年，青云乡集镇区建成共用天线系统，天线架在乡供销大楼楼顶，设备安装在大楼楼梯

间，第一次安装终端３８０个，隔频传输１１个频道。

１９９６年７月，青云镇政府向镇区有关单位集资１１万元，购买成都设备厂邻频前端设备１套，无

锡华意３．５米、４．２米抛物面卫星接收天线各１套，安装在新广电大楼五楼，将原来的隔频传输改为

邻频传输，电视频道增至１７个。同时，添置数字式场强仪、监视器等设备。１２月，青云镇集资２０万

元将镇有线电视网络与吴江有线电视台光缆联网，传输频道增至３０个。１９９７年，青云镇广电站将

有线电视向镇郊延伸，年底，全镇有线电视用户达６６５个。１９９８年初，青云镇党委、镇政府召开全镇

有线电视“村村通”动员大会。至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瑾下浜、百花、天亮、钟家斗４个村发展有线电视

用户３８２个。２０００年６—１２月，完成水家港、八字荡、杓头斗、巴家斗、民丰、正丰、坟头、梵香等８个

有线电视村建设，新装用户７１１户。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完成青莲、大德２个有线电视村建设，新装用

户１５９个。年底，共建成有线电视村１４个，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１９９５个。

　　四、广播自办节目

青云乡（镇）广播（广电）站的广播自办节目从１９８４年起开办，节目名称为《青云新声》。开办

之初零星播出一些政府通知，稻麦油菜播种及撒施农药之类的农技知识，坚持每周播出２档，直至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与桃源镇广电站合并，《青云新声》自办节目自行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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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服务创收

１９８８年４月，青云乡广播站开办广电经销服务部，开展广播电视产品的经销修理服务，１９９０年

５月停办。

１９９１年６月，青云乡广电站开办吴江县音像制品发行站青云代理发行点，代理录像带出租业务

和录像片播放（向乡政府借用３间空房，开设录像放映厅），１９９７年２月停办。

１９９１年８月，开办广益服装厂，招收少量人员生产、销售服装，略有盈利，１９９４年５月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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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经营服务创收

　　吴江广播电视系统的经营服务创收，始于６０年代初。１９６２年，吴江县有线广播站
服务修理和经营器材收入２９．９４元，后因政策不允许，经营服务停止。８０年代初期，吴
江县广播站和各乡镇广播站又从经营维修服务、广播寻人寻物启事起步，到后来的吴江

县（市）广播电视服务公司（中心）经营服务、吴江县（市）音像发行站的音像发行放映、

吴江县（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中心）的广告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一定规模，成为

广播电视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为广播电视事业自我武装、自我发展积累资金。１９９８
年１月，创办苏州广播电视报吴江专版———《吴江视听》，既为听众、观众提供视听信息
服务，又为用户提供广告平台。２００３年９月，吴江市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吴江市音像发
行站撤销。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的广告业务又有发展，全年广告收入４５００
多万元。
　

第一章　经营服务

第一节　县（市）级广电单位经营服务

　　一、吴江县广播服务部

１９８０年１月３０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做出批复，同意吴江广播站开设吴江县广播服务
部，服务项目为承接广告业务，对外开展广播设备修理，各种会议服务，浇制广播水泥杆，经销收

音机、扩音机、电视机等。１９８０年４月，吴江广播站从现有条件出发，在站院子内腾出２间平房，
设４只玻璃柜台，抽调２名职工，成立广播服务部，负责人为蒋维良，５月１日正式对外营业。吴
江广播服务部对外营业从事广播器材、电子原件、零件的销售和扩音机、收音机、广播喇叭等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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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开展有偿服务。根据全县广播线路的改造，开展浇制广播专线用的水泥杆等。当年，吴江广

播服务部开办半年多时间，出售广播机器设备、零配件４８种，修理收音机、收录机、扩音机、电视

机等２５０多台次，浇制广播水泥杆１０００多根，加工横木、二线担、四线担１９２３根，压条３８３条，绕

制变压器２７只，共获利润１．３８万元。１９８１年，吴江广播服务部除做好广播电视设备、零配件的

修理、零售外，组织电视机、收录机的整机销售和成套零件供应，还浇制水泥杆１０００多根，全年纯

收入１．８９万元。１９８２年，吴江广播服务部的全年营业额达１０．７２万元，纯收入１．２４万元。１９８３

年３月起，吴江广播服务部组织人力与吴江大会堂合作，放映电视录像，利润分成（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转交给吴江音像发行站）。

　　二、吴江市广播电视服务公司（中心）

１９８４年７月４日，吴江县人民政府发文（吴政〔１９８４〕１０６号），同意吴江广播服务部在原有基础

上建立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公司（以下称吴江广电服务公司）。１０月，吴江广电服务公司正式建

立，蒋维良任公司经理。同时，借用员工，扩大营业，经营项目除广播器材销售、维修外，还经销电视

机及其维修的零配件。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５日，吴江县广电局报经江苏省广电厅音像制品管理处批准，

同意吴江广电服务公司正式开办营业性录像放映，营业收入有所增加，全年营业收入６万元，创利４

万元。

１９８８年１月起，吴江广电服务公司开展“共用天线”安装业务，全年营业收入一下子达到１７．０３

万元，上缴税金０．４万元。１９９０年５月“共用天线”安装业务移交给吴江县有线电视工程部。

１９８９年７月，吴江县广电局自筹资金，在松陵镇区北新路沿街建造一排五间小店面（县广电局

的大门也由南改建在北面北新路上），吴江广电服务公司从院子内迁入其中三间店面营业。经营项

目除广播电视器材、零配件的销售、维修外还开设电视机、扩音机的零售、批发，录像制品销售，为用

户摄像，共用天线安装和会议服务等。１９９０年，吴江广电服务公司业务收入１９．９８万元。

１９９０年８月，经吴江县编制委员会批准，吴江广电服务公司更名为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以下称吴江广电服务中心），为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６名。更名后的吴江广电服务中心经营

服务范围扩大、业务增多。１９９５年，全年经营业务收入超２５０万元。１９９７年４月，吴江市广电局将

沿街另外两间店面调整给吴江广电服务中心，营业店面扩展为５间，经营项目除销售广播电视设备

及零配件外，逐步发展到经营空调、音箱等家用电器，并开办ＣＤ、ＶＣＤ音像制品销售，音箱销售也发

展到单位卡拉ＯＫ厅音响设备设计、安装。经营项目逐渐增多，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营业收入在市

场竞争中保持相对稳定。是年，经营收入６４．７４万元。

１９９８年６月，因市政建设需要，北新路拓宽，吴江广电服务中心的经营场所搬至吴江有线电视

台楼下一间小房子里（市广电局院子内）。１０月，吴江市广电局本部搬迁和人员变动，吴江广电服

务中心经营业务逐年减少，侧重于维修服务。２０００年，全年为群众有偿维修电视机５００多台，扩音

机８４台，上门为单位安装调试扩音设备等２５次。２００１年底，吴江广电服务中心因故停业。２００３

年９月，吴江市人民政府发文（吴政发〔２００３〕８９号），决定撤销吴江广电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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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吴江县（市）广电服务公司（中心）经营收入一览表

年份 经营收入（万元） 年份 经营收入（万元）

１９９１ １０．５２３８

１９９２ ９．８２３３

１９９３ ２２．３５２１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

１９９５ ２５１．７２１３

１９９６ １３６．５０４６

１９９７ ６４．７４０５

１９９８ ３５．３２０６

１９９９ １５．３５８２

２０００ １６．０３４６

２００１ ６．５１７２

第二节　乡镇广电单位经营服务

　　８０年代起，全县（市）乡镇广播（广电）站的经营服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

１９８０年，全县有６个公社广播放大站开展对外修理业务，总营业额１９８万元。其中梅堰公社广

播放大站在万元以上，纯利润０．４３万元。铜罗公社广播放大站开办的修理部，全年修理各种机器、

配件３５００多件，纯利润超千元。

１９８４年７月起，吴江县广电局先后批准梅堰、铜罗、盛泽、莘塔、南麻等乡镇广播站开办吴江县

广电服务公司分公司，开展广播维修服务业务。

１９８７年１月，吴江县广电局批准南麻、八都、七都、松陵等乡镇广播站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办

广播器材经销部、广播电视器材服务部、广播电视服务部和广播器材金属铸件厂等工商企业，开始

工商经营活动。１９８８年５月开始，吴江县广电局又先后批准梅堰、金家坝、莘塔、菀坪、平望、铜罗、

北厍、青云等乡镇广播站向吴江县工商局申办经营部、服务部、广播器材厂、塑料包装厂等经营性工

商企业，开展经营服务，增加经济收入。据统计，１９８８年全县２３个乡镇广播站中，全年创收在５万

元以上的有２个站，在１万元以上的有１１个站，在０．５万元以上的有１６个站。用于补充事业经费

达２５．０６万元，促进广播事业的发展。

１９９２年９月始，吴江市广电局还先后批准坛丘、屯村、芦墟、桃源、同里、盛泽等乡镇广电站向市

工商局申办经营服务部、装饰工程部、通信设备厂、仪表零件厂等经营性工商企业。据尚存江苏省

广电厅有关广电经营创收统计表显示，１９９４年，吴江市２３个乡镇广电站全年工商企业经营收入

２０９．６７万元。１９９５年３３０．６１万元。６月，盛泽镇广电站被江苏省广电厅评为１９９４年度江苏省广

电系统经营创收先进单位。１９９６年起，随着全市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广电系统有线电视的起

步，全市乡镇广电经营服务活动逐渐减少，２０００年底基本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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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音像发行

　　８０年代前期，吴江广播电视系统开始从事音像制品出租、销售、放映，成为吴江县音像业的先

行者。

第一节　县（市）广电单位音像经营活动

　　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腾出一间小仓库，从局事业组抽调２名工作人员开办音像制品出租

业务，由尤明负责。按上级音像制品发行的规定，从苏州市音像制品发行站购进原版录像和录音

带，出租给顾客。１９８６年７月，吴江县广电局建立吴江县音像发行站，尤明任站长，负责全县音像制

品的发行工作。建站半年，初步制订发行制度，使全县的音像制品发行、出租、销售、放映健康有序

发展。同时发行５１个片种，９９盒文艺录像带。

１９８７年，随着音像发行业的增加，吴江县广电局从乡镇广播站调一名工作人员任发行员。同

时批准同里、盛泽等乡镇广播站试办录像放映活动。后经江苏省广电厅批准，全县有２３个录像放

映点，统一由吴江县音像发行站供片。１９８８年，全县各放映点共放映录像８２５３场，观众５３．０７万人

次，营业额２６．５２万元。音像放映活动的开展，使吴江县音像发行站的音像发行量增加。１９８８年，

全年发行收入１２．０５万元。

１９８９年７月，吴江县广电局在本局院子北面的北新路建造五间沿街店面。１９９０年春节前，吴

江县音像发行站搬入其中两间对外营业，业务范围从录像厅录像带的发行到录像带的出租，ＶＣＤ、

ＣＤ片的销售。８月，经吴江县广电局批准，吴江县音像发行站在盛泽镇开设盛泽发行分站，大幅度

增加发行量。全年组织发行各种录像片４８１部，计６２９盒（其中国产片３７９盒），分别比１９８８年增

加３．２５倍和２．９６倍。其中新片发行量超过前３年的总和，占总发行量的６０％。

１９９１年，吴江县音像发行站坚持“正规渠道进片、积极灵活发行”的办法，做好录像的发行和出

租。全年吴江县广电局归口管理的发行网点共发行新片３９２部７７２盒，固定租片用户３３６０多个。

吴江县音像发行站还配合有关部门发行《抗洪救灾》《计划生育》等教育录像片１２部共３００盒，发

行吴江县有线电视站全年放映的各类电视剧录像片２２２部。全年业务收入２４．３万元。

１９９２年起，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千方百计组织片源，增加发行量。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当天有片、

当天进片、当天发片。发行品种从单一的娱乐片，增加到教育片、科教片、童话片、戏剧片和卡拉ＯＫ

带等。在租片过程中，做到单位与个人有别、建卡与另租有别、租金预付与不预付有别、租片长与短

有别。由于组织有方，措施得力，全年发行新片４０７部共７１２盒，平均每天２盒。全市吴江市广电

局归口管理的录像放映点，全年共放映录像６０００多场次。１９９３年，全年发行录像带４５４部共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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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比１９９２年增加１７．５％。

１９９４年，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坚持执行“三级发行”的原则，加快发行速度，增加发行品种，扩大

发行总量，繁荣音像市场。全年组织新的录像片５５３个片目共７８３盒；发行上级批准的再版录像带

１７００多盒，发行总量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３倍多。全年购片投资１２万元。与此同时，吴江市音像发行站

配合市有关部门做好爱国主义教育影视片的发行，录制发行吴江市委宣传部下达的《天堂明珠》、

《水乡净土》、《警笛声后》等宣传吴江的资料片，全年共录制发行１１００多盒。

１９９５年，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向上级音像发行部门组织原版片源，增加发行量。全年发行原版

录像片１４０００多盒，为苏州市六县（市）之最，发行收入１９．８４万元。１９９６年，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在

继续做好经营性音像发行工作的同时，配合全市中心工作，录制发行宣传资料片１１２５盒。

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８日，吴江市音像发行站搬迁至市区北新路２１号的吴江市广电局营业大厅。面

对全国音像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积极组织片源，扩大销售发行。全年

共销售正版录像带３９８６盒，ＶＣＤ故事片和卡拉ＯＫ片４４２６张（套）、录音带７０３盒，发行有线电视

专供片８２０盒，还利用现有制作设备为单位录制发行宣传教育片、资料片２５００多盒。

１９９８年４月，吴江市区北新路再次拓宽，吴江市音像发行站的营业大厅拆除。６月２８日搬入

租借吴江大发市场的门面房继续营业。营业场所的变化影响音像发行工作。但全站工作人员在做

好音像主渠道发行的同时，扩大音像制品的销售。全年销售ＶＣＤ片１６７００多张、录音带７００多盒、

专供录像带３００多盒、空白录像带７００多盒。

１９９９年，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全年发行、销售各类正版ＶＣＤ片１２３３８盘，录音带２０８５盒，各种空

白录像、录音带１０５０盒，为录像放映厅、点发行专供片３５２盒。还为市各部门录制发行宣传资料片

１１５０多盒，业务收入仍有所增加。

２０００年４月，吴江市广电局将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并入吴江市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并调整人员，

加强对全市音像制品销售行业的管理。随之，吴江市广电服务中心逐渐减少音像制品的进货，音像

制品的发行、出租和零售业务量大为减少。至２００１年２月，吴江市音像发行站正式停止营业。

２００３年９月，吴江市人民政府发文（吴政发〔２００３〕８９号），决定撤销吴江市音像管理发行站，音像

管理工作划归吴江市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

表５２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吴江县（市）音像发行站营业收入一览表

年份 经营收入（万元） 年份 经营收入（万元）

１９９１ ２０．４１４５

１９９２ ２５．０５１３

１９９３ ３１．４２９４

１９９４ ４３．０８２０

１９９５ ２９．６９９２

１９９６ ３１．３２７０

１９９７ ３８．１０１５

１９９８ ６５．１９２９

１９９９ ４３．０１５９

２０００ ２８．１７８６

２００１ ４．６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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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镇广电单位音像经营活动

　　吴江县（市）乡镇广播（广电）站的音像经营活动，始于８０年代初期，后在县（市）音像发行站的

指导和推动下，不断发展，形成规模。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吴江县广电局报经江苏省广电厅音像制品管理处批准，同意同里乡广播站和同

里镇广播站联合成立全县首个流动录像放映队，到各乡、村开展有偿录像放映业务。

１９８５年３月起，吴江县广电局先后批准八都、南麻、庙港、梅堰、莘塔、黎里等乡镇广播站开办录

像放映服务部，开展经营性的录像放映。１９８６年１月，屯村乡广播站在广播大楼底层开办录像放映

室，开展录像放映和出租。

１９８６年２月起，吴江县广电局先后批准盛泽、松陵、屯村、芦墟、八坼等乡镇广播站开展录像放

映有偿服务活动。其中，松陵镇广播站先成立录像放映队，深入各村巡回放映录像。１９８７年２月，

同里乡、镇广播站租用镇工人俱乐部２００多平方米小会场，开设录像放映厅。

１９８９年３月，芦墟镇广播站与镇通达商场合作开办录像放映厅，年收入３万元。１９８９年１２月

起，松陵镇广播站租用二间店面房，装修成１５０多平方米的凤凰录像厅，开展录像放映。１９９１年，芦

墟镇广播站又与镇物资供应站合作，开办第二个录像放映厅，年收入２万元。

１９９９年６月，经吴江市广播电视局批准，青云镇广电站借用镇政府三间空房，开设录像放映厅。

至此，吴江全市有１５个乡镇广电站开办录像放映业务。

吴江县（市）乡镇广电站在搞好录像放映的同时，还开办录像出租业务。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１年，吴

江县广电局先后批准芦墟、梅堰、震泽、桃源、莘塔、庙港、青云等乡镇广电站开设吴江县音像发行站

代理发行点，从县发行站租用录像带出租给当地群众。１９９４年６月，经吴江市广电局批准，黎里、北

厍等镇广电站设立录像代租点，从事录像带出租业务。据资料记载，吴江全市乡镇广电站的录像放

映和出租业务具有一定规模，创收显著。１９９４年，录像放映、出租业务收入２０．２１万元，１９９５年

２１．５７万元。

１９９５年起，全市社会音像经营活动兴起，乡镇广电的音像经营活动逐渐退出市场。

第三章　广　告

　　７０年代后期，吴江县广播站从在《天气预报》节目后插播一些寻人找物启事开始，到播出少量

的商品销售信息，再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网络中心）的电视广告，《苏州广播电视报·

吴江视听》的报纸广告。

１９８０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开设广播服务部，服务项目中有承接广告业务。１９８２年１１月，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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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编播组的广播信息部，承办各种商业广播广告。１９８８年７月，吴江广播站改名为吴江广播电

台，将广播信息部改名为经济信息部，承办吴江广播电台的广播广告业务。

１９９３年６月，吴江市广电局根据吴江电视台即将建成开播的需要，组建吴江市广播电视经济信
息部，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正式开播，电视广告信息同时播出。１９９４年２月，吴江市广电局决定

在吴江市广电经济信息部的基础上建立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代理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

的广播、电视广告业务。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苏州广播电视报吴江专版———《吴江视听》创刊。在组建编辑部时，吴江市广电
局抽调专门人员负责专版广告。

２００２年１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改名为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２００３年３月，吴江

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对分设的广告部进行整合，实行分频道运作。

２００５年１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对下属各业务部门按频道、频率、报纸进行重新组合。

１０月，实行分行业操作广告业务。吴江市文广局专设广告管理科，加强对广播电视广告经营的统
一管理，促进广告时段资源的有效产出。２００８年全年广告收入４５９６．９３万元。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７８年４月，吴江县广播站安排一名编辑兼职承办寻人找物、商品销售等广播广告。１９８０年１
月，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同意县广播站开设广播服务部，服务项目中有承接广告业务。１９８２年１１

月，苏州地区工商局批准吴江县广播站获广告兼营单位。县广播站设立隶属编播组的广播信息部，

承办各种商业广播广告。

１９８８年４月，吴江县广播站负责广告业务的汪于定出席苏州市广告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吴江县广播站成为苏州市广告协会会员。同年７月，吴江县广播站改名为吴江广播电台，将广播信

息部改名为经济信息部，承办吴江广播电台的广播广告业务。

１９９３年６月，吴江市广电局根据吴江电视台即将建成开播的需要，组建吴江市广播电视经济信

息部，为开设电视台经济信息节目做准备。１０月８日，吴江电视台正式开播，电视广告信息同时播

出。１９９４年２月，吴江市广电局决定在吴江市广电经济信息部的基础上建立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
公司，代理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的广播、电视广告业务。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

播开始试播，１９９５年６月正式开播，广播广告的需求量和播出量明显增多。１９９６年３月，吴江市广
电广告公司取代吴江广播电台，加入苏州市广告协会，成为协会会员单位。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苏州广播电视报吴江专版———《吴江视听》创刊。在组建编辑部时，吴江市广电
局抽调专门人员负责专版广告。１９９８年３月，吴江有线电视台增设经济信息部，承办有线电视台的

广告业务。为加强对广播电视广告业务的管理，１９９８年５月，吴江市广电局决定吴江人民广播电
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苏州广电报吴江专版———《吴江视听》的所有广告业务由吴江市

广播电视广告公司全面代理。１９９９年１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主要负责人做了调整。同时分

设吴江广播电台经济信息部、吴江视听经济信息部、吴江有线电视台经济信息部，在广告公司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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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下，具体负责广播电台、吴江视听和吴江有视的广告业务，而吴江电视台的广告业务由广告

公司直接代理。

２００２年１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改名为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吴江广播电台、吴江

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和吴江视听分设广告部，由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扎口管理，分别承办各自

的广告业务。

２００３年３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对分设的广告部进行整合，分别组成广告一部，代理吴

江电视台的广告业务；广告二部，代理吴江有视、图文信息频道、互动娱乐频道的广告业务；广告三

部，代理吴江广播电台的广告业务；广告四部，代理吴江视听的广告业务。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实

行四规范、一扎口的管理，分频道运作。

２００５年１月，吴江电视台电视频道资源整合完成，分别组建新闻综合、社会生活、影视剧及图文

信息、互动娱乐等频道。据此，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对下属各业务部门按频道、频率、报纸进行

重新组合，分设广告一部，代理吴江电视台的广告业务；广告二部，代理吴江有视和图文信息、互动

娱乐频道的业务；广告三部，代理吴江广播电台的广告业务；广告四部，代理吴江视听的报纸广告业

务；影视频道广告部，承办该频道的广告业务。广告中心实行扎口管理，分部运作，对吴江电视台新

闻综合频道的《我爱我家》栏目，实行栏目制片人制度，承办栏目广告业务。１０月，吴江市广播电视

广告中心主要负责人调整，广告中心也实行分行业操作。除吴江广播电台广告部承办电台广告业

务，吴江视听广告部承办视听报广告业务外，电视广告业务分成医疗，机关、企事业、广告公司、房地

产，通信、商业，药品、保健品、图文四个行业，代理各行业的广告。

表５３１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中心）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马常鸣 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经理 １９９４．２—１９９８．１２

施荣林 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经理（中心主任） １９９９．１—２００５．９

孙玲玲（女） 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主任 ２００５．１０—

第二节　广告管理

　　吴江的广播电视广告管理，是随着广告业务的增多和广告机构的健全而不断改进、日益完善。

１９７８年４月起，吴江县广播站开办广告业务，到吴江市广电广告公司建立，吴江广播电视的广告

业务，分别由吴江县广播站（吴江广播电台）编播组（编辑部）和吴江电视台经济信息部具体负责，直

接管理。广告业务的财务有吴江广播站（电台）、吴江县广电局（吴江市广电局）财务部门负责管理。

１９９４年２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建立后，广播电视的广告业务由公司具体负责，吴江市

广电局分管局长直接管理。１９９９年４月，吴江市广电局制订《关于广告业务费用开支标准及广告

创收奖励实施办法》，调动广告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增加广告业务；健全财务管理，压缩开支、降低费

用、提高创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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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在原有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修订《广告创收部门的管理考核办法》。

２００２年１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更名为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吴江市文广局下发《关

于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创收工作的意见》，明确广播电视广告创收工作有一名副局长分管，由市广电

广告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统一协调管理。３月，吴江市文广局印发《关于广告创收部门的管理考核

办法》，明确广告创收目标、广告组稿费的发放、业务费用标准、奖励考核办法。２００４年５月，吴江
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对广告业务实行“规范合同、规范报价、规范折扣、规范时段和统一扎口”的四

规范一扎口的管理办法。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广局报经吴江市编制委员会批准，专设广告管理科，贯彻广告经营与管

理分离的原则，加强对广播电视广告经营的统一管理，促进广告时段资源的有效产出。年底，依据

国家《广告法》和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广告经营管理办法》，吴江市文广局制定《广告经营管理若

干规定》和《广告经营操作规程》，依法对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进行规范管理和长效监督。要求在

局领导组织下，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和具体执行政策，开展日常监督工作，树立局、台广告价格体系

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每年度的电视、有线电视各频道及各类广告的价格、时段设置、折扣标准，在广

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报局审批后，作为唯一标准严格执行；大宗广告申请特殊优

惠，一律提交局领导研究决定。市级机关的公益类、半公益类广告免费或减免由分管局长审批后，

通报广告中心，由局广告管理科严格执行；局广告管理科对电视、有线电视、电台、吴江视听等各类

广告业务（包括栏目创收、社会活动创收），实行统一管理。具体负责合同、播出单、价格折率（可分

纯经济类栏目、节目，公益类栏目、节目）；局广告管理科要积极主动做好与广告中心、播出部门的协

调，做好广告的串编、播出、衔接等服务。凡通过审核的广告在后道服务中应尽量满足广告中心的

工作要求。广告中心反映的服务质量纳入对广告管理科的工作考核；局广告管理科负责每月编报

电视广告创收报表、应收款明细表报分管局长，并向广告中心通报。

吴江市文广局广告管理科成立后，进一步学习广告管理法规，健全广告管理制度，抓好管理制

度的贯彻落实。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局各项规章，细心审核各类广告合同和相关凭证材料，并

登记、建帐、备案；审核全部广告的播出内容、价格及执行情况；开展广告监播，发现问题及时汇报、

沟通和解决；审核每笔广告业务和广告播出单，编制好播出计划、广告串编单，把好送播关，确保广

告正常播出。

２００７年１月，吴江市文广局广告管理科和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从上海南广电子有限公司引进

电视广告管理系统，及时提供各类广告播出专业动态数据，为广告经营提供有效参考数据。３月，
吴江市文广局印发《广告创收部门管理考核办法》，进一步加强对广告部门的管理，对充分挖掘内

部潜力，有效发挥资源优势，拓宽广告业务渠道，完成全年广告创收任务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节　广告节目

　　１９７８年４月，吴江县广播站的广告节目，是在《天气预报》节目后插播，后设置专门栏目，并以

配音、对话等形式播出。１９８８年７月，吴江广播电台节目改版，广告节目播出时间调整，广播广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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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多。１９９９年，吴江广播电台寻找广播广告业务，开发广播广告资源。在较短时间内联系到吴

江商厦、吴江人民保险公司、八坼皮防所、金顶钻山风和红桃Ｋ等广告客户。同时，先后联系到铜罗

后练村、吴江大发电器市场、吴江移动通信公司和吴江市国土局、吴江市技监局等广告客户和广告

节目赞助单位，广告节目内容丰富。２００５年起，吴江广播电台的广播广告发展到企事业、银行金融

业、移动电信、医药保健、商业零售、汽车房产等几大类。还先后与吴江供电局、吴江司法局、吴江城

管局、吴江安监局、吴江科协、吴江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市机关部门联办节目，宣传各部门的工

作，增加广告节目内容。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吴江电视台试播，首条电视广告是苏州的“吴中家具城”，声像并茂富有创

意。１９９４年，吴江电视台成功推出广告品牌拦目《牡丹之声》点歌台，与观众互动，反响空前。１９９７

年起，吴江电视台播出银燕啤酒、喜之郎、富满多、百消丹、养生堂、美宝莲、铃木王、昂立、金顶钻山

风、商务通等外来商业广告和吴江建设银行、吴江工商银行、吴江移动通信公司等本地企业广告，广

告宣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２００４年，又推出《我爱我家》、《生活新天地》、《车行天下》、《食全食

美》、《万亚新周刊》等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广告专栏节目。２００６年，逐步推出吴江市恒达城建开发有

限公司、吴江市伟业集团有限公司等房地产、家装广告。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电视台的广告宣传有机

关、企事业、房产装饰、银行金融、餐饮服务、汽车销售、商业零售和医疗、药品、保健品等七大类。同

时播出和谐社会、文明城市、警示预防等三个大类的公益广告。

１９９８年起，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中心）多档制作精良的电视广告节目参加苏州市广播电视

系统优秀广告节目评选并获奖。至２００８年，有《金三峡》、《桃源绿化》、《辰辰婚纱摄影》获优秀广告三

等奖；《新富华大酒店》获优秀广告二等奖；《创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获苏州市文广局、广电学会评定

的广告特别奖三等奖；《交通文明安全通行》、《奥林清华上景》分别荣获优秀广告二、三等奖。

第四节　广告收入

　　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苏州广播电视报吴江专版———《吴江视听》的广告收入，随着广告

量的增多而不断增加。从１９９１年的１．６６万元，发展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５９６．９３万元。

表５３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广告公司（中心）广告收入一览表

年　份 广告收入（万元） 年份 广告收入（万元） 年　份 广告收入（万元）

１９９１ １．６６４９ １９９７ ６５６．６４９９ ２００３ １６０７．１５８６

１９９２ １６．２６８４ １９９８ ６７７．２９８５ ２００４ ２５４５．９３１１

１９９３ １５．００１３ １９９９ ８０１．３１６２ ２００５ ３３１９．８４８６

１９９４ ２７２．２５６１ ２０００ ９７４．１４７７ ２００６ ３０８４．５７３３

１９９５ ２９３．１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９９０．６９８１ ２００７ ３８４２．２０８０

１９９６ ５８７．４９５９ ２００２ １０７１．０５４８ ２００８ ４５９６．９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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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吴江视听》报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吴江视听》试刊头版报样

第一节　概　况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８日，吴江市广电局召开专门会

议，研究决定为增设吴江广播电视的宣传窗口，编辑

出版苏州广播电视报吴江专版———《吴江视听》。

１１月１５日，从所属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抽调

５名工作人员组成《吴江视听》编辑部工作班子，局

宣传科科长王学新负责日常工作。１１月底，由分管

《吴江视听》编辑部的吴江市广电局副局长徐福林

带领编辑部工作人员先后赴昆山、太仓、吴县等周边

县（市）广电局参观学习。１２月１０日，编辑部工作

人员到《苏州广播电视报》社进行为期一周的学习

和实践。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吴江视听》试刊，时

任中共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题写了刊头。

１９９８年１月２日，《吴江视听》第一期出版，共设

４个版面，一、四版套红印刷。正值新年到来，《吴江

视听》编辑部特地在头版发表“新年新奉献”创刊词，

介绍《吴江视听》创办宗旨等。《吴江视听》创刊得到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领导重视，也得到全市机关企

事业单位支持，有８０个单位表示祝贺。

《吴江视听》初创时，编辑部４名编辑，分工负责１—４版编写。第一版由市广电局分管领导审

阅，其他版面由编辑部负责人审阅。委托吴江市商务电脑印刷有限公司排版，《苏州广播电视报》

社印刷。

１９９８年１月中旬起，《吴江视听》更名为《苏州广播电视报》县市节目专版，位于《苏州广播电视

报》１９—２２版。１２月起，编辑部由吴江市广电局副主任科员马常鸣分管。１９９９年９月起，李卫炯任

编辑部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起，《苏州广播电视报》县市节目专版编辑部由市文广局副局长秦志刚分管。

２００２年９月，编辑部购置相关设备自己排版，委托《苏州广播电视报》社印刷。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出版的第８期起，恢复为《苏州广播电视报“吴江视听”》，从３月１４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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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８年１月２日出版的《吴江视听》

　 １９９８年第１期头版报样

１１期起，扩大为８个版，一、八版为彩印版。

２００５年６月，《吴江视听》更名为《吴江广播电视》，

仍为８个版面，版面内容有所调整，偏重于导视功能。

是年起，委托《苏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２００７年８月

起，《吴江广播电视》编辑部由市文广局副局长李峰

分管。

２００８年１月，《吴江广播电视》重新挂靠《苏州广播

电视报》，恢复刊名《吴江视听》，仍为《吴江视听》编辑

部主办。《吴江视听》又全新改版，共设８个版面，并根

据广告数量，不定期推出１２版。是月起，委托苏州通发

印刷厂印刷。

第二节　编　排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吴江视听》试刊至２００３年２月

的《吴江视听》，一直是４个版面。第一版为要闻版，主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４日出版的《吴江视听》

　 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头版报样

要刊登全市广播电视系统的各种要闻。第二版为节目

版，介绍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和吴江有线电视台

以及上海卫视、嘉兴、钱江、湖州等周边地区电视台的一

周节目。第三版为家庭生活版，编写一些家庭生活小常

识。第四版为《退思园》副刊，刊登读者的影视评论、精

品电影和电视介绍等。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４日，《吴江视听》

编辑部召开《退思园》副刊“屏前起笔”专栏作者座谈会，

９名作者参加并畅谈体会。这是《吴江视听》唯一一次作

者座谈会。５月３日，正值吴江撤县设市１０周年，出版

《苏州广播电视》吴江专版第１８期，刊登《撤县设市１０

周年征文启事》，要求围绕中心，紧扣主题，内容真实，角

度新颖，写出自己独特感受。征文启事刊登以后，读者踊

跃来稿，收到征文稿近百篇。６月份起在专版《退思园》

副刊上陆续择优刊登３１篇。后邀苏州市文广系统资深

编辑担任评委，与吴江市文广局分管领导及《吴江专版》

编辑共同组成评奖小组，评选出这次征文的获奖作品，

其中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 ４名，优秀奖 １２

名。这次撤县设市１０周年征文，是《吴江视听》１９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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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出版的《吴江视听》

　 ２００５年第２６期头版报样

　 ２００８年１月４日出版的《吴江视听》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头版报样

创刊以来举办的唯一一次征文活动。《吴江视听》试刊

版刊出第１期《退思园》副刊，至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的第

２３期《吴江视听》刊出最后一期《退思园》副刊，７年间，

共刊出《退思园》副刊３５６期。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４日出版的第１１期起，改版的彩色印

刷《吴江视听》有８个版面，第一版为“新闻资讯、娱乐

要闻”，及时报道吴江本地新闻，传达近期娱乐最新动

态；第二版为“前卫特写”、“天南海北”、“校园先锋”，关

注受众感兴趣的社会热点、报道国内外新闻趣事，为广

大中小学生开辟一角学习园地；第三版为“养生之道”，

普及抗病防病知识，提高医学保健意识；第四版“娱乐

在线”，报道娱乐圈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第五版“生活

时尚”，关注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第六

版为《退思园》副刊，设子栏目“屏前走笔”、“灯下读

书”、“影视简讯”，全方位展示文化娱乐景象；第七版

“声屏指南”，预告吴江广播电台和吴江电视台一套、二

套一周节目，同时介绍吴江广播电台和吴江电视台一些

节目，如“周日说法”、“空中门诊”、“星期天大家谈”等；

第八版为广告专版。

２００３年４月，《吴江视听》编辑部与吴江市文化馆

联合主办“文学频道”专版，在４月２５日出版的第１７期
《吴江视听》第三版上刊出首期专版。此后“文学频道”

专版在《吴江视听》上隔期刊出，直至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

出版的第 ２３期《吴江视听》刊出最后一期，共刊出
４３期。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４日出版的第２５期《吴江视听》改名
为《吴江广播电视》，报纸版面偏重于广告和节目导视

的功能。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节目预告和播出的

广播、电视节目及电视剧、自办栏目等，都有详细介绍。

２００８年１月，《吴江广播电视》重新恢复为《吴江视
听》，并进行改版。改版后的《吴江视听》，旨在传播精

神文明和科学文化知识，报道视听和娱乐界新资讯，刊

登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和数字电视节目介绍，反

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娱乐生活，采撷现代家庭生活知

识，服务民生，娱乐大众。

改版后的《吴江视听》保持８个版面，根据广告量
变化，不定期推出 １２个版面。第一版为“民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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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要闻）以及报纸内容索引，关注民生新闻；第二版为“生活沙龙”，开设“理财宝典”、“消费指

南”、“游山玩水”、“养生之道”、“鲈乡美食”、“说男道女”、“感悟人生”、“家有儿女”、“情感方舟”、

“生活百科”、“传统节日”等子栏目；第三版为“视听荟萃”，设有“新闻故事”、“万家灯火”、“精彩推

荐”、“声屏信息”、“温馨提示”、“鲈乡风情”、“数字电视扫描”等子栏目，重点介绍吴江广播电台、

吴江电视台的精彩亮点；第四版为“房车前沿”，设有“楼市解读”、“置业参谋”、“时尚家园”、“地产

精英”、“爱车一族”、“车市导航”、“名车一览”、“超级车迷”、“名星靓车”等，力求报道与读者贴近、

互动和服务；第五版为“视听指南”，预告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一周节目以及电视剧剧情介绍

和幕后花絮；第六版为“人才集市”，提供人才招聘信息，为求职人才搭建走向成功的桥梁；第七版

为“健康专版”，全面介绍吴江人民医院的医讯；第八版为广告专版。

第三节　发　行

　　《吴江视听》创办后，随《苏州广播电视报》一起自办发行，由吴江市广电局统一发送到各乡镇

广电站，再由乡镇广电站发送到订户。

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期发行量为２５８９３份，２月起增至２６６３８份。至２００４年底，发行量仍为２５０００

多份，最多时接近３００００份。随着各种纸质媒体的增多和竞争，《吴江视听》的发行量随着《苏州广

播电视报》发行量的减少而有所下滑。２００５年起，委托吴江市邮政局发行，至２００８年，发行量为

１５０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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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业务研究

第一章　宣传业务

第一节　业务学习

　　吴江广播站初创时期，采编播人员很少，宣传业务学习极少开展。７０年代起，人员略增，宣传

业务学习制度不断健全，业务学习逐年加强，推荐人员外出培训开始实施。１９７３年６月，吴江广播

站选送２名播音员参加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举办的全区播音员培训班，脱产学习１０天，听取江苏

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讲课，较系统地掌握播音业务技术。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吴江广播站又送２名播音员

参加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举办的播音训练班，脱产学习１５天。

１９８０年起，吴江广播站的宣传业务学习每周不少于半天，集中学习上级有关文件和领导讲话。

同时学习广播采编播业务知识，听上级台的节目录音，学习兄弟台站办节目的经验。站内人员也自

觉地多看书报杂志，丰富知识，提高宣传业务水平。吴江广播站（广电局）制订制度、合理安排，逐

年逐批选送编辑、记者、播音员参加江苏省广电厅、江苏广播电台、江苏省广电学校、北京广播学院

举办的短训和轮训。吴江广播站（广电局）内部也建立较完善的学习制度，宣传业务学习不断深

入，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在人员较紧的情况下，安排１名编辑参加江苏省

广播事业局举办的全省广播文艺编辑训练班。１５天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戏剧、音乐、文学知识，广

播文艺编辑业务和文艺节目录音技能，还学到兄弟广播台站广播文艺宣传的经验。１９８９年４月，吴

江县广电局安排１名编辑参加江苏省广电厅与江苏省委党校联合举办的宣传干部培训班，一个月

时间学到比较完整的广播电视宣传业务知识。

１９８５年起，吴江县广电局每隔１—２年组织吴江广播电台采编播人员外出参观学习，先后到青

浦、萧山、余杭、湖州、无锡、常熟、高邮、江宁、南通等地先进广播电台（站）学习取经，拓展视野，开

阔眼界，以提高广播宣传技能和质量。吴江县广电局还鼓励采编播人员自学和进修，参加党校学习

和自学考试，先后有３名人员获得大专学历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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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７—１９日，吴江县广电局举办吴江县新闻学习班，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新闻

工作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吴江广播电台全体采编播人员、全县专兼职通讯报道员和大厂通讯报

道员参加学习。

１９９１年起，江苏省广电厅安排江苏广播电台、江苏省广电学校举办播音员培训班基本形成制

度，每年都要举办１次，由各大市广电局轮流承办。吴江县广电局高度重视，先后分批组织新老播
音员、主持人１０多人参加培训，经考试合格，都获得普通话等级合格证书和播音主持上岗证书。吴

江广播电台的编辑也先后参加江苏省广电厅举办的编辑培训班，学习专业知识。吴江县广电局还

先后安排吴江广播电台采编播人员参加苏州市广电局举办的专业知识讲座和业务讲课。

１９９２年起，苏州市广电局委托常熟市广电局举办系列新闻讲座，定期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
系林帆等著名教授讲授新闻学和新闻、通讯、评论写作等专业知识。还邀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名编

辑和名播音（主持人）讲授广播新闻写作、编辑及播音（主持）技术。吴江市广电局组织吴江广播电

台采编播人员妥善安排好工作，风雨无阻赴常熟听取讲座。苏州市广电局还多次聘请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北京广播学院的著名编辑、记者和教授讲课，吴江市广电局也安排吴江广播电台的采编人

员到会聆听。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后，吴江市广电局更加重视广电宣传干部职工的业务学习。除
各部门组织业务学习外，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还推荐有关人员到江苏省广电学校和浙江广播

学院短期培训。１９９４年，江苏省广电厅组织开展的广播电视宣传岗位业务培训，正常办班，吴江广

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和各镇广电站的２０多名广电宣传工作人员参加学习，提高业务理论水平。
１９９６年，吴江市广电局邀请江苏省广电厅副厅长韩泽和江苏省广电学会领导邹荫辛等专家来

吴江讲课，现场指导广播电视节目采编和创优。专家们先听取和观看吴江广播电视节目好稿的录

音、录像，主创人员叙述的创作指导思想和过程，然后进行分析指点，联系实际讲课。

１９９７年起，吴江市广电局更加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采编播人员的政治和业务学
习，从上到下坚持每周二晚上的学习日制度。重点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

纲要》、江泽民《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视察人民

日报社时的讲话》和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共十五大及连续几年的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精

神，使“三台”的新闻宣传努力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

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９９８年５月，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

视台６名工作人员参加由苏州市新闻出版系列职称改革办公室举办的苏州市新闻采编人员专业理
论培训班学习，经考试合格，均获得结业证书。

１９９８年，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４６名采编播人员经过半年的自学、考试，
取得国家广电总局、北京广播学院颁发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理论业务培训证书”。１９９９年，吴江

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采编播人员认真开展向新华社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烈

士学习的活动。

２０００年起，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的宣传业务学习，主要认真学习江泽

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广播电视新闻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使广播电视

新闻宣传做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２００３年，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和吴江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的宣传业务学习以十六大

２５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同时，组织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西柏坡时的重要讲话

和“七一”重要讲话。４月，吴江市文广局结合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采用网络

讲课、发参考资料（光盘）等方法，组织“两台一中心”的８４名新闻采编人员全面系统地学习广播电
视新闻业务理论，并经过国家广电总局、北京广播学院的考试，均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合

格证书和记者证。

２００４年，吴江市文广局认真落实全国新闻战线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结合自

身实际，及时制定学习计划和实施办法，确保学教活动实质性推进。先后组织“两台一中心”的广

电新闻工作者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

育活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树立做好广播电视新闻宣传的

信心。

２００４年４月，吴江市文广局组织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６名节目创优骨干到江苏省广电学
校参加江苏省广电局举办的节目创优培训。通过三天时间的观摩学习，听取和观看全国各地中国

新闻奖广播电视获奖节目的录音录像，并通过专家分析指点，参训人员很受启发。７月，吴江市文
广局还组织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２０多名新闻采编人员，参加苏州市文广局在吴江市举办的

“苏州市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研讨会”，听取江苏省广电新闻宣传专家邹荫辛作的《坚持“三贴近”原

则、改进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主题辅导报告和原江苏广播电台副台长张家先对苏州五市（县）广

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点评。

２００５年６月，吴江市文广局邀请江苏省委党校梁作民教授给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５０多
名采编播人员讲授《如何建立创新思维》的辅导，使广电宣传从业人员树立“全球化新理念，做世界

公民，不断淘汰自己”的思想。８月，苏州市广电总台和苏州市广电学会举办主持人业务讲座，吴江
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２０多名有关人员前往苏州，听取中央电视台资深节目主持人徐俐讲授的“怎

样做好新闻节目主持人”。

２００６年４月初，吴江市文广局邀请无锡市广电集团资深记者王天林到吴江作广播电视节目创

优辅导，介绍自己《慧木相撞》、《极地三女杰》、《来自太平洋的电波》、《任国庆的报道》等几篇获江

苏省、全国新闻奖作品的创作经过，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４０多位采编播人员到会听取辅导

课。４月底，吴江市文广局又组织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６名新闻采编人员到昆山市文广局听
取“苏州市广播电视舆论监督专题讲座”，对搞好新闻舆论监督很有帮助。１０月底，吴江市文广局

邀请江苏省广电专家刘运堂到吴江做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辅导讲课，着重讲述广播电视消息、新闻专

题、评论和社教类节目的创优。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的５０多名采编播人员认真听课，并围绕

有关节目创优的一些问题提出咨询、讨教。

２００７年７月初，吴江市文广局邀请苏州市广电宣传专家苏简亚、魏嘉瓒做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辅

导讲课，讲述近年来（重点是２００６年）苏州市广电系统节目创优中注意从全局的大视野中发掘新闻
事实、社会事件；注意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现亮点、改变历史；注意从平凡社会中寻找有典型意

义的新闻人物和事件；注意运用广播电视特色（语言、符号等）把事实（线索）转化为新闻作品；注意

新闻消息作品要有导向性和前瞻性，新闻专题作品要有新闻性等几点成功经验和在广播电视节目

创优中克服和改进的地方。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６０多名采编播人员听取并向两位专家咨询

有关节目创优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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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５月，吴江市文广局会同市广电学会举办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讲座，邀请江苏省广播

电视总台主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广播电视学院副教授刘小峥讲授电视节目创新创优业务知

识。９月，邀请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播音系主任、播音指导高坤讲授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业务知
识。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的采编播人员分别参加这两次业务学习。

第二节　论文撰写

　　７０年代，吴江广播站仅有少数工作人员自发写点业务心得体会文章，偶尔在苏州地区广播系
统内部业务会议上交流交流。随着１９８４年吴江县广电局的成立和１９８７年吴江广播站改为吴江广

播电台及１９９３年吴江电视台的建立，广电系统的宣传业务研讨活动和业务论文撰写逐渐增多。
９０年代起，吴江市广电局除领导带头撰写论文外，还鼓励采编播人员撰写各类业务论文，并奖

励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充分调动从业人员撰写业务论文的积极性。

１９９０年７月，苏州市广电局在常熟召开全市广电系统新闻改革座谈会，吴江市广电局徐福林结

合工作实际撰写的《农业宣传是县级广播宣传的主旋律》在会上做交流。

１９９１年，戴茂章、王学新撰写的《乡镇广播批评报道的形式和把握》、徐福林撰写的《农村经济

宣传的新拓展》、史明德撰写的《开发信息功能参与经济活动》、袁留海撰写的《土言土语吐乡情》在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乡镇广播文集》上刊登。徐福林撰写的《为发展镇村工业加油鼓劲》

在《江苏省乡镇广播作用征文集》上刊登。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史明德撰写的《乡镇广电站广播信息服务的探索与尝试》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出版发行的《华东乡镇广播电视》一书上刊登。

１９９４年，在苏州市广电系统首届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戴茂章、王学新撰写的《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强化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徐福林、孙玉良撰写的《努力促进党的建设和

广电事业同步发展》分别获得二、三等奖。１９９５年，戴茂章撰写的《齐抓共管、同频共振———新时期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获得江苏省广播电视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论文二等奖，并在《苏州广播

电视》杂志１９９５年第一期上刊登。徐福林撰写的《重在教育、辅以措施———广播电视队伍职业道德

建设浅见》在苏州市广电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交流会上作交流，并评为三等奖。１９９５年，在常熟市举
办的苏州市广电系统提高宣传质量研讨会上，王学新撰写的《关于主题教育活动宣传的初探》在会

上做交流。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吴江市广电局及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的采编播人员和

乡镇广电站人员先后撰写１６篇业务论文，分别在《苏州广播电视》杂志、江苏《市场经济与宣传思
想工作》杂志、《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苏州广播电视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乡

镇广播文集》和《华东电视新闻交流》等刊物上发表。例如，《农村经济宣传的新拓展》（作者：徐福

林）、《有线广播是新形势下农村宣传思想工作的好帮手》（作者：倪莺莺、黄雪琪）、《视觉传播优势

和电视新闻导语包装》（作者：钱繤）、《简说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表达》（作者：管宇）、《小议主持

人的着装》（作者：欧冬）、《漫议电视新闻中肖像处理》（作者：杨长辉）、《试论新闻写作新思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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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王学新）、《避免正面宣传中负面效应》（作者：许姝雯）、《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

服务意识》（作者：汤慧蓉）、《追求精品———情系江村六十春》采访体会（作者：汪于定）、《电视现场

采访记者更应注意服饰》（作者：孙玲玲）等。这些论文还在吴江市广电学会编辑、中国文联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９月出版的《空中彩虹》一书中刊登。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吴江广电系统举办首届业务论文竞赛，共收到宣传业务论文３３篇。其中，戴茂

章撰写的《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竞争激励机制的实践与思考》、《电视舆论监督的实践与思考》２

篇获特别奖，并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刊物《决策与思考》上刊登。李峰撰写的《谈谈电视新闻的角度

选择》和《谈谈电视新闻的信息量》、许姝雯撰写的《增强广播新闻的画面感》、周浩峰撰写的《试论

电视新闻类节目的接近性》、汤慧蓉撰写的《用法律来保护舆论监督》等１８篇分别获得一、二、三等

奖。还有１０篇获得鼓励奖。吴江市广电学会在研讨会和论文竞赛评比结束之后，将获奖论文编印

成册，分发给作者和局、台各科室，供学习之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吴江广电系统举办第二届业务论文竞赛，共收到宣传业务论文２８篇。其中，戴

茂章撰写的《新世界 新形象 新举措》获特别奖；杨长辉撰写的《不可或缺的“雅”》、朱林珍撰写的

《用“心”采写新闻》、吴颖育撰写的《乡镇广播也要“城市化”》等３篇获一等奖；季小峰撰写的《做

好新闻报道一些关键环节漫议》、汪帆撰写的《亲和力：成功采访的关键》、侯政明和倪炯撰写的《电

视新闻也要注重标题制作》、邬咏梅撰写的《缩短戏曲广播与年轻听众的距离》等１７篇分别获得二

等奖和三等奖，还有８篇获得鼓励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吴江广电系统举办第三届业务论文竞赛，共收到宣传业务论文２７篇。其中，钱

俊撰写的《吴江电视频道资源整合的思考》获得特别奖；宗立华撰写的《录音报道少用“说”》、沈利

芬撰写的《媒体应当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大有作为》等２篇获得一等奖；《试论广播受众资源开

发》、《改进频道包装、提高频道影响力》、《节目创新———广播生命力之源》、《以人为本———广播节

目的生命线》等１４篇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还有７篇获得鼓励奖。论文竞赛之后，吴江市广电

学会将论文编印成《吴江市广播电视第三届业务论文竞赛———获奖论文汇集》一书，邀请江苏省广

电总台高级编辑刘运堂撰写的《让实践之树和理论之树一起常青》为代前言。刘运堂在《代前言》

中指出，写论文是总结经验，让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有效办法。并对吴江市文广局和市广电

学会两年举办一次广电业务论文竞赛活动，每次竞赛活动结束之后，都要将获奖的论文编印成册的

行为，加以称赞。

表６１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系统发表的宣传业务论文一览表

作　者 论文题目 期　刊 发表日期

王林弟 话筒式采访初探 苏州广播电视 １９９９年第９期

周明华 加重广播新闻“对农”宣传 大众广播 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朱林珍 提高驾驭音响的能力 新闻通讯 ２０００年第９期

朱林珍 找准不同听众群体的黄金时段 新闻通讯 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沈莲英 浅谈新闻的显性夸大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朱林珍 增强广播新闻评论的可听性 大众广播 ２００１年第８期

许姝雯 新闻舆论引导要崇尚务实 学术交流 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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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　者 论文题目 期　刊 发表日期

沈莲英 热点报道重在引导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许姝雯 增强广播稿件画面感 黑龙江广播电视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许姝雯 把准热点报道的度 山东视听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许姝雯 广告宣传必须坚持正确导向 中国地市报人 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候政明 电视新闻也要注重标题制作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宗立华 少报官多报民 视听界 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朱林珍 用“心”采写新闻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钮海忠 浅谈社会新闻的表达取向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宗立华 录音报道少用“说”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朱林珍 让对农节目“活”起来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邬咏梅 论广播戏曲节目的魅力与发展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宗立华 如何报道好新农村建设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杨　阳 民生新闻“热”的冷思考 江苏广电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张　晟 时事新闻著作权保护问题初探 视听界 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邬咏梅 戏曲广播节目的录制技巧 视听界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朱林珍 用心做好对农广播报道 视听界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张　萍 做好电视谈话节目的几要素 视听界 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朱林珍 小议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视听界 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吴江广电系统举办第四届业务论文竞赛，共收到宣传业务论文３６篇。朱林珍

的《让对农节目“活”起来》、沈德官和梅峰的《前瞻性———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一个方向》等４篇获

一等奖；汪帆的《论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邬咏梅的《论广播戏曲节目的魅力与发展》、宗立华

的《政府怎样看待媒体在监督中的“偏差”》等２１篇获二、三等奖；候政明的《反差背后的新闻》等１１

篇获鼓励奖。其中有近２０篇论文在江苏省、苏州市广播电视专业杂志上发表，如《让对农节目

“活”起来》、《前瞻性———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一个方向》、《论戏剧元素在电视娱乐节目中的运

用》、《浅谈乡镇通讯员采写稿件三要点》等。

２００７年２月，吴江广播电台文艺节目主持人邬咏梅撰写的《论广播戏曲节目的魅力与发展》在

《苏州广播电视》杂志上发表，并获２００７年度苏州广播电视学术论文二等奖。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会同吴江市广电学会邀请业内有关专家拟好２０多个论文选题，组织广

播电视新闻宣传从业人员撰写业务论文，吴江电视台的采编播人员就撰写２０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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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术业务

第一节　业务学习

　　６０年代，吴江广播站只有２名技术人员，但站里对技术业务学习比较重视。１９６３年３月，吴江

广播站派出１名技术员到江苏广播电台举办的技术训练班学习２个月，又到无锡县广播站学习载

波广播的技术。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盛泽、震泽、同里等８个城镇自设有线广播放大站，都由吴江广播站技术员进行

技术业务辅导，帮助解决广播机器的检修维护问题，并经常发些业务辅导资料，帮助广播放大站工

作人员熟悉业务，提高业务能力。

１９７９年，吴江广播站机务组技术人员边学习，边实习，实施全县广播放大站扩音机组开关遥控

化，年内全部完成。１９８１年４月，吴江县科委授予吴江广播站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度科技工作中技术革

新三等奖（科技成果名称：ＷＧＫ－Ａ型扩音机组自动开关机）。

１９７９年４月５日，吴江广播站与吴江县文教局联合向全县各镇下发《关于组织收看电视教育讲

座“电子计算机原理与应用”课程的通知》，要求各镇按照江苏省教育局、广播事业局提出的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广播放大站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技术人员等收看学习。这期电视教

育讲座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共８２讲，其中第一部分为电子计算机原理（３２讲），第二部分为ＡＩＧＯＩ程

序设计（５０讲）。９月１１日起，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举办电视机修理培训班，吴江广播站安排湖滨、

震泽、铜罗、平望等公社广播放大站各１名机务人员参加培训，经过４５天的学习培训，基本掌握电

视机的维修技术。

１９８０年５月，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抽调几个县广播站的技术人员编写《农村有线广播基础知

识复习思考题》，用以对社镇广播放大站人员进行学习、考核。吴江广播站安排站事业组机线技术

人员根据思考题做出解答，作为学习辅导材料发给各广播放大站有关人员。１１月６日至１９日和

１１月２３日至１２月６日，经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同意，吴江广播站在县委党校先后举办２期广播技

术训练班，吴江广播站和各社、镇广播放大站的站长、机务、线务人员共６７人参加培训。训练班上

下发《农村有线广播基础知识复习思考题》（地区广播管理站发）、《复习思考题解答》（吴江广播站

发）、《农村有线广播》（科学出版社出版）、《农村有线广播技术手册》（邮电出版社出版）、《农村有

线广播技术标准和技术管理规程》（中广局发）及其他有关参考资料。培训结束前对参训人员进行

考试，人均成绩为９３．８分。这是县广播站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型技术学习培训。年终培训人员又参

加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举办的技术考试，取得良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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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１日至２６日，吴江广播站举办广播技术训练班，全县社镇广播放大站播音值机员

参加学习培训。学习Ｌ６０１录音机、扩音机自动开关机的线路原理和维修保养。培训中使用的学习

材料有《农村有线广播》（科学出版社出版）、《自动开关机电路原理与使用说明》（吴江广播站编

印）。吴江广播站事业组的技术人员精心备课，编写讲稿，认真讲课。

１９９２年，正值吴江全市有线电视发展起步阶段，吴江市广电局组织有线电视工程部和一些乡
镇广电站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苏州市广电局等单位举办的有线电视培训，学习有线电视基础知识

及业务技术。

１９９４年，吴江广播电台先后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及有关操作人员３次外出培训学习，以适应调频

广播运行的需要。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３日起，吴江市广电局举办全市广电系统工人技术岗位培训，每周四上专业技术

课，为全市广电系统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做准备。９月１２日起，开展广电系统工人技术等级岗位
考核申报工作。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日起，吴江市广电局会同市人事局、劳动局举办全市广电系统工人技术等级考
核培训班，学习相关的技术业务知识，参加业务技术考核。年内，完成事业编制工人身份的技术人

员的技术等级培训考核，合格率为１００％。
１９９７年，吴江市广电局完善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学习制度

和考核办法，“三台”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业务学习进一步加强，学习研讨风气甚浓。

１９９８年７月，吴江市广电局组织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３８名技术人员参
加“数字技术继续教育”培训，至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８名专技人员完成“数字技术继续教育”的培训，全

部取得合格证书。同时，７名符合晋升中高级技术职称条件的专技人员参加外语考试，其中６名取
得合格证书。

１９９９年起，吴江市广电局组织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着手开展有线电视网络多功能业务开发的
调研。吴江有线电视台吴乔华参与吴江有线电视多媒体信息宽带网的建设后，根据自己在实际工

作中的思考和体会，写出《浅谈县级市如何做好有线电视宽带网建设》的技术业务论文，就构建网

络的可行性、步骤、网络设计中的注意点做了论证，提出自己的思考结果。７月，吴江市广电局会同

市人事局联合举办全市广电系统技术工人等级升级考核培训，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授课和考试，参

加培训的４４名人员除３名不合格外，其余均取得相应的技术岗位培训证书，获得升级资格。

２０００年，吴江市广电局举办有线电视及其多功能开发技术讲座，邀请苏州有线电视台领导、工
程师做有线电视网络现状和发展的技术报告，使参加听课的有线电视工程技术人员大开眼界，深受

启发。

２００３年，吴江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通过技术业务学习，根据台内实际，实施由发射机、调音台、

ＤＡＴ录放机组成的音频直播系统，解决电台的急需，但播出音质差，现场指挥要靠作手势，操作颇为
不便。２００５年２月，吴江广播电台技术部技术人员对原有的音频直播系统进行改造和革新，在原有

基础上添置音频处理器、音频分配器、耳机分配器、跳线器等设备，通过线路改造后，总监既能监听

整个直播情况，又能通过话筒随时向播音员发出指令，而不用担心指令会传播出去。这一项技术革

新使音频质量明显提高，在不增加专门设备的情况下，开发出直播指挥系统，操作方便可靠，实现直

播指挥的通信化、电气化。

８５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２００６年８月起，吴江广播电台技术部技术人员联系工作实际开展技术业务学习，改造调频广播

系统。为增开一套节目，将其信号源调制到９３．８兆赫后由网络中心 ＣＡＴＶ光缆传输，再送到各镇

广大农村，成为一个闭环传输的为农民服务的专用频道。在设计思路上，电台技术人员尽量利用原

有设备，力求链路简捷，力戒冗余繁杂。经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于２００７年４月完成工程安装。通

过一年多的运行证明，广播音质、安全可靠等方面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比原来大有改观。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起，吴江广播电台技术人员根据调频广播开播后，由于总播控室和发射机房不在

一起，发射机一旦出故障，需要技术人员赶去解决，造成节目停播的情况，边学习研究，边实施发射

机电源和发射天线远程控制的技术改造。第一步解决主备发射机的电源控制；第二步解决发射天

线的自动切换。完成发射机的电源控制和发射天线的自动切换后，又采用１０芯控制电缆，外加直

径为５厘米的尼龙防水套管，使远程控制的技术改造获得成功。此后，电台主发射机一旦出故障，
仅用５秒钟就可以自动切换到备机，主天线、备天线也可任意切换，有效地保证调频广播不间断

播出。

２００７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有４个项目获苏州市广电科技创新奖：《数字电视

前端系统原理简介》（主创人员：唐慧超、石安、赵
#

，获一等奖）；《业务信息私有描述符在吴江数字

电视中的应用》（主创人员：沈正锋，获二等奖）；《吴江有线ＳＤＨ城域网建设与应用》（主创人员：倪

国锋、石安，获二等奖）；《吴江数字电视条件接收系统》（主创人员：赵
#

、石安，获三等奖）。

２００８年３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技术人员总结有线电视数字化经验，学习业务技术结合有线电

视数字化整转实践，开展科技创新活动，４个项目获苏州市广电科技奖：《数字电视机顶盒在线升级

方案设计及实现》（主创人员：赵
#

、潘汉荣、于国华，获二等奖）；《吴江有线 ＳＤＨ城域网建设与应
用》（主创人员：倪国锋，获三等奖）；《有线电视网络宽带接入系统》（主创人员：倪国锋、孙斌，获三

等奖）；《有线数字电视噪声干扰初探》（主创人员：吴乔华、于金良，获三等奖）。

第二节　论文撰写

　　７０年代起，随着广播事业发展，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技术人员陆续调进吴江广播站从事技术

工作。这些技术人员业余看看技术业务书籍，商讨一些广播和电子技术业务，形成一些讲稿，为社

镇广播放大站职工讲讲广播技术知识。８０年代后期，吴江广播电台实行技术职称评聘，技术业务

研讨风气渐浓。９０年代，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建立，技术人员结合工作实际，撰写、发表的
技术业务论文明显增多。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吴江有线电视台台长沈国荣的《共缆传输方式初探》等４

篇论文，在《有线电视技术》等全国性刊物、杂志上发表。薛江的《ＨＦＣ中传输级数与导频选取的探
讨》业务论文，在《中国有线电视》杂志上发表。

２０００年，吴乔华的《浅谈县级市如何做好有线电视宽带网建设》业务论文，在《中国有线电视》
杂志１３期上发表。并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广电学会举办的吴江广电首届业务论文竞赛中获一

等奖。

２００２年，吴江电视台的技术人员根据电视设备数字化的要求，积极开展技术学习和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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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总结经验，撰写理论文章。邹伟健、沈明根撰写的《硬盘播出系统在县级电视台的应用》，

对如何结合县级电视台实际，有选择地使用硬盘播出技术进行研究和分析。１０月，吴江市广电学

会和吴江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联合举办有线电视网络管理局研讨会，共收到吴江市有线电视网

络传播中心各部门和各镇文广中心撰写的技术论文和研讨文章２９篇。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吴江市广电学会举办吴江广电系统第二届业务论文竞赛，共收到各类论文６１

篇，其中广电技术业务论文３１篇。经评选，广电技术业务论文中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倪

国锋撰写的《利用ＡＴＭ传输网构筑典型数据专用网络》等４篇获一等奖。吴江广电局技术事业科

陆建川、沈钢撰写的《调频广播发射天线水平极化改造为垂极化的探讨》等８篇获二等奖。

２００６年２月，吴江市广电学会举办吴江广电系统第三届业务论文竞赛，收到各类论文４０篇，其

中广电技术业务论文１３篇。经评选，吴江电视台邹伟建、沈明根撰写的《硬盘播出系统在县级电视

台的应用》获一等奖。黎里广电网络分公司张育强撰写的《浅谈放大器的一般故障及维修》等３篇

获二等奖。１２月，吴江广播电台技术人员边学习研究，边实施发射机电源和发射天线远程控制的

技术改造，使远程控制的技术改造获得成功。事后，技术人员将此项技术改造撰写成《发射机电源

和发射天线的远程控制》的论文，参加吴江广电第四届业务论文竞赛。

２００７年４月，吴江广播电台参与调频广播系统进行技术改造的４位技术人员将技术改造经过，

撰写一篇题为《一款适合县级电台的调频广播系统》的论文，参加吴江广电第四届业务论文竞赛。

２００８年３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技术人员联系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的工作实际深入学习研

讨，总结有线电视数字化的经验，撰写专业技术论文。吴乔华、于金良结合吴江有线数字电视的技

术维护情况，撰写《有线数字电视噪声干扰初探》，对引起有线数字电视故障的各种噪声干扰的形

成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一些解决和预防措施。唐慧超、周健、潘春兰结合吴江有线数字电视整转的

实际，撰写《吴江有线电视用户管理系统的建设》。赵
#

从工作实践出发，分析探讨吴江有线数字

电视前端系统的故障特点和管理维护，撰写《吴江有线数字电视前端常见故障及维护》。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吴江市广电学会举办吴江广电系统第四届业务论文竞赛，收到各类论文５０篇，

其中广电技术业务论文１４篇。经评选，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沈正锋、潘汉荣的《吴江有线数字电视平

台建设综述》等２篇获一等奖。吴江广播电台陈懿、沈震江撰写的《多功能智能化高性能正弦波逆

变电源的研究》等４篇获二等奖。１１月，吴江市广电学会举办吴江广电技术专业论文竞赛，收到论

文２６篇。经评选，吴江广电网络公司于金良撰写的《有线电视噪声干扰初探》等４篇获一等奖。吴

江广电网络公司孙斌撰写的《浅谈ＳＤＨ在吴江有线数据网中的应用》等９篇获二等奖。

表６２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系统技术业务论文发表一览表

作　者 论　文 发表期刊 发表日期

薛　江 ＨＦＣ中传输级数与导频选取的探讨 中国有线电视 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沈国荣 共缆传输方式初探 有线电视技术 １９９８年第１１期

沈国荣 乡镇有线电视网的规划与设计 有线电视技术 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沈国荣 １５５０ｍｍ模拟光纤传输在吴江有线电视联网中的应用 西部广播电视 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沈国荣 村级有线电视网光节数的分析 中国有线电视 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吴乔华 浅谈县级市如何做好有线电视宽带网建设 中国有线电视 ２０００年第１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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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论　文 发表期刊 发表日期

沈国荣 于国华

奚志勇
县级有线电视综合业务网的建设 广播与电视技术 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沈国荣 ＷＤＭ技术在有线电视模拟传输中的应用 有线电视技术 ２００１年第８期

吴乔华 光纤网发行的分析与思考 有线电视技术 ２００１年第１３期

吴乔华 基于ＣＡＴＶ网传送证券行情的探讨 中国有线电视 ２００１年第２２期

沈国荣　吴乔华 光纤以太网接入实践 电视技术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邹伟建　沈明根 简单实现中小电视台的播出自动化 视听界 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沈　钢 适合县级广播电台的数字音频工作网络 广播与电视技术 ２００２年第９期

沈明根 适合小型电视台的虚拟演播室系统 广播与电视技术 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吴乔华 无线局域网技术的应用与探讨 苏州广播电视 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沈正锋 基于流媒体技术实现电视节目的网上点播 中国有线电视 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沈明根 改造电视演播室内部通话系统的实践 视听界 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邹伟建　沈明根 硬盘播出系统在县级电视台的应用 视听界 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沈明根　邹伟建 二级存储在吴江电视台硬盘播出中的应用 视听界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沈正锋 网络复整中有线电视与调频广播共缆传输 中国有线电视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沈正锋 业务信息私有描述符在吴江数字电视中的应用 中国有线电视 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说明：表内《视听界》为江苏省广电局办的广电杂志；《苏州广播电视》为苏州广电总台、广电学会办的广电杂志；其余

为全国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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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管　理

　　吴江广播电视系统的管理主要有行政管理和内部业务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宣传管
理、技术事业建设管理、财务人事管理和其他社会管理。在实施各项管理中，吴江县

（市）广电局（文广局）分别设置相应部门，落实局长分工负责。通过建立、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严格考核监督等措施，确保各项管理和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取得成效。
　

第一章　行政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６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吴江县广播电视局（副科级），与吴江

广播站合署办公，局长兼任站长。８月１６日，吴江县广电局正式成立，办公驻地为松陵镇庙前街４

号。吴江县广电局既是全县广播电视事业的管理机关，又是广播电视新闻宣传、技术事业建设的业

务单位。成立后的吴江县广电局主要承担吴江广播站（广播电台）的广播宣传、事业建设、内部管

理，并垂直管理各乡镇广播站，还承担全县音像市场的管理。

１９８５年４月，吴江县广电局内设宣传、事业、行政三个组，下设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公司。１９８６

年７月，组建吴江县音像管理发行站。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５日，经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批准，吴江县广电局由副科级升格为正科级，

列入县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序列，为县人民政府管理全县广播电视事业行政职能部门。６月，吴江县

编制委员会明确乡镇广播站实行乡镇政府领导，业务上受县广电局指导的管理体制。８月，吴江县

广电局内设宣传、事业、综合三个股（１９９２年５月撤县设市后改为科）。直属事业单位有：吴江广播

电台、吴江县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吴江县音像管理发行站、吴江县广播电视微波站。

１９９２年１月，吴江电视台建立，为吴江县广电局直属事业单位。

１９９４年７月，吴江市编制委员会又明确各镇广电站为全民事业单位，实行镇政府和市广电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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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领导。

１９９５年８月，吴江有线电视台建立，为吴江市广电局直属事业单位。

１９９７年４月，吴江市广电局对原有的内设机构做调整，撤销局综合科，设立局办公室和计划财

务科，局宣传科不变，挂局总编室牌子，局事业科更名为局技术事业科，设立局音像管理科。直属事

业单位有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吴江市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吴江市音像发行

站、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吴江市文化局和吴江市广电局合并，成立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明

确其对全市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的行政管理职能。

表７１１　１９８４—２００１年吴江县（市）广电局领导成员一览表

机构名称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吴江县广电局

（副科级）

庄树强　 　

凌秋南　 　

戴茂章　 　

施学生　 　

吴伟明　 　

局长　　　　

副局长　　　

１９８４．８—１９８８．４

１９８８．４—１９８９．５

１９８９．５—１９９０．５

１９８５．３—１９９０．５

１９８５．３—１９９０．５

吴江县（市）

广电局（正科级）

戴茂章　 　

施学生　 　

徐福林　 　

梁信焕　 　

刘　戈　 　

范云南　 　

郭　芹（女）

沈国荣　 　

钱　繤　 　

吴伟明　 　

徐福林　 　

马常鸣　 　

局长　　　　

副局长　　　

副科级调研员

副主任科员　

１９９０．５—２００１．１０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７．１１

１９９２．５—２００１．１０

１９９３．１２—１９９５．５

１９９４．９—２００１．１０

１９９５．１１—２００１．１０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１９９７．１１—２００１．１０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２．１０

１９９７．１１—２００１．９

１９９８．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表７１２　１９８４—２００２年吴江县（市）广电局部门主要负责人一览表

部门名称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宣传组　　
金志义　 　

徐福林　 　
组长

１９８５．４—１９８９．１１

１９８９．１１—１９９０．９

事业组　　
尤　明　 　

施启明　 　
组长

１９８５．４—１９８７．３

１９８７．３—１９９０．９

行政组　　 叶桂英（女） 组长 １９８５．４—１９９０．９

音像管理站 尤　明　 　 站长 １９８７．３—１９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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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宣传股 王学新　 　 股长　 １９９０．９—１９９７．６

事业股 施启明　 　 股长　 １９９０．９—１９９７．６

综合股
叶桂英（女）

姚云生　 　
股长　

１９９０．９—１９９４．１２

１９９４．１２—１９９７．６

音像管理站
尤　明　 　 站长　 １９９０．９—１９９６．９

张富荣　 　 副站长 １９９６．９—１９９７．６主持工作

办公室 姚云生　 　 主任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２．１

宣传科
王学新　 　

马常鸣　 　
科长　

１９９７．６—１９９９．１

１９９９．１—２００２．１

计划财务科 施荣林　 　 科长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２．１

技术事业科
施启明　 　

陆建川　 　
科长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０．３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２．１

音像管理科
张富荣　 　 副科长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０．５主持工作

张富荣　 　 科长　 ２０００．５—２００２．１

　　注：１９９２年５月吴江县广电局改为吴江市广电局，下设的宣传股、事业股、综合股改为宣传科、事业科、综合科。

第二节　管理制度

　　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后，实施对全县广播电视宣传、技术、事业建设的管理职能，推

进全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

吴江县广电局的工作重点全面贯彻上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和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做出的广

播电视新闻宣传方面的方针政策，把握好舆论导向；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县广播电视宣传，紧紧围绕

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完成重大宣传任务，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推进吴江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加强全县广播电视技术、事业、音像制品等管理。

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一成立就在吴江广播站和乡镇广播站各种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研究

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以制度强化广播宣传、技术事业、财务、人事等方面的管理，确保各项工作的

顺利展开。９月，吴江县广电局制定《乡镇广播站岗位责任制条例》。条例分总则、职责和具体工作

任务、德能勤绩全面考核、奖惩和附则五章共１７条，自１０月１日起在全县各乡镇广播站实施。

１９９１年，吴江县广电局根据全县广播电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承担的新任务，研究制定《吴江

县广播电视工作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的考核意见》，全面推行岗位责任百分考核制。如，对承担广

播宣传的宣传股从政治思想、广播宣传、纪律制度和服务创收等四个方面确定百分考核内容。建立

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实行以考核记分，以分计奖，分发到股（县政府批准的岗位奖为准）的考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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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调动工作人员搞好工作，完成任务的积极性。

１９９６年６月，吴江市广电局在历年来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广电宣传、

技术事业、人事财务、文印档案、车辆门卫、安全保卫等十个管理规定，使全市广播电视事业的各项

管理工作更具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１９９９年４月，吴江市广电局实施政务公开、行政执法责任制和社会服务承诺制。制定吴江市广

电局政务公开办法，明确局管理职能、局领导分工、职能科室主要职责；向社会公布行政执法主要依

据、办事纪律、社会服务承诺等，张贴上墙，接受社会监督。与局技术事业科和音像管理科签订行政

执法责任书，明确行政执法依据、执法范围（具体执法权限）、执法责任、责任考核，贯彻实施广电技

术事业、音像市场、卫星接收设施等管理的法律、法规，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吴江市文广局研究制定适合文化、广播电视并后的管理制度，其中涉及到广播电

视事业方面的有广播电视宣传管理、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人事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规

定、财务管理等１８个管理制度和规定。同时，重新制定市文广局政务公开办法、行政执法责任制和

社会服务承诺制等，使全市文化广播电视各项管理工作依法、公平、公开。

有关承担广播电视社会管理的具体职能科室，将在技术事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章节中详述。

第二章　宣传管理

　　吴江广播站（广电局、文广局）对宣传以各种规章制度加以管理，确保广播电视宣传正常、正确

地开展。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吴江县广播站建立不久，尚未正式开播，就制订《吴江县有线广播站编播工作的

各种制度》。以“编播工作的任务”明确广播宣传的性质、要求和内容；以“组织领导”明确广播宣传

的组织机构，由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县人民委员会文教部和县广播站有关人员组成编辑委员会，

宣传部部长任主任；以“各种制度”明确通讯员来稿、编辑编稿、站负责人审稿、播音员的备稿、试

稿、直播等的职责、要求。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吴江县广播站修订有关广播宣传的各种管理制度，其中包

括领导制度、组稿、编审、播音工作制度等。１９７２年２月，吴江县广播站再次修订编稿、审稿、播音、

值机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广播宣传的管理。明确县广播站的广播宣传管理，由站长直接负

责，采编播的日常工作管理由站下属的编播组具体负责。吴江县广播站还通过加强通讯报道员的

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加强对广播宣传的管理。

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后，广播宣传管理工作由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工负责，局

宣传组与县广播站编播组具体负责广播宣传日常管理。宣传管理分对县广播站的宣传管理和对乡

镇广播站的宣传管理两个层次。宣传管理的内容包括舆论导向、节目设置、节目质量、好节目（好

稿）评比等。吴江县广电局对县广播站的宣传要求是“宣传改革，改革宣传”。对新闻稿件要求坚

持内容上新一点，文字上短一点，形式上活一点，时效上快一点。１０分钟的新闻节目，全年共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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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２篇稿件，平均每档８．１４篇（条），其中一句话新闻１０９０篇（条）。全年播出现场报道、录音新

闻、访问记、答记者问、讲话录音等带响节目共１３９个，通讯、故事、对话、特写、评论、听众信箱、社会

新闻等５７３篇。当天重要的新鲜消息，做到播出不过夜，全年共播出当天的新闻４２７篇（条）。
１９８５年，吴江县广电局在广播宣传管理中首次进行广播宣传好稿评比，共评出好稿２３篇，其中

一等奖５篇，二等奖７篇，三等奖１１篇。并从中挑选优秀稿件送苏州市广电局参评，有２篇获一等
奖，１篇获二等奖。

１９８６年，吴江县广局要求吴江广播站和各乡、镇广播站明确新闻工作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把社
会效益作为广播宣传的唯一准则；严格执行宣传纪律，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胆探索新闻改革

的路子，办好广播自办节目；严格执行审看、审听和重播重审制度等。吴江广播站新闻节目播出报

道精神文明建设的稿件１７７５篇，占播出稿的３２．９２％。全年广播宣传共评出好稿３７篇，其中５篇

送苏州市广电局参评。吴江县广电局重视通联工作，坚持每两个月召开一次通讯员会议，总结县、

乡（镇）两级广播宣传工作，传达布置新的宣传报道任务等。

１９８７年，吴江县广电局重视对乡、镇广播站的宣传管理，强化对乡、镇广播站自办节目的检查
指导。全县２１个乡、镇广播站开办广播自办节目。全年乡、镇广播自办节目播出稿件６７３４篇。其

中黎里镇广播站全年播出８１０篇，芦墟镇广播站播出７６８篇，震泽镇广播站播出５９４篇，莘塔乡广
播站播出５５５篇，均超过县广电局下达的每周３组、每组３篇（全年４６８篇）的指标。

１９８８年，吴江县广电局要求吴江广播电台的广播宣传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播出有一定分

量的评论和批评文章，其中播出的“开张何需大摆宴席”、“狠刹歪风，破除陋习”等广播评论，大造

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的舆论。播出盛泽胜天村某农民绑吊儿子致死、被依法逮捕的消息时，配发“如

此法盲实可悲”的短评，强化增强法制观念的宣传。

１９８９年，吴江县广电局进一步加强广播宣传管理，使县广播电台的广播宣传做到坚持正面宣

传为主的方针，特别是在春夏之交发生的北京政治风波期间，严守宣传纪律，搞好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仅当年６月份，播出拥护中央决策、坚决反对动乱的稿件２６篇，

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坚持宣传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全年播出省、市、县三级先进典型的稿件

达７５１篇；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宣传；坚持抓好乡镇广播自办节目。

１９９０年，吴江县广电局的广播宣传管理重点是配合江苏省广电厅和苏州市广电局组织的新闻
抽查，抽调力量抽查吴江广播电台９月１６日到９月２２日的新闻播出稿。７天新闻节目播出稿件７６

篇，其中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科技兴农、外向型经济等重大题材的报道２０多篇。江苏省广电厅认
为吴江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质量较高，被评为新闻抽查先进单位。

１９９１年，吴江县广电局要求吴江广播电台和各乡、镇广电站认真搞好抗洪救灾的宣传。６月中
旬到８月，吴江广播电台共播出抗洪救灾稿件４２９篇；各乡、镇广电站播出抗洪救灾广播大会３８２

次、抗洪救灾紧急通知７５０次，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中播出抗洪救灾稿件４８８篇。吴江县广电局还抓
好乡镇广播自办节目，在苏州市广电局首次举办的乡镇广播自办节目好稿评选中，盛泽镇广电站的

一档“绸乡之春”广播自办节目获一等奖，同时获当年江苏省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二等奖。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吴江电视台开播后，吴江市广电局切实加强电视宣传管理，按照中共吴江市委、
市政府领导强调的电视宣传舆论导向重要性的指示，要求吴江电视台把“宣传为中心”作为办台宗

旨。办好每周２档《吴江新闻》节目，开设《鲈乡新姿》等专题节目和“奉献者之歌”、“乡镇书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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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企业廉洁经营系列报道”等专栏。吴江市广电局还要求吴江电视台的各档节目播出前，必须

经过局、台分管领导的审稿、审看。

１９９４年起，吴江市广电局对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及乡镇广电站的宣传管理，逐步形成比
较完善的制度。明确一名副局长分管广播电视宣传；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各由一名副台长分

管节目宣传，建立健全编前会制度。１９９５年６月，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开播后，编前会更加完善。
每周一上午的编前会，学习新闻业务；回顾上一周的新闻报道；确定本周报道重点；编辑、记者交流

各自新近发现的新闻线索；新闻部、专题部主任分配重点报道任务。

１９９５年起，吴江市广电局宣传科根据局领导要求，会同吴江广播电台逐步健全对乡镇广电站

和专职通讯员宣传报道工作的考核、培训制度，明确各乡镇广电站的专职通讯员的主要职责是向吴

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发稿，包括提供新闻线索；配合“两台”新闻记者采访；办好本站广播自办

节目；积极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开展的乡镇广播自办节目的评比活动。对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的重

大活动主题宣传和典型报道，吴江市广电局及时安排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编辑部集中力量组

织采访报道。

１９９６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宣传科会同局办公室和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

台修订完善一套宣传管理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广电站专职通讯员的考核和培训，落实责

任制。每年年初，下达全年发稿、用稿数量和质量目标；规定广播自办节目每周播出３档，每档５篇

以上稿件；每年度１档广播自办节目参加评比；每月统计来稿、用稿情况，把统计表发给各乡镇党委

宣传委员、广电站长和专职通讯员，强化责任意识；每季度召开专职通讯员工作会议，每年召开总结

表彰会，通报来稿用稿情况和上级主管部门对宣传报道阶段性的工作要求及重点报道要求。每次

召开基层通联工作会议，联系新闻报道、自办广播节目创优等实际作业务讲课，培训工作做到常流

水，不断线。同年５月起，安排乡镇专职通讯员轮流到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新闻节目部跟班

实习，提高采编水平。

２００２年６月，吴江市文广局在原市广电局有关宣传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宣传管理制度，

以吴文广办〔２００２〕７７号文件公布。新的宣传管理制度共１６条，明确局宣传科（总编室）归口管理
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局领导对宣传实施统一领导和管理的参谋和助手，对局宣传规划

的实施负有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的职能。坚持宣传例会制度；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和吴江

有线电视网络中心自己制作的新闻、专题、栏目均应按规定严格实施责任编辑、部门责任人、台分管

领导三级审查；重大新闻、重点专题和对外宣传节目须报请局领导审查；坚持新闻抽查制度；建立监

听、监视员队伍等。吴江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有线电视网络中心都能认真执行这套宣传管理制度。

特别是三级审稿（审片）制度，新闻抽查制度，监听、监视员座谈会制度都一直坚持做到，确保全局

广播电视宣传的正确性、时效性，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２００４年，吴江市文广局宣传科认真履行职能，监督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和吴江有线电视
网络中心执行局宣传管理制度。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统领宣传管理工作，将“三

贴近”贯彻落实到宣传工作的各个方面。１月，吴江电视台播错一档《吴江新闻》，引起局领导的高

度重视，组织局宣传科、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有线电视网络中心多次召开宣传管理碰头会，分析原

因，引以为戒，加强节目播出的审听审看和交接工作，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９月，局宣传科配合

上级主管部门，对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进行抽查，较好地起到监督、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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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起，吴江市文广局宣传科（总编室）根据局领导的指示，加强对吴江广播电台的《８９１早

新闻》和吴江电视台的《吴江新闻》、《新闻晚报》等主要节目的质量检查与考核。平时加强节目的

监听、监视，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召开新闻宣传管理工作例会，邀请江苏省、苏州市广电专家抽查点

评新闻节目；编印《新闻抽查简报》，分析抽查考核的具体情况。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局宣传科先后组织召开８次新闻宣传例会，进行１０多次新闻抽查，编印１０多

期《新闻抽查简报》，促进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新闻节目质量的提高。２００７年，吴江电视台被

江苏省广电局评为全省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先进单位。２００８年起，吴江市文广局的广电宣传管理仍

由局长和局、台分管领导负责，由局宣传科具体组织实施，落实各项广电宣传管理制度。

第三章　技术事业管理

第一节　吴江广电（文广）局技术事业管理

　　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全县广播技术、事业的管理仍用吴江县广播站的管理办法，把

建设有线广播规格化村作为事业建设、技术管理的重点来抓，坚持做到年初有任务，质量有标准，施

工有验收，完成有奖励。１９８４年９月，吴江县广电局制订乡镇广播站的岗位责任制。１０月１６日，

吴江县政府转发县广电局《关于加强乡（镇）村广播线路维护管理的意见》，要求各乡镇广播放大站

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广播动圈喇叭。

１９８５年３月，吴江县政府任命２名吴江广播站副站长为吴江县广电局副局长，广播电视技术事

业由１名副局长分管。４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事业组，明确为局具体负责有线广播技术事业管理

的职能部门。１９８６年３月，吴江县广电局制定《线务工作管理制度》，对全县广播线务工作制订十

一条规定，并列入考核内容。

１９８７年，国务院颁发《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条例》。为保证《条例》的贯彻落实，吴江县广电局

组织吴江广播站和乡镇广播站干部职工３３２人次学习，领会精神。在此基础上，各乡镇广播站在自

办节目中宣传《条例》５６次；把苏州广播电视报登载《条例》的版面张贴到村头农家。

１９９０年３月，吴江县广电局制定《关于有线广播规格化村建设的要求和验收标准》，对农村有

线广播的入户率、通响率、布线要求、音质音量、用户五有要求等做出明确规定。４月２４日，县广电

局向全县各无线电视转播台（站）下发《关于加强无线电视管理的通知》，根据国家广播电视部有关

文件规定和江苏省、苏州市对无线电视管理工作的要求，切实加强无线电视转播台（站）的管理工

作。吴江县广电局规定全县无线电视管理工作由县广播电视微波站归口实施，各无线电视转播台

受县广播电视微波站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各无线电视转播台必须执行苏州市广电部门有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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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规定，严格值班制度、机房管理制度、设备维护制度和技术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做好安全、准时

播出工作。５—６月，吴江县广电局组织开展一次农村广播机线网络安全检查。在进行安全检查

前，要求各乡镇广播站组织站内工作人员和村线务员进行一次安全教育，明确广播安全的规定和安

全检查的任务和方法。乡镇广播站在自办节目中安排一周时间宣传安全用广播，介绍安全知识和

广播安全工作先进村的经验；宣传忠于职守的村护线员的事迹。县检查组检查各乡镇广播站的机

房设施、主馈线路设施、村广播室配电板等。６月２０日，检查结束后以书面形式向乡镇政府通报。

与此同时，吴江县广电局还加强广播设施的管理制度，执行保护条例，严格事故报告制度，遵守中广

部部颁ＣＹ１９－８４规程的值班、操作守则和线路维护要求。９月，吴江县广电局事业组改为事业股，

对全县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安全优质播出等行使监督、检查及管理的职能，贯彻落实广播电视事

业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条例等，确保广播电视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１９９１年３月，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广播电视工作会议。８月２９日，召开全县农村广
播事业建设现场会，中共吴江县委副书记钱明在会上讲话，要求各乡镇切实改善农村广播机房设

施；更新广播主馈线，整顿村头网络，发展动圈喇叭；加强施工队伍管理，确保广播动圈村建设施工

质量。县广电局在全县广播电视系统内进行宣传发动、贯彻落实，全县农村广播事业建设稳步发

展。县广电局还打破常规改造广播网络，全年组织三次吴江广播电台信号专线改造工程，先后完成

芦墟至莘塔、横扇至庙港、八坼至菀坪的专线架设，全县各乡镇更新乡镇至村的主馈线１００．３６杆公

里，１７８．７２线公里，同时有１４１个村的广播网路得到复整，全面提高广播信号的传输质量。与此同

时，明确吴江广播电台机房设备维护的责任，维修得到保证，继续达到甲级指标。各乡镇广电站落

实筹措办法，更新机房设备。盛泽镇在全县第一个建成广播动圈镇，全县广播动圈乡镇建设实现零

的突破。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３日，吴江市广电局制定《关于１９９４年度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的考核意见》，其中

明确技术设施管理方面的目标任务。吴江电视台必须做到每季测试一次场强，全市覆盖最远地区

四个点的场强要达到部颁标准，确保发射功率和收视效果；局事业科配合吴江广播电台搞好经常性

的机务、线务维护保养工作，确保广播电台正常播出。同时，要抓好广播动圈镇村建设，确保苏州市

广电局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局有线电视工程技术部要抓好有线电视的发展、延伸和经常

性的维修保养工作，确保有线电视信号的质量和收视效果。通过对各技术事业管理岗位责任制的

贯彻落实，提高全市广播电视技术设施管理的整体水平。

１９９５年５月，吴江市广电局明确吴江广播电台、吴江有线电视台（筹）与吴江电视台一样，配备
技术副台长，具体负责台内的技术管理。市广电局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考察、起草、修改，制

订《吴江市有线电视总体规划、技术方案》，并于６月通过江苏省广电厅、苏州市广电局和吴江市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论证，使全市有线电视的发展有章可循。

１９９６年年初，吴江市广电局专门召开全局建章立制，强化管理工作会议，从上到下强化管理意
识，提高管理水平。同时，重新审议、修订、完善“技术事业”等十项管理制度，汇编成《关于加强管

理的十个规定》的小册子。其中“技术事业管理”的规定，对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

电视台和局事业科明确技术设施管理工作的职责。１９９７年，吴江市广电局事业科改为技术事业
科，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广播电视技术的管理。

１９９８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制订《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考核意见》，在技术设施管理方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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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做到值机播出准点、完整、优质，确保不出差错；搞好机器维修，确保正常

运行，年终测试达标，杜绝任何技术责任事故。吴江有线电视台与局技术事业科密切配合，参与全

市镇村有线电视联网工程，按总体规划、技术要求，抓好施工质量，并搞好全市有线电视网络图纸、

资料的绘制、整理和归档，确保全市有线电视验收合格。局技术事业科要认真抓好市、镇广播电视

事业的发展和管理，确保苏州市广电局下达的事业建设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包括三台技术管

理），抓好全市广播动圈村建设和有线电视村建设。同时，要求各技术部门务必根据“深化、量化、

细化、强化”的要求，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层层落实目标任务，人人明确工作职责，尽心尽责搞好广

播电视技术设施管理工作。

１９９９年，吴江市广电局以创建文明行业为契机，推出《社会服务承诺制》，明确局、台技术部门
抓好广电技术事业的发展、管理，确保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安全、优质运行。

局技术事业科和吴江有线电视台要为乡镇广电站服务，乡镇站设备维修随叫随到，安全有效。吴江

有线电视台设立报修电话，受理报修业务，做到优质、按时。在全市农村发展有线电视中，局技术事

业科明确责任，强化服务，抓好技术管理，为基层技术岗位人员系统讲授有线电视技术课；严格施工

管理，坚持按建设规划组织施工，做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器材、统一验收，确保有线电视网的

建设质量，使全市农村有线电视事业建设健康规范。

２０００年２月，吴江市广电局制订、下发《２０００年度镇站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和管理工作考核评比

办法》、《镇广播电视站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考核意见》，要求各镇广电站根据实际情况，对照目标

管理考核要求，落实具体措施，完成考核任务。局、台技术部门做好服务，强化指导和督促，确保镇

广电站技术事业目标任务的完成。吴江市广电局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全市村村通有线电视的进程。

局领导率技术事业科人员深入各镇广电站的施工现场，实行分类指导，切实帮助解决困难。在七都

镇创建有线电视镇过程中，局技术事业科人员上门服务１０次。局技术事业科还针对农村电力网改

造后有线广播网损坏严重的状况，组织盛泽等镇广电站工作人员到太仓考察，学习推广调频共缆传

输方法，实施有线广播、电视双入户。当年，盛泽、松陵、平望３个镇搞调频共缆传输试点时，局技术

事业科人员先后去盛泽、松陵帮助测试信号场强。同时，帮助庙港、横扇广电站审查外来施工队的

资质证书，指导这些广电站正确签订协议条文，抓好技术培训和技术管理。局技术事业科还严格施

工管理，坚持按建设规划组织施工。对七都、庙港、横扇等镇聘请外地专业施工队承包建设有线电

视网络，及时跟踪，监督施工质量，确保这些镇的有线电视村建设健康发展。

２００１年年初，吴江市广电局修改、完善《广电工作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考核意见》，继续贯彻
“不间断、高质量、又安全”的技术维护管理总要求，加强技术管理，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优质播

出。局技术事业科坚持每月一次对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安全优质播出考核

检查，及时掌握“三台”当月的播出情况和设备运行状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广播电视节

目准点、及时，完整播出，全年没有发生重大的设备事故和人为事故，实现安全优质播出的工作目

标。５月，市广电局下发《关于加强有线广播电视传输干线管理的通知》，并组织局技术事业科和有

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有关人员对全市市级以上横跨公路的有线广播电视传输干线，按照本系统规

定要求，进行全面检查和实地测量，不达标的限期整改。同时，抓好各镇广播电视村网络的复整，９
月底，完成苏州市广电局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有效制止有线广播的滑坡，保持原有的广播入户率

和通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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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３月，吴江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文广工作会议，与各镇签订实现有线电视目标责任书，

明确有线电视村村通的目标、责任和措施。吴江市文广局要求全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工作人员为

高标准创建江苏省有线电视示范县（市）而努力。局技术事业科的技术人员深入基层科学指导，分

步实施，扎实推进有线电视“村村通”。１０月底，全市２２个村完成有线电视村网建设，新增有线电

视用户１８２８８个，累计用户１５４６６４个，通过由江苏省广电局组织的“有线电视示范县（市）”考核验
收，成为江苏省首批有线电视示范县（市）。

２００４年４月起，吴江市文广局按照中共吴江市委办公室《关于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整合
的实施意见》开展工作，完成全市１０个镇广播电视的资产评估确认和人员划定等工作。９月，成立

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及各镇分公司，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全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实行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建立和完善“一市一网、全程合网、无缝连接、一网到

底”的网络系统，确保有线广播电视专用网络的安全运行，更好地为全市信息化建设服务。１０月，
吴江市文广局制定电视频道资源整合实施方案，对现有电视频道资源进行全面整合。２００５年１月

１日起，吴江电视台电视频道整合完成，设置新闻综合频道、社会生活频道和影视剧频道，实施分频
播出。同时，抓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在落实“不间断、高质量、既经济、又安全”的技术维护管理总

方针的基础上，加强对电视插播等破坏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行为的防范和打击，加强检查和值班，修

订随时处置突发问题的应急预案，使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向长效机制全面转变。

２００５年，吴江市文广局在广播电视事业技术管理上以创建“苏州市特色有线广播镇”为契机，

恢复和维护好传统传输方式的有线广播，提倡有线广播传输的多元化，推广共缆传输模式，做好有

线广播进村入户。年底，松陵、同里两镇通过苏州市文广局“特色有线广播镇”的考核验收，全市累

计完成４６个村的有线广播网复整，保持农村有线广播入户率、通播率和通响率的稳定。同时，吴江
市文广局增强防范意识，完善防范措施，加强监管，确保广播电视网络安全。

２００６年，吴江市文广局坚持“持续、高质、经济、安全”的技术保障方针，落实岗位责任制和检
查、维护、保养等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吴江市广播电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反应预案》，加强应急技

术保障演练，确保广电节目安全优质播出。同时，制定全市有线数字电视建设总体方案，提高有线

电视光缆网的覆盖率。全年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９８６５个，全市有线电视用户总数２１２０００个，门樘

入户率１１０％。盛泽镇成为江苏省首家“有线电视户户通镇”。
２００７年，吴江市文广局以“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和“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为重点，全面

落实全市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划。年底，全市１０个镇全部建成苏州市级有线电视“户户通”镇，市、
镇、村、组实现光缆大联网，市镇光缆联网率达１００％，自然村光缆基本通达。全市２５０个行政村全

部建成有线电视村，并达到“户户通”村覆盖标准，通过江苏省广电局组织的有线电视“户户通”工

作验收，成为江苏省第二个有线电视“户户通”县（市）。吴江市文广局还按照吴江市人民政府批准

的《吴江市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实施方案》和“政府推动、广电实施、社会参与、群众认可、整体转

换、市场运作”的原则，抓好全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至年底，全市完成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

用户８００００个。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继续贯彻维护管理总方针，落实岗位职责和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广电节
目播出的绝对安全。按时完成中央广播电视节目在全市农村的无线覆盖工程。同时，完成有线电

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用户２４００００个，全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入户率达到９８％以上，通过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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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广电局的考评验收，成为江苏省第二批城乡一体化有线数字电视“户户通”县（市）。吴江市文广

局还切实抓好广播电视技术管理，使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获苏州市广电技术事业管理二等

奖；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工程技术部获“江苏省广电技术维护先进集体”称号。

第二节　吴江广播站（电台）技术事业管理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制订《吴江县有线广播站编播工作计划和各种制度》，其中第三部分

为“机务工作制度”，从“工作制度”、“操作制度”、“安全制度”三个方面，抓好技术管理。吴江广播

站成立之初，站内只有２名技术人员。１９５８年，只剩１名技术人员具体负责全站广播设备设施的维

护和管理，直至１９６０年９月。在这段时间里，技术人员和其他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广播机器和
线路的维护，并指导播音值机人员掌握机器的操作规程和简单故障的处理。还下乡指导各镇邮电

所话务人员掌握广播开机、拉闸和关机等操作技术，要求话务人员监听广播节目，发现故障，立即电

话通知吴江广播站及时检修。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５日，重新修订《县广播站各项工作制度》，其中第三部分为技术工作制度，包括
机务人员工作制度、值机制度；县广播站和社镇广播放大站的机器管理维修制度、安全制度；线路架

设维修工作制度。１９６４年１月起，吴江广播站的２名技术人员轮流带领１名线务工到各社镇广播

放大站检修机器设备，整顿广播线路，发展广播喇叭，对社镇广播放大站机线人员开展技术业务辅

导。１９６５年年初，吴江广播站制订《关于架设农村有线广播线路注意事项的暂行规定》，对全县广

播线路器材和线路架设的应知事项做出明确规定。７月中旬，吴江广播站分三个片召开公社邮电
所线务员会议，下发《暂行规定》，讲解广播线路架设和确保广播喇叭音质音量的一些技术措施（包

括安全措施与注意事项），加强有线广播线路的技术管理。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０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下
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有线广播事业管理办法的意见》，其中对有线广播的管理维护，包括农村广播

喇叭管理、广播线路的维护和管理，提出具体要求，吴江广播站认真贯彻落实。１９６９年，吴江广播
站组织技术人员，在半年多时间内装置３００瓦扩音机１６台，下发到有关社镇广播放大站，使全县社

镇广播放大站的广播扩音机功率达１００００多瓦。１９７０年７月起，吴江广播站又组织技术人员组装

广播扩音机，年内完成１５０瓦扩音机７台、３００瓦扩音机２２台、１０００瓦扩音机１７台，下发到各社镇
广播放大站，使全县社镇广播放大站的广播扩音机基本更新，机器功率增至２４０００多瓦，广播喇叭

１２１０７５只。
１９７６年，吴江广播站制订《播音值机工作守则（试行）》，明确机务操作规范，确保安全播出。

１９７７年，吴江广播站抓好广播网路建设，县站至各社、镇的５条广播信号线中更新３条，公社至大队
的广播主馈线增加３１条，总共有３４４条。１９７８年１月，吴江广播站将站事业组下设机务组和线务

组，分别负责全站和社镇广播放大站的广播设施、机器设备和广播干线网络的维护、检修等技术管

理。还制订《线务组规章制度》，其中规定各驻段线务员的工作职责，包括各驻段线务员在县站轮

流值班制度、每月进行一次查线制度以及故障处理制度等。吴江广播站将站事业组下设机务组和

线务组，分别负责全站和社镇广播放大站的广播设施、机器设备和广播干线网络的维护、检修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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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管理。４月，吴江广播站的办公室、广播机房搬进新大楼，广播机房内的机器设备更换一新，均达

到中央广播事业局颁布的甲级或乙级技术标准。同时，新添失真测量仪、电子管测试仪各１台，为

检测机器设备的技术指标提供方便，并确保检测的正确性。１９７９年６月，吴江广播站制订《关于建
设大队规格化广播网的要求和技术指标（大队广播网规格化验收标准）》。同时，组织开展大队规

格化广播网的检查验收活动，对已经建设好的大队，按“验收标准”，逐个生产队、逐户逐只喇叭进

行检查，发现不达标，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补课，使其达到标准要求，报县验收。７月２０日起，吴江广

播站组织人员对松陵、盛泽、同里、震泽、黎里、芦墟、平望七个大镇的广播网路进行大检查，有２４个
大队广播网路验收合格。１０月２７日起，吴江广播站又组织３０人、分成６个组开展全县农村有线广

播网路规格化大队的第二次验收。月底，验收结束，有４３个大队的广播网路达到规格化标准，至
此，全县有广播网路规格化大队６７个。

１９８０年年初，吴江广播站重新修订包括机线维护管理制度、播音值机制度在内的各项技术事
业管理制度。规定社镇广播放大站机器设备的检查、维修由原来的分片包干改为统一安排技术人

员上门检查维修。在例行检查维护中发现隐患及时排除，确保机器设备正常运行。吴江广播站机

房内安排专职机务员，专门负责站内机器设备的维护保养、使各种机器的故障排除在萌发前，确保

安全播出，大大减少停播时间。１９８１年，吴江广播站把整顿改造信号线作为事业技术管理的一项
重点工作来抓，年底，更新广播信号专线２３０．３线公里，占信号线总长度的９４．８％。在广播信号专

线更新改造中坚持质量第一，都以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的乙级或甲级指标施工。新架设的２条广

播专线，都沿新建公路立标架设，方便线路管理。同时，组织技术力量，加强日常维修，用一个月时

间开展春季维修，对上年新架的线路进行重点维护。还完成全县广播专线和各广播放大站主要设

备的测试工作，为２个社镇广播放大站设计安装２台控制桌。８月，吴江广播站会同县公安局下发
《贯彻执行〈关于保护广播电视技术设施的通告〉的通知》，组织各社镇广播放大站对《通知》进行宣

传。吴江广播站组织事业组技术人员，对全县广播高压线安全状况进行逐段逐条排队，对全县排出

的１０４处电力线、邮电线、广播线交汇处做全面检查，排除隐患２４处。

１９８２年４月，吴江广播站制订《社、镇广播放大站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规定社、镇广播放大
站站长、线务员、值机员的工作职责。６月，吴江广播站统一印发“值机工作日志”、“机器线路故障

登记”、“出勤月报”。各广播放大站都建立健全管理措施，加强对大队护线员的管理。吴江广播站

还制定整网的长期和年度规划，做到年初全县广播检查评比，年中开展安全检查。１９８３年，吴江广

播站根据全县广播网路现状，重点整顿村以下广播网路设备，加快建设广播规格化村，全县建成广

播规格化村１３２个，新装用户喇叭１９０００只（包括更新在内）。至此，全县累计建成广播规格化村

３８１个。吴江广播站还抓好乡镇广播站机房设备的整顿。一些乡镇广播站将原有机房进行翻建，
一些乡镇站对已改造过的机房重新进行整理装修。各乡镇广播站执行相关规章制度，搞好机房设

备的清洁保养工作。８月，苏州市广电局到吴江县召开乡镇广播站机房设备管理现场会。吴江广
播站还及时转发江苏省广电厅《关于安全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安全工作的通报》，抓好广播安全工

作。５月和８月，先后两次开展全县广播安全工作大检查，组织乡镇广播站线务员对广播高压线高

度低、三线交越区的杆路进行及时处理，并组织村护线员对用户线和电力线架设进行一次检查。同

时，要求乡镇广播站抓好值机制度，不管是否使用开关机，做到机开人在。这些管理措施的落实，使

全县广播安全工作得以保证，避免广播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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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因局台合一的体制，县广播站和各乡镇广播站的技术事业管

理仍由县广播站事业组负责，并以县广播站原有的技术事业管理制度和办法加以管理。１９８７年，

吴江县广电局调整内设机构，局事业组具体负责全县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的管理。吴江广播站的技

术管理安排专职技术人员具体负责，站内机房、值机室的设备设施由专人维护、检修。１９８８年７月，

吴江广播站改为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设备仍用广播站的全套广播设备、设施，广播信号仍为有

线网络传输，机房设施设备亦无多大变化。１９８９年，吴江广播电台更新机器设备，添置ＧＫ８６－Ｉ立

体声广播控制桌１台、ＧＳＰ－８－２４型输出立柜１台、上海华生 ＪＳＧＦ－Ｉ－２５０Ｗ×４甲级扩音机１

台、ＩＹ－２６１录音机１台，台内主要机器设备达国家广播电视部颁发的甲级指标，播出条件得到改

善。机房设施、机器设备仍由专职技术人员负责管理。

１９９３年５月，吴江广播电台设立技术部，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和部门负责人，专职负责台内技术

管理工作，其有线广播网络由吴江市广电局事业科管理。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８日，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

播开始试播，除添置立体声调频发射机（主备２台）、发射天线等必要的机器设备外、仍用原有的录

制、播出设备，形成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同步播出。同时，添置点频发射机，将电台播出信号由市区

北新路的电台播出机房，发射到市区鲈乡南路的吴江电视台播控机房，送到电视塔上的广播发射天

线发射，让听众用收音机收听。吴江广播电台调频广播试播期间，技术部门加强对机器设备的检

测、调试、添置、维护，使之日趋完善，正常运行。１９９５年５月，吴江市广电局报经市政府批准，吴江

广播电台、吴江有线电视台（筹）与吴江电视台一样设置技术副台长，负责全台的技术管理工作。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电台与吴江市广电局一起搬入市区鲈乡南路１８８７号吴江广播电视中

心大院内的广播业务大楼，新建总控制室、直播室、录音制作室、节目编辑室，广播节目实现自动播

出。１９９８年７月，吴江广播电台添置现场转播车和转播设备，以适应市内重大活动的报道。１９９９

年，吴江广播电台在直播室安装热线电话延时器，进一步完善听众参与直播节目的手段。

２００１年３月，吴江广播电台开始安装音频工作站。６月１２日，开通数字音频网络系统，音频工

作站正式启用。电台技术部坚持每周一次维护、每月一次测试，保证节目安全准点播出。８月，电

台技术部完成卫星信号接收系统的安装调试，提高听众的收听效果。２００４年，更新现场转播车和

采编播设备。２００５年，吴江广播电台技术部结合节目改版，对音频工作网络进行改造，更新主备服

务器，使节目容量从原来的１６８０个小时扩展到６８３０个小时。同时，新添置专业数字ＭＤ、ＣＤ、ＤＶＤ

播放机以及卡座１５台套。２００６年，吴江广播电台技术部对直播室及总控部分进行技术改造。２００７

年，对直播、总控和天馈系统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新增直播室、录音室工程顺利完工。同时，对发射

和天馈系统进行技术改造。

２００８年，吴江广播电台的技术管理随着机器设备的增多而不断加强、逐渐提升，整个播出系统

实现固态化、自动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各项技术指标符合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技术标准，达到全国

县级广播电台的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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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吴江电视台技术事业管理

　　１９９３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通过公开招聘、局内抽调、择优选调等办法，使吴江电视台各种专业

技术人员及时到位，并送上级台或兄弟台培训。这批专业技术人员一上岗就能操作，系统就能运

转。５月１３日，吴江市广电局任命吴江电视台一名分管技术的副台长，并建立电视台技术部，负责

全台技术管理、事业发展。１９９４年，吴江电视台在逐步完善设备设施的同时，贯彻国家广电部制定

的“不间断、高质量、既经济、又安全”的广播电视技术维护总方针，制订《机房安全管理制度》、《机

房播出值机制度》、《机房检修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全台各部门按规程要求操作、维护、保养，

使各种机器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８月，吴江电视台增设总工程师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台

的技术管理。１２月，经江苏省广电厅和苏州市广电局技术部门对吴江电视台发射设备测试表明，

主机指标全部达到国家广电部颁发的甲级指标。吴江电视台技术部门严格把好质量关，播出节目

基本上达到优质、安全、有序的要求。１９９５年，吴江电视台调整技术力量，抓好技术管理，使全台各

种机器设备运转状态长年保持良好。并对电视自办节目播出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在苏州全市县级

电视台中率先实施自动播出，节目播出实现准点、安全、完整、连续。经江苏省广电厅和苏州市广电

局技术人员对吴江电视台的机器设备抽查测试表明，性能均达“优良”指标。

１９９６年，吴江电视台投入１００多万元，用于微波传输通道设备改造和增添摄录设备，提高信号

传输和节目播出质量。１９９８年，先后添置摄像机等设备，增强节目制作能力。同时，安装节目定时

录制系统，改造新闻演播室和文艺演播室。技术部门坚持每周半天的维护保养和每季一次播出设

备指标测试，确保全台机器设备运行良好。１９９９年，吴江电视台添置１套非线性编辑设备和２台套

数字采编设备，提高节目制作能力。同时，设计天线固定支架，以最快速度恢复苏州至吴江的微波

通讯。此设计改造项目获得苏州市广电局颁发的技术革新和改造四等奖。

２０００年，吴江电视台添置４台数字摄像机和１条非线性编辑线。同时，加强技术管理，做好设

备更新和维护保养工作，使前后道设备运行良好，在江苏省广电厅组织的２０００年度全省电视录制

技术质量评比中获得２个一等奖。２００４年，全年投入２００多万元引进硬盘播出系统、实现发射机固

态化和更新摄、录、编设备。２００５年，购进２条非线性编辑线、１台广播级摄像机、４台专业ＤＶ摄像

机、４台广播级录像机及相关配套设备和２套卫星接收系统，进一步提高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

质量。

２００６年，吴江电视台对演播室进行技术改造，逐步完善演播室控制系统，搭建后期制作网络；

购进１４套新型数字摄像机，６条数字对编线，使全台自办节目的摄录编辑设备实现全数字化。同

时，完成硬盘播出系统存储的扩容及镜像备份，制作播出设备数字化率显著提高。２００７年，启用新

演播室系统，进行非编制作网络系统的方案论证和采购安装，并投入运行，完善各个制作、播出分系

统；搭建全数字化电视转播车载平台，全台录制、播出系统日趋完善。２００８年，吴江电视台购置电

视转播车，完成非编网络的扩容，建成四通道全数字硬盘播出系统，自办节目实现全数字化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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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吴江有线电视台（广电网络公司）技术事业管理

　　１９９０年，吴江全县２２个乡镇办起区域性共用天线系统。吴江县广电局组建吴江有线电视工程
部，负责全县有线电视安装、维修和管理业务。１９９１年，由吴江有线电视工程部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统一标准、统一施工的共用天线１４个单位，计４２７７个终端。全县２３个乡镇的集镇区都有共用
天线系统，并有６个乡镇实行由乡镇广电站归口管理的联网，提高收视效果。１９９２年，吴江有线电

视工程部设计和施工的有线电视系统有４个单位、计８１４８个终端。其中震泽、盛泽两镇都建立全
镇性的有线电视系统。１９９３年，吴江有线电视工程部根据市广电局的要求，抽出一部分力量，突击

半年多时间进行旧网改造，改变松陵镇有线电视网络点多、网乱的现象，提高用户收视质量。１９９４
年年初，吴江有线电视台筹建组抓好各镇有线电视网络的维修管理和更新改造，高标准、高质量发

展新的有线电视网络，年底，全市有线电视终端３００００多个。同时，对市有线电视机房进行改造，增
添屏幕墙、控制桌等设备设施，为筹建吴江有线电视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１９９５年年初，吴江有线电视台筹建组根据吴江市广电局要求，加强技术管理力度，先后制定
《有线电视机房管理制度》、《有线电视安全施工制度》、《有线电视工程施工十不准》、《机房播出值

班制度》、《制作室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技术管理制度。根据优质播出考核制度，对机房设备运行指

标每月检测一次，做好记录，按规定上报季度报表（包括台内外停播率等指标）；根据机房值班制

度，值机人员在播出前３０分钟到岗，做到安全、准时、优质播出；对网络故障处理，做到一般故障在
２４小时内修复，重大故障不超过７２小时。在实际工作中，工程技术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大量故障都

在当天修复，个别重大故障也在２０小时内修复。８月，吴江有线电视台添置机器设备，改造前端设
备，提高节目质量。同时，加强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和管理，年内完成系统内１６家和系统外５家有线

电视网络调查统计工作，审核七都等３个镇有线电视工程技术图纸，做好盛泽、桃源等镇有线电视
总体规划、技术方案调查论证，对大发市场、莘塔度假村等５家单位共用天线网络实施有效管理，制

止外来单位非法安装有线电视设施。

１９９６年，吴江有线电视台在上一年度完成与平望镇联网的基础上，改造黎里镇、八坼镇有线电

视网络，新建横扇镇有线电视网，并与黎里、八坼、横扇、菀坪、梅堰等镇有线电视联网，使吴江有线

电视台用户迅速增加。吴江有线电视台工程部和吴江市广电局事业科线务人员密切合作，架设吴

江到苏州的有线电视光缆，为全省有线电视大联网创造条件。同时，抓紧有线电视制作中心建设，

添置前端设备和播出设备。１９９７年，吴江有线电视台集中技术力量，加快全市有线电视联网步伐，

一年时间先后完成盛泽、震泽、七都、同里、芦墟等１７个镇有线电视联网工程。年底，实现全市有线
电视光缆大联网，成为江苏省第三个有线电视联网市（县）。１９９８年５月起，吴江有线电视台工程

技术人员经两个多月，完成吴江至平望光缆干线更新改造工程，改造松陵地区有线电视网络。还增

设机房，安装市党政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加密设备和苏州六县市的 ＳＤＨ设备。１０月，吴江市党政电

话会议系统安装成功并正式启用。

２０００年，吴江有线电视台在完成主功能前提下，加快开发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开展多功能应用

服务。２００１年，吴江有线电视台技术综合业务信息网建设发展迅速。上半年，ＡＴＭ数据网二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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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备上马，增设北厍和震泽两个分号心机房，完成设备调试。７月底，市公安网首先开通，共安装

ＰＤＨ设备３８套、８个监控点，实现全市公安系统大联网。完成市劳动社会保障局就业中心７大镇

联网和市农信社２个点联网工程。１０月，吴江有线电视台改为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业务

办公地从市区北新路搬至市区鲈乡南路广电中心的吴江有线电视大楼内。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

播中心进一步集中力量做好各级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和广播电视宽带信息网的开发、应用及相关

技术管理。实施有线数据双向网改造和ＣＭＴＳ头端调试，开通鲈乡别墅区有线电视线缆调制解调

器Ｃ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ｍ上网业务；承接局域网接入业务，开通振泰等５个小区上网业务和市农信社等４个

单位互联网接入业务；配合机房搬迁，对有线电视分配网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增加光节点；整理振

泰小区、水乡花园等４个居民小区的有线电视分配网图纸和用户名单。

２００４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建立后，修订和完善原有线电视台（网络中心）《机房管理制度》、

《网络机房管理制度》、《机房播出值班制度》、《消防安全制度》等技术管理制度；制定《吴江有线广

播电视网络工程管理规定》，加强对网络公司工程建设管理，统筹工程安排、监督、验收等方面工作。

按照《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设计管理制度（试行）》对有线网络工程建设实行先设计后

施工。同时，加强光缆网络规划建设，添置光电缆、光发射机、接收机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２００５

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在有线电视技术事业管理和网络服务中，桃源、平望等５个镇广电网络分公

司通过“苏州市广播电视网络服务示范窗口”考核验收。利用自身网络优势，对外拓展业务，完成

１０个镇公安网升级和医保、农商行、苏州有线等网点联网。完成双向网改造，新增因特网用户

１１２个。

２００６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开展有线电视数字化的论证和规划，形成吴江有线电视数字化整

体转换的总体方案，实施网络改造，构建全市有线电视环网，提高传输网的安全可靠性。同时，完善

有线电视干线网络结构，加快网络的双向改造，提高网络线路自立杆率，加速推进光纤到村、到楼，

提高有线电视网络的承载能力和分配网传输质量。２００７年８月，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按照吴江市文

广局制定的《吴江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若干规定》，规范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管理和

服务，启动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年底，全市整转有线数字

电视用户５００００多个。

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及各镇分公司继续抓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工作。年底，全市整

转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２４３７００户，占有线电视总用户数的９８％，通过江苏省广电局的考评验收，成为

江苏省第二批“城乡一体化有线数字电视户户通市（县）”。同时，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加强技术管

理，建立监看平台，确保数字电视正常传输。完成全市有线电视信号环网建设和数据业务的光缆环

网建设，提高有线电视网络的承载能力和分配网传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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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管理

第一节　县（市）广播电视财务管理

　　一、事业经费

１９５７年，吴江广播站全年开支３．６８万元经费，由吴江县人民委员会下拨，并采用月报表方式向

县财政部门结算。１９５９年，包括站址乔迁所需的９１元费用，全年３．６９万元广播事业费，全由县财

政部门下拨。

１９６３年９月，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第五次广播工作会议精神发出通知，１０

月起，全县广播喇叭开始收费，０．２元—１．５元不等，作为吴江广播站和公社、镇广播放大站的预算

外收入，列入事业经费。当年，全县有 １９个社镇广播放大站上交给吴江县广播站广播收听费

６４２元。

７０年代起，随着全县广播事业的逐步发展，县财政下拨给吴江广播站的广播事业经费（含人员

经费）逐年增多。１９７０年为３．６万元，１９７４年为４万元，１９７５年为４．５万元（含０．５万元抗洪救灾

补助费），１９７６年为５．６９万元，１９７８年为４．８万元，１９８１年为６．９６万元。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

局成立，全年局站合一的广播事业经费为７．６３万元，１９８５年增至１５．６２万元（含３万元县至乡镇广

播专线的改造经费），１９８８年达到３６．２２万元。

９０年代起，吴江县（市）广播电视事业经费相应增加较快、较多。１９９１年为４４．５５万元，１９９２

年为５９．８万元，１９９３年为９９．７９万元。吴江电视台的１５００万元建设经费，由吴江市政府财政拨

款，并根据当年财力，１９９２年下拨４８０万元，１９９３年下拨１０２０万元。１９９４年起，由于吴江电视台、

吴江有线电视台相继建立，市财政下拨的市级广电事业经费突破百万元，当年为１６３．０万元，１９９５

年为１６３．８１万元（含２６．５万元专项经费）。１９９５年４月，吴江市编制委员会发文明确，吴江电视台

所需经费前三年由市财政适当拨款，不足部分实行自收自支，三年后全部实行自收自支。１９９６年，

市财政下拨的市级广电事业经费为２０９．４４万元，１９９７年为２５０．２９万元，１９９８年为２８９．７２万元（含

专项经费），１９９９年为１６７．２８万元。

进入２１世纪，由于市级广电事业迅速发展，从业人员相应增多，吴江市财政下拨的广电事业经

费又逐年增加。２０００年为１９５．６万元，２００１年为２０１．３４万元。２００２年起，市财政下拨的经费包括

市文广局本级、市广播电台、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和文化系统的各事业单位。其中市文广局本

级和市广播电台、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三块，２００２年为４１０．８３万元，２００３为１９３２．０８万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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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万元项目经费），２００４年为２００８．８０万元（含１４５０万元项目经费），２００５年为１９４４．３２万元（含

１４００万元项目经费）。２００６年起，全市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的１８５．３２万元人员经费，划归吴江市

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市财政下拨市级广电事业经费为５９４．４７万元，２００７

年为８７８．３７万元（含２００万元项目经费），２００８年为１０５５．８０万元。

　　二、经费管理

１９５７年，吴江广播站兼职会计以出纳工作形式，按月向县财政部门结算。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吴

江县人民委员会发文，吴江广播站的财务管理实行“总额包干、调剂使用、结余比例分成”的办法。

吴江广播站按月向县财政部门上报财务月报表，年终由县财政部门根据吴江广播站日常开支进行

结算，结余部分分成后结转到下年度使用。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吴江广播站在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中，设

有财务会计工作制度一节，规定财务会计和全站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县财政部门制定的会计制度，抓

好经费收入，包括县财政下拨经费、喇叭收听费和为县机关单位或个人安装扩音机、收音机的手续

管理费等。经费开支一律由经手人、证明人签字，站长审核后报销。

１９６７年，吴江广播站设立专职会计，具体管理吴江广播站和社镇广播放大站的财务。１９７２

年２月，吴江广播站在原有财务会计制度的基础上，重新制定财务管理和物资保管制度，共７条。

制度规定吴江广播站的重要设备、器材、家具等较大开支，必须经站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站长签

字后购置和报销。其他日常开支由各组组长签字，站长审核后结算报销。站内器材小仓库设有

兼职保管员，并规定每季度由保管员自盘一次，清单报站领导。每年进行 ２次监盘，清单报站

领导。

１９８４年起，吴江县广电局设立主办会计和出纳会计，配备负责勤服务的专职保管员，严格管

理全局的财务、物资。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为更好地执行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管理，吴江县广电局又一

次修订财务物资管理制度，共１０条。规定各部门年初向局提出书面年度经费预算，经局长办公

会议批准后，作为各部门当年度经费开支指标，不得随意超支。各乡镇广播站向局购买器材必须

先付款开票，后提货，不得拖宕货款。又规定全局各部门、下属单位的创收一律由局财务统一管

理。对报销审批手续和权限也做出规定，１００元以下由分管局长审批，１００元以上要经局长办公

会议审批。

１９９５年６月，吴江市广电局对来客接待开支做出５条规定，以切实抓好接待费用的管理。１９９６

年４月，在以往财务管理的基础上，制定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共１５条。１９９７年４月，将原局综合科

撤销，分设局办公室和计划财务科，并增加财务管理人员，切实抓好全局的财务管理。２０００年９月，

苏州市财政局批准吴江市广电局实施财务计算机记账。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广局制定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共１８条，对全局各项资金、财务收支，实

行全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归口管理。局计划财务科对全局各单位的计划预算、收入支出、财产物

资等实施管理。同时，根据吴江市财政局关于《预算内、外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吴江市财务结算中

心吴江市文广局财务结算分中心，制订７章２４条管理办法。吴江市文广局财务结算分中心由局主

要领导直接分管，业务上接受市财务结算中心指导，具体组织实施全局各项财务管理工作。至２００８

年，仍按此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全系统的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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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镇广播电视财务管理

　　一、事业经费

５０年代中后期，吴江乡镇广播事业初创时期，各地广播经费均有当地乡镇（社镇）筹集、管理和

使用。６０年代后期，县政府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进入７０年代，各公社、镇的广播事业经费基本
纳入县财政预算。１９７４年，县财政下拨公社、镇的广播事业费（含人员经费）为７万元。１９７５年至

１９７７年，每年均为７．７万元以上，１９７８年为８．５万元，１９７９年为９．１９万元。８０年代起，县财政下拨
给乡镇的广播事业经费逐步增加。１９８１年为１０．９万元，１９８２年为１１．２万元，１９８４年为１３．７１万

元。１９８６年起，各乡镇广播站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直接管理，乡镇广播事业经费，由县财政直接下
拨给乡镇政府。当年核定指标为２１．２９万元，１９８７年为２２万元（含６．７万元用于线路改造、机房整

修的专项经费），１９８８年为２３．３４万元，１９８９年为２５．６９万元。
９０年代起，吴江乡镇广播电视事业经费有所增加。１９９０年为２６．８万元，１９９１年为３０．７２万

元，１９９３年为３４．１５万元，１９９８年达１０４．２万元（含１２．９万元退休人员经费）。２００２年起，乡镇广
电事业经费又有增加。２００６年起，市财政每年拨给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的１８５．３２万元在编在岗和

退休人员经费，直接拨给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吴江广电网络公司）。

在广播事业发展过程中，吴江县政府曾多次发文，实行收取广播喇叭收听费。１９６３年９月，县

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１０月起，全县各社镇广播喇叭开始收费，作为社镇广播放大站的预算外收
入，列入事业经费。（按收取数的５０％上交给吴江广播站，全县统一使用）１９７３年３月，吴江县革命

委员会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社镇广播放大站对县属镇和各公社所在地单位实

行收听广播收费制度，每只喇叭每月收取０．２元，经费由单位列支。收取的广播收听费一律交社镇

财政部门统一管理，用于社镇广播设施、设备的添置、维修。８０年代起，由于经济发展，县、乡镇的
财力有所增加，广播喇叭收听费随之淡化、取消。

各乡镇广播电视事业经费，除县（市）财政拨款外，各乡镇政府也根据当地的财力和广播电视

事业经费的开支情况，视情给予补贴，列入当地广播电视事业经费。１９８９年，全县２３个乡镇中有

１６个乡镇，补贴给广播站的事业专项经费为１４．７万元。１９９０年起，随着有线电视的发展，各乡镇
政府筹措一定经费，支持乡镇广电站建设有线电视网络和广播网络改造。

１９９１年，吴江县政府转发江苏省、苏州市《关于多渠道筹措资金，搞好农村有线广播事业的实
施意见》，各乡镇对安装有线广播的农户每年收取５元广播维护费，用作乡镇、村广播线路维护经

费。１９９４年起，由各乡镇经营管理办公室统一代收。１９９７年起，根据上级规定停止收取。２００４年

９月，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建立后，各镇政府不再为广电网络分公司筹措经费。

　　二、经费管理

５０年代起，吴江县（市）各公社镇（乡镇）的广播事业经费，由当地财政部门管理。７０年代起，
县财政下拨给各社镇的广播事业经费，由吴江广播站统一管理。各社镇广播放大站，设立兼职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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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每月结算，年度结清。１９７４年１月，吴江县财政局会同吴江广播站下发《关于公社镇广播放大

站日常经费使用管理的意见》，规定各社镇广播放大站的日常经费使用管理，实行核定包干、结余结

转下年度使用。吴江广播站抓好各社镇广播放大站的财务管理，不定期安排县站财会人员到各社

镇广播放大站开展财务检查，并召开各社镇广播放大站有关人员参加的财务工作会议。

１９８１年１月起，吴江广播站对乡镇广播放大站的广播事业经费由报账制改为报表制。１０月，

吴江广播站举办历时５天的全县广播系统财务工作培训会议，各广播放大站的兼职记账人员参加，

明确会计工作的任务和制度，掌握重新设置的会计科目、统一使用的账册和有关财务报表填列

办法。

１９９０年６月，吴江全县乡镇广播站广播事业经费仍由县财政局直接下拨给各乡镇财政所，当地

乡镇政府管理。１９９４年７月，各镇广电站转为全民事业单位，实行镇政府和市广电局双重领导。各

镇广播电视事业经费下拨渠道不变，仍由镇政府直接管理。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起，全市各镇广电站和文化站先后合并，成立镇文广中心，文化广电事业经费渠道

和管理办法不变，仍由各镇政府财政所负责。２００４年９月，各镇文广中心广电一块改建成吴江广电

网络公司分公司。２００６年起，市财政往年下拨给各镇的广播电视事业人员经费，改为下拨给吴江

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的一切经营收入、经费开支

都归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直接管理，各分公司设立一名持有会计证的人员为兼职报账员，每月视情到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财务部报结，至２００８年保持不变。

第五章　职工队伍管理

第一节　职工队伍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吴江县政府广播收音站建立，只设一名收音员，由蒯诚担任。１９５１年３月起，盛

泽、同里、平望等镇、区建立广播收音站，抽调１０多名收音员（含兼职）。１９５６年７月，吴江广播站

建立，配备６名工作人员。杨亚南任副站长、主持全面工作，蒯诚任播音员，林抚冬、贺兴生任技术

员，陈明海任编辑，缪根法任线务员（县邮电局借用）。１９５７年２月起，全县乡镇逐步建立收转吴江

广播站节目的广播放大站，至１９５８年底，配有工作人员１８名（专职６名，兼职１２名）。吴江广播站

的工作人员则调整为３名，其中吴瑛任副站长（主持全面工作），蒯诚任播音员，贺兴生任技术员。

１９６１年，吴江广播站工作人员为６人（站长１人、编辑１人、播音２人、机务２人），社镇广播放大站

工作人员为２４人（专职７人，兼职１７人）。

１９６２年，吴江广播站工作人员为５人（编辑人员调走）。１９６５年为４人（站负责人由县文化馆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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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魏海平兼任），１９６６年为５人，１９６７年为８人（含３名临时工），１９６８年为１１人（含３名临时工）。

１９７０年，全县广播工作人员为９０人，其中吴江广播站１７人，社镇广播放大站７３人。１９７２年，

吴江广播站为１９人。１９７５年，吴江广播站为２０人、社镇广播放大站为１０１人。１９７６年，吴江广播
站在册工作人员为２２人，社镇广播放大站人员为１０５人。１９８０年７月起，全县广播放大站经过整

顿，有９６名工作人员转为县属集体事业单位正式职工。１９８１年，吴江广播站工作人员有２５人（含
１名临时工）。１９８２年，吴江广播站工作人员有２６人，３０个乡镇广播放大站工作人员有９５人。

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年底，吴江县广电局和吴江广播站实有工作人员３０人（含２
名临时工），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９名（中级职称２名）。２９个乡镇广播站工作人员１１５人（含２０名

临时工）。１９８６年７月，吴江县编制委员会核定全县２４个乡镇广播站工作人员编制为１０７名。

１９９０年５月，吴江县广电局上升为正科级。年底，吴江县广电局和吴江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为
４４人，乡镇广播站工作人员为１０４人。１９９２年，吴江市广电局（含直属单位）工作人员为５８人，乡

镇广电站工作人员为１１９人。１９９３年起，吴江电视台和吴江有线电视台相继建立，吴江市级广播电
视工作人员迅速增加。１９９４年为９３人，１９９５年为１０４人。

１９９５年起，吴江全市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系统的职工队伍越来越壮大。至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化、广电两局合并前，市级广播电视部门在编在职工作人员为１５８人（含市

广电局机关在编在职人员１１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８８名（高级职称２名，中级职称２４名）。各镇
广电站工作人员为１９５人。

２００４年，全市广播电视系统工作人员又有增加，市级广电各单位共有１９７人。９月，吴江市有

线广播电视网络整合，建立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各镇广播电视一块从文广中心中划出，成为吴江广

电网络公司的直属单位，组建成镇广电网络分公司，共有工作人员２０２人（含合同工）。

２００８年底，全市广播电视工作人员４８０人（含事业管理、专技人员、一般人员和编外工作人
员）。其中，吴江广电视网络公司（网络中心）工作人员２４５人（含企业人员、编外人员和各分公司

人员）。

第二节　队伍管理

　　１９５６年９月，吴江广播站建立。随着吴江广播站机构格局变化、全县广播工作人员不断增多、
职工队伍管理也随之加强。吴江广播站负责人由中共吴江县委组织部管理，一般干部职工由县人

事部门办理和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管理。１９８４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局长由中共吴江县委组

织部管理，一般干部职工仍由县人事部门办理和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管理。１９９０年５月，县广电局
升格后，县（市）广电局局长由县（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管理，副局长由县（市）政府任命、管理，一般

在编干部职工由县（市）人事局办理和县（市）广电局管理。

吴江县（市）广电局各科室及下属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县（市）广电局按组织人事管理权限

加强管理。１９９１年５月，吴江县广电局根据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有关规定，结合本局实际制定《人

事管理规定》。１９９４年７月，各镇广电站转为全民事业单位。年末，１０８名工作人员转为全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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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正式职工。

１９９６年６月，吴江市广电局根据历年来人事管理办法和制度，修改《人事管理规定》，共８章３０

条。《人事管理规定》强调各单位、部门增加事业人员编制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后，报市编制

委员会。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副职选调、任免，根据工作需要，经局长办公

会议研究同意，按程序提交中共吴江市委组织部审批后由吴江市政府发文公布。局科室、站、公司

正职选调、任免，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报中共吴江市委组织部通气审批后，由局发文公布。副

职领导和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中层干部任免，由局领导提出，经各台台长办

公会、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由局发文任免。各科室和各单位人员选调进出，由局组织人事部门

提供有关材料，报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局长签批后方可办理调动手续。各单位、部门工作人

员调配、引进，本着平等、公开原则，择优录用。《人事管理规定》还对劳动工资，考核、奖惩、培训，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作明确规定。

吴江市广电局为加强职工队伍管理，注重职工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根据上级组织人事部门

要求，抓好日常政治、业务学习，还采取请专家讲座、外出参观学习等形式开展学习培训。制订《关

于加强干部职工参加学习、培训的管理规定》，不定期地把事业性强，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骨干送到

专业院校深造。对参加专业对口的学历晋升、培训给予一定奖励，保护和引导干部职工参加学习培

训的积极性。吴江市广电局还根据自身特点每年举办全市广播电视系统安全播出培训班，广播电

视机线人员、网络技术培训班和新闻记者、编辑，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广电作品创优培训班等。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广局在原文化、广电两局人事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修订《人事管理规

定》，共八章２６条。《人事管理规定》强调市文广局的干部、人事管理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适
应全市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求从业人员必须热爱文化广播电视事业，为人诚实

守信，工作勤恳踏实，确立为文化广电事业服务，为基层服务的理念。

２００５年起，吴江市文广局开拓思路，改革现行广播电视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用人制度，完

善人才引进和任用机制，畅通用人渠道。全系统通过引进、招聘等形式，广纳人才、吸引人才，充实

广电队伍。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特长，对拔尖的专业人才建立跟踪服务。根据这些人才

的平时工作表现和专业特长，立足单位实际，放到单位关键专业岗位和基层领导岗位进行实践锻

炼，为其提供展示才能的良好平台，为单位所用、为广电事业所用。在引进开发和培养使用人才过

程中，注重奖勤罚懒，根据岗位职责，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做到量化考核目标，细化考核准则，强化考

核实绩，激发人才的内在积极性和主人翁责任感。经过多年的管理、培养和考察，至２００８年，吴江
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的正副职领导和下属部门正副职领导，都是在广播电视

岗位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成为全市广播电视事业的中坚和骨干。

第三节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８０年代起，吴江广播电视系统开展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１９８２年５月，吴江广播站机务组

的叶声瀚，通过江苏省广播事业局的专业技术和外语测试。８月，被江苏省广播事业局评定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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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称，成为吴江广播电视系统历史上第一个评为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１９８３年１月，被吴江
广播站聘任为工程师。

１９８３年８月，全国新闻系统开展新闻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按国家规定，在评定职称中，除考核
其业务能力、工作业绩外，对部分不具有相应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员，要经过基础知识测试。９
月，吴江广播站领导组织站内基本符合条件的专业人员参加有关基础知识的复习辅导，并安排时间

脱产自学复习。１２月３１日，经过１个多月的辅导、自学，４名新闻、播音专业人员去无锡参加全国
新闻系统政治、新闻、语文三大类１６门学科的专业考试。有３名取得大专水平的合格证书，获得新
闻和播音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资格。

１９８７年８月，吴江县广电局成立新闻、播音技术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杨永耕任组长。同时成立新闻、播音专业职务评审小组和电子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小组，县广电

局局长庄树强任组长，局所属全民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逐步展开。１９８８年４月，吴江县
广电局制订吴江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岗位职责条例、播音人员岗位职责条例和吴江县广电局工程技

术人员岗位职责条例，为聘任专业技术人员做准备。６月，吴江县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根据苏州市新
闻、播音、电子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吴江广播电台２名专技人员获编辑任职资格，３名专
技人员获助理编辑任职资格，１名专技人员获二级播音员任职资格，３名专技人员获三级播音员任
职资格，２名专技人员获工程师任职资格，４名专技人员获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９月，１名专技人
员获编辑任职资格。这是吴江广播电视系统第一批获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１９８９年１１
月，吴江县广电局对这些专技人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表７５１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年吴江广电系统技术职务已退休人员一览表

系列 技术职务 姓名 评定单位、时间 聘任单位、时间

工程

高级工程师

吴雄雄 江苏省电子工程技术高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３．１１）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３．１２

施启明 江苏省电子工程技术高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５．１１）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５．１１

梅晓东 江苏省电子工程技术高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６．９）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７．１

工程师

周禄金 铁道兵第一指挥部（１９８１．５）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８９．１２

尤　明 苏州市电子工程技术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３．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４．４

周明坤 苏州市电子工程技术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３．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５．４

新闻 编辑

徐福林 苏州市新闻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８８．４）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８９．１１，
１９９０．５任行政职务停聘

王学新 苏州市新闻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８８．４）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８９．１１

金志义 苏州市新闻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８８．９）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８９．１１

汪于定（女） 苏州市新闻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３．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４．４

　　１９９０年起，吴江县（市）广电局把专业技术职务初审、推荐工作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每年开展考
核初审，推荐送评，先后经江苏省、苏州市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获得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资

格，并及时被县（市）广电局（文广局）聘任。

至２００８年，全市广播电视系统各单位１３２名在编在岗工作人员中，获初级以上技术职称１２３
名，被吴江市文广局聘任相应的技术职务。其中，获新闻专业技术职称４２名（编辑１５名、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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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名）；获播音、主持专业技术职称１７名（一级播音员２名，二、三级播音员１５名）；获电子工程专

业技术职称４８名（高级工程师２名，工程师１４名，助理工程师、技术员３２名）；获财经会计专业技

术职称１２名（会计师３名，助理会计师、助理经济师、会计员、经济员９名）；其他初级职称４名。这

些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广电工作骨干。

表７５３　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吴江广电系统技术职务已离岗人员一览表

系　列 技术职务 姓　名 评定单位、时间 聘任单位、时间

工程

高级工程师
沈国荣　　 江苏省电子工程技术高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０．９） 任行政职务未聘

沈　钢　　 江苏省电子工程技术高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４．１１） 任行政职务未聘

工程师

叶声瀚　　 江苏省广播事业局（１９８２．８．５） 吴江县广播站 １９８３．１，
１９８４．８调离

徐　杨（女） 苏州市电子工程技术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７．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３，
２００７．２调离

新闻

主任编辑 许姝雯（女） 江苏省新闻专业高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２．７） ２００４．１０任行政职务未聘

编辑

马常鸣　　 苏州市新闻播音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３．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 １９９４．４，
２０００．４任行政职务停聘

李　峰　　 苏州市新闻播音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４．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 １９９５．３，
２００５．１０任行政职务停聘

钱　繤　　 苏州市新闻播音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８．９） 吴江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１０，
１９９９．１任行政职务停聘

秦冬伟　　 苏州市新闻播音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９．７） 吴江市广电局 ２０００．３，
２００２．１２任行政职务停聘

播音 一级播音员 林艳红（女） 苏州市新闻播音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４．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５．３，调
离吴江停聘

财会 会计师 施荣林　　 陕西武警总队后勤部（１９８８．１２） 转业到吴江市广电局任

行政职务未聘

表７５４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系统电子技术职务在职人员一览表

系　列 技术职务 姓　名 评定单位、时间 聘任单位、时间

工程

高级工程师
于国华　　 江苏省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评审会

（２００２．９）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３．５

沈明根　　 江苏省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评审会（２００６．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７．１

工程师

高坤林　　 苏州市建设工程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４．１１）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５．３

顾志峰　　 苏州市电子工程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６．１１）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７．１

薛　江　　 苏州市电子工程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６．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７．４

潘汉荣　　 苏州市纺织工程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６．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８．１

陈　梅（女）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８．９） 吴江市广电局２０００．３

张富荣　　 苏州市电子工程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８．９） 吴江市广电局２０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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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　列 技术职务 姓　名 评定单位、时间 聘任单位、时间

工程 工程师

奚志勇　　 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０．９） 吴江市广电局２００１．３

刘　珍（女）苏州市电子工程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１．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２．４

蒯世健　　 苏州市艺术专业资格评审会（２００１．１１）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６．２

吴乔华　　 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６．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７．１

邹伟健　　 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６．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７．１

沈正锋　　 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７．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８．１

夏　进　　 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职务中级评审会（２００７．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８．１

张育强　　 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职务中级评审会（２００７．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８．１

会计 会计师

吴美良（女）江苏省人事厅（１９９８．５）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９．１

李　萍（女）江苏省人事厅（２００２．５）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４．３

郭　芳（女）江苏省人事厅（２００４．５）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６．１

表７５５　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系统编播技术职务在职人员一览表

系　列 技术职务 姓　名 评定单位、时间 聘任单位、时间

新闻 编辑（记者）

李卫炯（女）苏州市新闻播音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３．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４．４

苗存金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市新闻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

（１９９１．１１）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５．３（苏
州市职改办１９９４．８确认）

金顺萍（女）苏州市新闻播音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８．９）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９．１２

柏　林　　 苏州市新闻播音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９．１２）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０．３任

王林弟　　 苏州市新闻出版系列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９．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２０００．３

孙玉良　　 苏州市新闻播音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９．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２０００．３

汤慧蓉（女）苏州市新闻播音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０．７）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１．３

朱林珍（女）苏州市新闻播音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１．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２．４

沈卫民　　 苏州市新闻出版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２．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３．５

杨长辉　　 苏州市新闻出版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２．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３．５

周明华（女）苏州市新闻出版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３．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４．８

汪　帆（女）苏州市新闻出版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３．８）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４．８

沈莲英（女）苏州市新闻出版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４．１１）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５．１

宗立华　　 苏州市新闻出版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７．１）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８．１

邬咏梅（女）苏州市新闻出版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２００８．１１） 吴江市文广局２００９．１

播音 一级播音员
管　宇（女）江苏省播音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９．７）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９．９

欧　冬（女）江苏省播音专业中级职务评审会（１９９９．７） 吴江市广电局１９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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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管理

　　吴江县（市）广电局作为县（市）政府的职能部门，除宣传、技术、财务、队伍的内部管理外，还承

担音像制品、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等方面的社会管理。

第一节　音像管理

　　１９８５年６月起，吴江县广电局会同县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对全县录像放映工作，进行全面

清理整顿，查出淫秽片１０４部，１２月３１日进行统一销毁。这是全县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音像制品清

理整顿。１９８６年６月３０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成立隶属吴江县广电局的吴江县音像制

品管理站，编制３人。７月２日，正式对外管理和服务，负责审批（初审）县内录音录像制品经销和

录像放映点的申请，检查录像放映节目、录像带的管理工作。吴江县音像管理站贯彻执行江苏省、

苏州市广电管理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抓好全县音像市场的管理。成立半年，初步建立起管理制

度，批办８个录像放映点。同时，配合县工商、公安、文化部门查处非法经营活动，整顿全县的音像

制品市场。还协调文化部门发行电影录像片的管理关系。

１９８７年８月，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组织宣传、广电、文化、公安、工商等部门１３６人次，先后用２

个多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查禁和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活动。共检查全县录音、录像制品销售点

９８家，其中３４家有执照合法销售；５７家手续不齐，予以完善；７家无证销售点，勒令停止销售，查封

全部录音、录像带；查出非法录音带１７２１盒、录像带７０盒，分别进行处理；对持录、放像设备和节目

录像带的，全面进行清理登记和发证工作。年底，全县有１２０台录、放、摄像设备领取登记证和录像

带租用证，核验各种节目录像带８２１盒，除没收处理７０盒外，其余均进行登记。吴江县音像管理站

还在初审的基础上，报江苏省广电厅批准的录像放映点２３个，都由吴江县音像发行站统一供片，同

时开展文明放映评选活动。

１９８８年，吴江县音像管理站为抓好经常性的查禁工作，组建一支由各乡镇党委宣传委员、广播

站长、派出所长组成的专业队伍；做好录像设备的登记发证工作；为县人民政府贯彻江苏省人民政

府苏政发〔１９８８〕４４号文件精神，起草《吴江县有线电视管理办法》；加强录像放映点的管理工作，开

展争创文明放映点评比活动。当年，盛泽广播站录像放映点和同里、盛泽镇广播站、芦墟镇工会、吴

江县广播电视服务公司录像放映点被评为江苏省、苏州市音像工作文明放映单位。１９８９年，吴江

县音像管理站在抓好经常性的音像管理的同时，突击进行抽查，查没未开放的录像带６部，有害走

私带１６１盒，录音带１１９盒。查封无证经营录音、录像带销售点７家，对５６家销售点补办经营许可

证。年底，由县政府组织对近两年来查没的２０００多盒录音、录像带进行现场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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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１月起，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吴江县文化局分管全县文化系统的音像市场管理，吴江县

广电局分管除文化系统外的全社会音像市场。１９９２年，由吴江市广电局归口管理的录像放映点，

执行统一租片的规定，开展文明放映活动，全年共放映录像６０００多场次，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吴
江市广电局还会同市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密切协作，加强对音像市场的管理，全年共查封非法出

版的录像带３６３盒。
１９９３年，吴江市音像管理站根据吴江市广电局的要求，在市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的配合下，

先后组织４次规模较大的查禁工作，没收非法录像带３７４盒、录音带７５４盒。１９９４年，吴江市音像
管理站根据市广电局“抓管理、促繁荣”的指导思想，贯彻有关法规，结合对音像发行、销售、出租、

放映单位的年度验证换证，开展对音像市场的普查，做到有证、亮证经营，强化对音像市场的管理。

同时，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活动，全年单独和会同市文化、公安、工商等单位联合执法检查９次，出

动１０３人次，收缴非法录像带２１５盒、录音带１０９４盒、激光唱片８７１张、激光视盘１３７张，取缔无证
放映点５家。

１９９５年年初，吴江市广电局与市公安、工商、文化四个单位会签《关于扫黄打非、加强音像管
理》的文件，并牵头召开近百人参加的全市音像管理工作会议，贯彻中央、省、市扫黄打非会议精神

和音像管理法规。吴江市音像管理站落实措施，开展检查。全年共组织２７次执法检查，没收非法
录像带１６００多盒，ＣＤ片、ＶＣＤ片１４０多张，取缔无证经营点４家，吊销营业许可证２家。同时，办

好１００多个音像经营单位的年审验收工作。１９９６年３月，吴江市政府发布《关于扫黄打非公告》，

吴江市广电局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音像市场管理。对３２家录像出租单位的录像带开展验审，对符
合国家规定的录像带加盖验审章；并与录像放映和出租单位签订“经营责任书”，规范音像市场的

管理。同时，全年组织执法查禁３７次，其中配合江苏省广电厅检查验收１次、苏州市广电局音像管
理处抽查４次；吴江市广电、文化、公安、工商等单位联合执法１２次，配合工商部门审核音像制品２

次，吴江市音像管理站自行组织检查１８次。共收缴非法录像带２０８７盘、ＣＤ片１３７张、ＶＣＤ片２９２
张，吊销录像出租经营许可证４家，取缔无证经营户１０家，取缔非法录像放映场所２家。

１９９７年４月，经吴江市编制委员会批准，吴江市广电局设立音像管理科，专门负责全市音像市
场的管理。局音像管理科在市广电局的领导下，健全和规范执法工作；建立和健全音像管理的各类

台帐；发挥各镇广电站协助管理的作用，定期检查，经常督促，净化音像市场。同时，加大稽查力度，

全年共组织检查４７次，其中联合执法１６次，参加人数达３１６人次，被查单位６５６个，其中被处罚的

有１９家。共没收非法录像带１７５６盒、ＶＣＤ故事片６１５８张，非法录音带７０８盒，吊销音像制品出租
许可证２家，吊销音像制品零售经营许可证３家，取缔无证录像放映点８家、无证经销音像制品１５

家、无证非法制录ＶＣＤ片１家。１９９８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成立音像稽查队，并派出专人常驻吴江
市大发市场联合管理办公室，联手对大发音像城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做到非法音像制品不上

墙、不上架，发现淫秽制品严格按《管理条例》进行处罚。同时，对各镇做到每月不少于２次执法检
查。全年组织执法检查３４次，参加执法检查人数１３４人次，被查单位７１４家（次）。共没收非法录

像带３５盒、ＶＣＤ故事片１１９７１张，暂扣和没收录像带２４５０盒，吊销各类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２４

家，取缔无证摊点３２家和无证录像放映点６家，处罚１２家。
１９９９年，吴江市广电局音像管理科依法行政，秉公执法。全年共组织执法检查５１次；被查经营

单位和摊点１３８３家次；没收各类非法音像制品４２５８８盒（盘）；收缴并销毁淫秽 ＶＣＤ片１９５盘；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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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和没收录音带４９２７盒；吊销各类音像制品许可证１５家；取缔无证摊点３５家；收缴罚金８１９０元。

９月２７日，为迎接国庆５０周年，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组织市广电、文化、公安等部门，进行一次现场

销毁非法音像制品活动。由市广电局近年来收缴、没收的各类盗版音像制品５０６９２盒（盘），其中淫
秽ＶＣＤ片１１２０盘一并销毁。当年，市广电局还先后组织６次音像制品经营户的培训，使经营者进

一步明确正版与盗版的识别，从根本上遏止非法音像制品的势头。

２０００年，吴江市广电局音像管理科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

方针，加大“扫黄打非”工作力度。全年组织１９７人次，对２１个镇及大发市场音像城共２００多家经
营户进行５７次执法检查，其中联合执法检查６次，被查单位１１７５个；取缔无证摊点３６个、无证放映

点６家，依法暂扣非法ＶＣＤ故事片１８１４１张，非法录像带、录音带１９３０盒；吊销音像制品经营许可

证３８张。同时，全年组织４次音像经营资格培训，参训率为７５％，增强经营户守法经营的思想观
念。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广电局音像管理科会同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结合整治校园周边文化

经营环境，重点查缴非法出版物，淫秽色情出版物和宣传伪科学、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全年共出动

稽查人员４１１人次，检查经营网点１８０３个，收缴各类非法书刊４８３６册，非法音像制品１５０９９张，处

罚各类违规经营单位５９家，取缔无证照出版物经营摊点１８个和无证照音像制品经营摊点２６个。
６月１８日，又集中销毁４００００多张ＶＣＤ和５４００多本淫秽色情盗版等各类非法出版物。

２００２年１月，吴江市文广局撤销原吴江市广电局音像管理科，其音像管理职能划归吴江市文化
广电市场管理科。１０月，吴江市文广局会同市工商、公安、城管联合执法大队对松陵镇区及吴江经

济开发区进行联合执法整治，取缔无证音像书刊摊位１１个，无证音像放映点１个，依法暂扣非法

ＶＣＤ片２７６４张、非法录像带１３６０盒。１１月５日，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集中销毁非法出版
物１００００多本、音像带、ＶＣＤ片９０００多张（盒）。２００３年起，吴江市文广局的音像管理“文化卷”中

记述。

第二节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吴江县广电局根据苏州市广电局转发的《关于重申禁止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接收港台、国外电视节目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吴江县音像管理站作为职能部门，负责全县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的管理。组织吴江县音像管理站和局事业股工作人员，对全县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做一次

检查。

１９９２年６月，吴江市音像管理站配合苏州市广电局音像管理科，查封芦墟镇汾湖度假村的一只

擅自安装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这是吴江市音像管理站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第一次行政执法。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的１２９号

令。１９９４年２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的１１号令。３月，经苏州市广电局批准吴江市有线电视工程部和芦墟、震泽、桃源、铜罗、盛泽广电

站获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许可证。７月起，吴江市吴都大酒店、松陵饭店、吴江宾馆三家同时

申请，并报江苏省广电厅批准，获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许可证。当年，按照国务院１２９号令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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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吴江市广电局加强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全年先后组织检查４次，并完成有关报批手续，使

全市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纳入管理轨道。１９９５年，通过上门检查验收，按规定上报１４家符合

开办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条件的单位，其中９家领取江苏省广电厅核发的许可证。同时，对违反规定
的１家单位，责令检查，并拆除接收、传输设备。１９９８年，对宾馆、饭店的卫星接收设施、设备，及时

进行清理登记，规范卫星接收设施安装的管理。１９９９年，吴江市广电局加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
管理力度，全年共出动检查１９次，参加检查人员３７人次，被查单位４５家。同时，配合苏州市安全

局、苏州市广电局对莘塔、芦墟部份卫星安装单位进行联合检查，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在接到江苏

省广电厅《关于坚决查处擅自安装接收、转播境外卫星电视的通知》后，吴江市广电局先后组织１２

次对全市２３个镇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普查，共发现擅自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的单位及个人有２３８家。对４个乡镇广电站擅自在有线电视网络中开通境外卫视节目，当即责

令停止接收境外节目，并拆除相关接收设备。

２０００年，吴江市广电局在及时做好３家台资企业申请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初审报批的同时，

对原有２７家安装境外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进行检查。２００１年，市广电局加大对安装卫星地面
接收单位的执法检查，查处１５０家个人擅自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用户。２００２年２月，吴江市文

广局决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职能划归局技术事业科。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科根据国家广

电总局《关于全面治理境外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紧急通知》，加强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６

月，集中进行境外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整治，对２７５户违规安装使用的用户，落实拆除等整改措

施。全年执法检查４２次，出动稽查人员１６８人次，拆除非法“小耳朵”（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俗称）
３００多只。

２００３年，吴江市文广局根据江苏省广电局《关于开展境外卫星电视广播接收设备置换工作的
通知》，依据“凡经批准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单位，只能统一接收由国家境外卫星电视监管平

台下传的卫星信号和凡游离国家境外卫星电视监管平台的接收设备，必须限期置换成平台专用设

备”的文件要求，组织召开宾馆、饭店及部分外资企业负责人会议，布置置换内容。在各单位积极配

合支持下，全市共有１４家单位，置换收转境外电视台２５套节目。
吴江市文广局根据国务院转发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开展境外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工作

意见的通知》和江苏省广播电视局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江苏省开展境外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召开市公安、工商、海关、城管等部门负责人和１８个镇文广中心主任参加的

联席会议，部署专项整治，要求各单位以各自分工做好工作。全年共组织检查１８次，拆除擅自安装
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１０多只，通过专项整治，全市擅自安装的“小耳朵”有所减少。

２００４年２月，吴江市文广局根据苏州市文广局文件精神（苏文广社字〔２００４〕第２号），开展全
市境外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一个多月时间，查获擅自安装卫星接收设施１４５家，其中

自行拆除的８２家，正在办理手续或已登记的有５７家。同时，市文广局贯彻上级“关于严防境外卫
星电视信号非法进入我宾馆、饭店”的要求，加强值班，对境外卫星电视节目进行监管，做到万无一

失。并将５００份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的《苏州市居民小区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发给

全市村、街道、小区张贴；发放宣传手册１０００多册；发送限期拆除通知书３００多份。全年共巡查２６
次，清理拆除非法安装的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１００多只。２００５年，吴江市文广局根据苏州市文广

局转发的《江苏省综治办、广电局关于在全省开展评选创建“无小耳朵社区”先进市、县（区）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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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精神，通过街道、社区、房屋中介以及社会群众等进行了解，针对重点镇、重点小区、重点单位

进行检查和摸底，实地检查发现擅自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１０７家，除正在办理登记手续的３０家，

其余都作拆除处理。全年共执法检查２７次、参加检查人员７２人次、被查单位２００多家，对２４家有

接收许可证和１６１家已登记的单位进行日常管理，做到经常与接收单位联系。１２月，在执法检查中

发现一家饭店违规设立有线电视前端，并擅自传送境外电视节目。市文广局查封这家饭店的部分

卫星电视节目，后经多次上门宣传和协调，这家饭店在规定时间内与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联网。

２００６年，吴江市文广局加大对非法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整治力度，顺利通过江苏省广电

局的创建检查验收，成为苏州市第二家江苏省“无小耳朵社区”先进市、县（区）单位。５月２４日，吴

江市文广局根据苏州市“卫星电视规范管理示范小区”验收办法，召开广电社会管理工作会议，布

置创建苏州市“卫星电视规范管理示范小区”专项整治工作。局技术事业科还加大巡查力度，全年

共执法检查４７次，参加检查人员１１３人次，共发现擅自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４８２家，其中拆除

２０８家。对部分外资、合资企业的境外人士，执行苏州市文广局的管理办法，登记备案，在外天线上

贴标记，发给“境外人士卫星接收设施登记证”，当年共有９８家办理登记。全市建成苏州市卫星电

视规范管理“示范小区”６６个，并通过吴江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公安局、文广局三家联合进行的检查

验收，对达标小区发放“示范小区”铜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吴江市文广局指令局技术事业科和平望广电网络分公司、平望工商分局暗中

调查取证，发现在平望大桥北堍西沿太浦湖岸边，隐藏在船泊配件市场中的几个非法卫星电视接收

设施的经销点。然后会同市工商、公安部门在平望镇进行突击执法，当场查扣８家非法经营店内的

１５套“卫星接收室外天线”（其中直径大的１１套、直径小的４套）以及４台接收机。吴江市文广局

制定《卫星广播电视转星调整工作方案》，召开两台一中心技术台长会议，布置卫星广播电视转星

调整工作任务，明确责任，系统内率先完成转星调整工作。全市３０多家企事业单位也按时完成转

星工作，通过江苏省广电局的检查验收。同时，全年创建苏州市“卫星电视规范管理示范小区”４６

个，并通过联合检查验收。全年组织检查和摸底调查８０多次、检查单位２２０多家，经登记的用户

２０８家。还严格落实卫星电视和宾馆饭店、广场大屏幕的节目管理，规范全市卫星广播电视的管理

秩序。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在市公安、安全等部门配合下，组织专项整治执法人员１０５人次，检查清

理卫星接收设施７３４台套，没收卫星接收天线１５０多套、卫星接收机８０台，查处非法销售点１２个，

依法打击违法行为，使卫星电视传播秩序得到有效整治。

第七章　荣　誉

　　１９７７—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县）广电事业发展迅速，在此期间吴江广电系统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一

批为事业建设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获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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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集体荣誉

　　１９７７—２００８年，获市（县）级以上集体奖１７７项，２８５个（次）单位。其中省级集体奖５１项，５７

个（次）单位。

表７７１　１９７７—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系统获市（县）级以上集体奖一览表

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同里、屯村、横扇、梅堰公社广播

放大站、吴江县人民广播站编

播组

１９７７ 苏州地区广播系统先进集体 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 １９７８．３

吴江县人民广播站屯村公社广播

放大站
１９７８ 江苏省广播系统先进集体 江苏省广播事业局 １９７９．２．２４

吴江县人民广播站编播组，屯村、

盛泽、北厍公社广播放大站，震泽

镇通讯组

１９７９ 吴江县文教、卫生、广播、体育先

进集体

中共吴江县委吴江县

革命委员会
１９７９．１２．１８

吴江县人民广播站 江苏省广播系统先进集体 江苏省广播事业局 １９８０．６

吴江县人民广播站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吴江县科技工作先进单位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８１．４

横扇公社广播放大站 １９８２ 苏州地区广播事业建设先进单位

（第三名）
苏州地区广播事业局 １９８２．１０．２３

吴江县广播站编播组 江苏省人民政府嘉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２．１２

吴江县广播站事业组 江苏省广播先进集体 江苏省广播事业局 １９８２．１２

吴江县广播站编播组 苏州地区先进集体 苏州地区行政公署 １９８３．３

吴江县广播站编播组 １９８４ 苏州市先进集体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５．５

吴江县广播站编播组 １９８５ 江苏省计划生育宣传先进单位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江苏省计划生育

委员会

１９８５．１２

吴江县广播站编播组 苏州市先进集体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６．６

吴江县广播站编播组 江苏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江苏省计划生育委

员会
１９８６．１０．２０

吴江县广电局 １９８６ 苏州市有线广播系统达乙级技术

标准第三名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８７．２

吴江县音像管理站、同里镇广播

站录像放映点、吴江县广播站录

像放映点、盛泽乡广播站录像放

映点

１９８７ 苏州市音像工作先进单位、文明

放映点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８８．３．３

吴江县广电局
苏州市农村有线广播事业建设先

进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８８．４

吴江县广电局 苏州市普法教育先进单位 苏州市普法领导小组 １９８８．４

盛泽乡广播站录像放映点
江苏省音像工作先进单位（文明

录像放映单位）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８８．４．１４

盛泽乡广播站录像放映点 １９８８ 江苏省音像工作先进单位（文明

录像放映点）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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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江县音像发行站、红旗影剧院

录像放映点
１９８９ 江苏省音像工作先进单位（文明

发行站、文明放映单位）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０．４．２

吴江县广电服务公司，盛泽、黎

里、北厍、横扇、七都广播站
吴江县机关事业单位先进集体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０．６．６

黎里、盛泽镇广电站 １９９０ 苏州市乡镇广电站广播自办节目

先进单位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

部、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０．１２．４

吴江广播电台编辑部，黎里、横

扇、震泽、庙港广电站
１９９１ 苏州市新闻战线抗洪救灾先进

集体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１９９１．１１．４

吴江人民广播电台
江苏省广播电视报刊宣传计划生

育先进集体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江苏省广电厅、江

苏省计生委

１９９１．１２

吴江县音像发行站、盛泽镇广播

电视站录像放映点

江苏省音像工作先进单位（文明

录像发行站）、（文明录像放映单

位）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２．４

盛泽镇广电站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系统先进

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２．５．５

盛泽镇广电站 １９９２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３．１．１４

吴江市音像发行站，盛泽、芦墟广

电放映点，八坼广电站金鸡录像

放映厅

苏州市音像工作先进集体（先进

发行站）、（先进录像放映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３．２．１５

盛泽广电站录像放映点
江苏省音像工作先进集体（文明

录象放映单位）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３．５．２０

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及盛泽、震泽、

梅堰分站，芦墟镇广电录像厅，松

陵镇凤凰录像厅，盛泽镇广电录

像放映点，八坼镇广电金鸡录

像厅

１９９３ 苏州市音像工作先进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４．３

吴江市芦墟广电录像厅
江苏省音像工作先进单位（文明

录像放映单位）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４．４．

菀坪、横扇镇广电站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４．５．１６

吴江市广电局 １９９４ 苏州市保密工作先进集体 苏州市保密局 １９９５．１．１１

吴江广播电台 吴江市血防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吴江市委 １９９５．２．２１

吴江电视台（县级电视台一等奖）

盛泽镇广电站（乡镇有线广播建

设一等奖）

八都镇广电站（乡镇有线广播建

设三等奖）

屯村镇广电站（乡镇有线电视建

设三等奖）

苏州市广电技术事业管理先进

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５．３

吴江电视台

省广播电视系统“安全优质”播

出先进集体（县级电视台一等

奖）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５．４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二五”普

法先进集体

苏州市普法教育办公

室、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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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江市音像发行站、松陵广电凤

凰录像厅、芦墟广电录像厅、七

都、莘塔广电录像出租点

苏州市音像行业先进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５．５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广电工作县级先进集体

（二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５．６

吴江广播电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环保宣传先

进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苏州市环保局
１９９５．６

盛泽镇广电站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经营创收先

进单位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５．６．１２

吴江电视台（安全优质播出先进

一等奖）、平望镇广电站（有线广

播先进站二等奖）、同里镇广电

站（有线广播先进站三等奖）

１９９５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技术事业管

理先进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６．３．１９

吴江电视台
江苏省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

出先进集体（一等奖）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６．３

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吴江市松陵

广电凤凰录像厅
江苏省音像管理先进单位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６．４

吴江市音像发行站、北厍广电录

像点、梅堰广电录像出租点（音

像发行先进），松陵广电凤凰录

像厅、芦墟镇广电录像放映点

（录像放映先进）

苏州市音像工作先进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６．５．３０

中共吴江市广电局总支委员会 吴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６．６．２０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工作先进集体

（一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６．６．２５

吴江电视台
苏州市广电技术维护先进单位

（三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６．９．１６

黎里、震泽、松陵镇广电站
苏州市乡镇广电宣传工作先进

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６．１０．２２

吴江电视台（二等奖）吴江广播

电台（三等奖）
１９９６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先

进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７．１．３０

吴江广播电台 苏州市环保宣传先进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苏州市环保局
１９９７．２．２４

吴江电视台

江苏省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

出先进单位（县级电视台一等

奖）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７．３．

吴江市音像发行站
苏州市音像工作先进单位（先进

发行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７．３．

吴江电视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７．９．１０

吴江市广电局 １９９７ 苏州市档案管理考评获奖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苏州市档案局
１９９７．１２

吴江广播电台（一等奖）吴江电

视台（二等奖）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先

进单位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先进单

位（二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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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江市广电局技术事业科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先

进单位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１

吴江市广电微波站 苏州市先进广播电视微波站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３

吴江市广电局

江苏省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先

进集体（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特等

奖）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８．３．２５

吴江有线电视台、吴江电视台 １９９８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合理化建议

和技术改进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１１．２６

吴江市广电局，吴江市有线电视

网络传播中心，盛泽、松陵、坛丘、

震泽广电站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技术维护先

进集体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集体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１２．２３

吴江市广电台
苏州市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安全优

质播出先进集体（一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１２．２４

吴江市广电局音像管理科
苏州市“扫黄打非”工作先进

集体

苏州市“扫黄打非”

工作领导小组
１９９８．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

江苏省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

出”先进集体（农村有线广播电

视一等奖）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８．１２．３０

吴江市广电微波站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微波站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９．１．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 江苏省农村有线广播评比一等奖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９．１

吴江电视台新闻部 １９９９ 吴江市抗洪抢险先进集体
中共吴江市委、吴江

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８．１７

吴江广播电视台
江苏省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

出”评比一等奖
江苏省广电厅 ２０００．２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管理奖

（二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０．１．４

吴江电视台
苏州市广电技术维护先进集体奖

（二等奖）

吴江市广电局技术事业科
苏州市有线电视“村村通”工作

突出贡献集体一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０．１．４

吴江市广电局
吴江市“三讲两加强”活动先进

集体一等奖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２．１２

吴江市广电局
吴江市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达标先

进单位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３．１４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工作综合目标管

理先进单位一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０．３．２２

吴江电视台新闻部、吴江广播电

台新闻部
吴江市环保先进集体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６．１２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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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２０００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先

进单位二等奖

八都、盛泽、松陵、梅堰广电站 苏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先进站

吴江市广电局技术事业科
苏州市有线电视村村通工作贡献

突出单位（二等奖）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建

设管理先进单位（二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０．１２．１９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江苏省广播电视县级技术维护管

理奖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１．２．８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县级广播电视技术维护管

理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１．３．２

吴江市广电微波站
苏州市广播电视微波站管理先进

一等奖

吴江市广电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工作综合管理先

进单位一等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１．３

吴江广播电台

吴江电视台
江苏省广播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１．３

中共吴江电视台支部委员会
吴江市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先进基
层党组织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１．６．２９

菀坪、南麻、铜罗、平望、黎里五

个镇
２００２ 苏州市建成有线电视镇先进单位

吴江市广电微波站

苏州市广播电视微波站管理先进

站二等奖，回传新闻优秀站二

等奖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３．２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集体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３．３

吴江市文广局
吴江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

管理先进单位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３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工作目标管理考

评宣传管理奖、广电社会管理奖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３．１

吴江市文广局
江苏省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单位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３．１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奖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一

等奖

黎里、盛泽镇文广中心
苏州市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

理先进单位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３．２

吴江市文广局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吴江市扶持经济薄弱村工作先

进奖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２

吴江市文广局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

进集体

中共苏州市委、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４

平望镇文广中心 ２００３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优秀乡

镇广电站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３．１２．２５

吴江市
江苏省有线电视示范县（市）荣

誉称号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４．１．１５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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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科 苏州市广播电视科技事业管理奖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奖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４．１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一

等奖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维护技术事业管

理二等奖

黎里、盛泽镇文广中心
苏州市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

理先进单位

桃源、芦墟、金家坝、横扇、庙港五

个镇
苏州市有线电视镇先进单位

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网

络部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单位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４．１．１０

吴江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网

络部

江苏省县级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

进集体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４．１．１３

吴江市广电微波站
苏州市广播电视微波先进单位二

等奖、回传新闻优胜奖二等奖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４．１．１２

吴江市文广局
江苏省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单位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４．３．８

吴江市文广局，桃源、松陵、同里

文广中心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４．４．７

吴江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吴

江电视台
２００４ 江苏省广播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４．１２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同里分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优秀广

电站

吴江电视台制作部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集体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５．１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广告管理先进

单位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一

等奖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奖

二等奖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松陵分公司
苏州市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单位

吴江市广电网络公司黎里、震泽

分公司

苏州市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

理先进单位

吴江电视台制作部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集

体三等奖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５．２

吴江电视台新闻部 江苏省电视新闻进步奖 江苏广电总台 ２００５．３

吴江市文广局 ２００５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四五”普

法依法治理先进集体三等奖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５．１１．２８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宣传管理先进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５．１２

吴江电视台 苏州市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６．１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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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网络部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集

体一等奖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二

等奖

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科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二

等奖

吴江广播电台、吴江震泽广电网

络分公司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集

体二等奖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松陵、同里分

公司

苏州市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

理先进单位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６．１．１７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盛泽分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优秀乡

镇广电站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６．１．２５

黎里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 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６．２

吴江市文广局
江苏省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集体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６．３

吴江市文广局 ２００６ 苏州市广播电视目标管理事业管

理先进奖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６．１２

吴江市文广局
江苏省有线电视“进村入户”工

程先进集体

江苏省广电局、

财政厅、发改委
２００６．１２

吴江市文广局
江苏省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单位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７．２

吴江市
江苏省“无小耳朵社区”先进县

（市）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７．４．２３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盛泽分公司
江苏省农村有线电视“进村入

户”工程先进集体

江苏省广电局、

财政厅、发改委
２００７．４．２３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集体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盛泽分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优秀乡

镇广播站

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科
江苏省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单位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７．４．２３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目标管理工作考

评宣传管理、事业管理先进奖

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科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一

等奖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单位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二

等奖

吴江广播电台技术部（一等奖）、

吴江电视台制作部（二等奖）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单位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７．４．２３

吴江电视台 苏州市无线电管理先进台站
苏州市无线电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
２００７．４．２３

吴江电视台新闻部 苏州市青年文明号 共青团苏州市委员会 ２００７．４．２３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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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松陵、同里分

公司

苏州市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

理先进单位

平望、黎里、横扇、震泽４个镇 苏州市特色广播镇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芦墟、七都、黎

里、横扇、震泽分公司

苏州市有线电视网络服务示范

窗口

盛泽镇 苏州市户户通有线电视镇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７．４．２３

吴江市文广局
吴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先进

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４．２３

吴江市文广局
吴江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爱国卫
生先进集体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４．２３

吴江市 ２００７ 江苏省有线电视户户通县

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科、吴江

市电视台制作部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集体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汾湖分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优秀乡

镇广电站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吴江市文广局
苏州市广播电视宣传管理、事业

管理先进单位

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科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

社会管理先进单位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二

等奖

吴江广播电台技术部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网络部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单位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震泽、盛泽分

公司

苏州市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

理先进单位

平望、同里、横扇、七都、震泽、桃

源、松陵、汾湖
苏州市户户通有线电视镇

七都、桃源、盛泽、汾湖 苏州市特色广播镇

梅堰、八坼、八都
苏州市有线电视网络服务示范三

级窗口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吴江市 ２００８ 江苏省第二批“城乡一体化有线

数字电视户户通”县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工程技术部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集体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横扇分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优秀乡

镇广电站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９．４．２２

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科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二

等奖

吴江市广播电视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二

等奖

吴江广播电台技术部、吴江电视

台技术部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单位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松陵、汾湖分

公司

苏州市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

理先进单位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９．４．２２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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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盛泽分公司营

业厅

苏州市十佳广播电视网络文明服

务窗口

吴江广电网络公司横扇分公司菀

坪窗口、汾湖分公司北厍窗口、盛

泽分公司坛丘窗口

苏州市有线电视网络服务示范

窗口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９．４．２２

第二节　个人荣誉

　　１９７７—２００８年，获市（县）级以上个人奖 １２８项，２４２人（次），其中省级个人奖 ３０项，４３人

（次）。

表７７２　１９７７—２００８年吴江广电系统获市（县）级以上个人奖一览表

姓　　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钱斌祥 １９７７ 苏州地区广播系统先进工作者 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 １９７８．３

金志义 苏州地区广播系统先进工作者 苏州地区广播管理站 １９７８．３

蒋维良 吴江县先进工作者 吴江县革命委员会 １９７８．５

周全明　黄培仁　吴晓义
叶声瀚　诸岳云 １９７８ 江苏省广播系统先进个人 江苏省广播事业局 １９７９．２．２５

叶声瀚　潘永祥　陈跃明
王学新　韩永根　叶　军
江金勇　杨春年

１９７９ 吴江县文教、卫生、广播、体育先

进个人
吴江县革命委员会 １９７９．１２．１８

金志义　潘永祥　蒋维良 １９８２ 吴江县先进工作者记功奖励
中共吴江县委、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１．３

金志义　吴雄雄　潘永祥 １９８４ 吴江县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县委、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８５．３

陆慧根 １９８５ 吴江县先进个人
中共吴江县委、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８６．４

周全明　章菊芬（女）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个人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８６．６

周全明 苏州市先进工作者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６．９

陆慧根　陆向阳（女） １９８８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优秀值机员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８９．３

魏月芬（女）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优秀值机员 江苏省广电局 １９８９．４

魏月芬（女） 吴江县劳动模范
中共吴江县委、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８９．５

魏月芬（女） １９８９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优秀值机员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０．３．２４

周全明　沈文强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优秀维护员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０．３．２４

韩永根　魏月芬（女） 吴江县劳动模范 吴江县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０．４．５

韩永根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优秀维护员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０．６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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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魏月芬（女）　尤　明 吴江县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０．６．

梅晓东　潘永祥　王学新
杨玉林　蒋维良　尤明
李响根　王文彬　王夫其
陆大地　严建新　黄雪琪

吴江县机关事业单位先进工作者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０．６．６

叶桂英（女） １９９０ 苏州市先进人事工作者 吴江县人事局 １９９１．２．２５

沈文强　杨玉林　魏月芬（女）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优秀维护

员、值机员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１．３．２１

魏月芬（女）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吴江县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中共吴江县委、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４

周全明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优秀维护员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２．４．１５

杨昌元 吴江县先进个人
中共吴江县委、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５

俞寿云　韩水林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优秀维护员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２．５．５

王学新　黄雪琪　沈莲英（女）
史民德　赵雪棣 １９９１ 苏州市新闻战线抗洪救灾先进

个人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１９９１．１１．４

韩永根
吴江县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

（升级）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１２

韩永根 江苏省劳动模范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１２．５

韩永根 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劳动模范
国家广电部、国家人

事部
１９９１．１２．３

魏月芬（女）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先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厅、

江苏省人事厅
１９９２．１．１４

王学新　尤　明　施启明
沈国荣　叶桂英（女） 吴江县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县委、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４

韩永根 吴江县劳动模范 吴江县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２．４．１０

杨昌元 吴江县计划生育先进个人
中共吴江县委、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５

王学新　尤　明　韩永根
杨玉林　孙海明 吴江市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

沈国荣　严建新　叶桂英（女）
杨昌元　魏月芬（女）　陆大地 吴江县先进个人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９．１４

徐福林 １９９２ 江苏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江苏省新闻工作者

协会
１９９２．１２

尤　明　杨玉林　周全明
杨昌元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个人
苏州市广电局、

苏州市人事局
１９９３．１．１４

徐福林 苏州市优秀宣传工作者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１９９３．１

周全明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
苏州市广电局、

苏州人事局
１９９３．２

杨玉林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系统优秀维

护员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３．４．１４

周全明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吴江市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４．４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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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杨昌元 吴江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４．５

吴雄雄 １９９３ 吴江市“致力于集体、奉献于事

业”主题教育活动积极分子
中共吴江市委 １９９４．３．１０

吴雄雄 吴江市劳动模范 吴江市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４．４．１５

韩金荣　孙海明　周全明
刘锦德　沈惠英（女）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优秀值机

员、维护员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４．５

周全明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优秀维护员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４．５．４

李响根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优秀维护员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４．５

李峰 １９９４ 苏州市对外宣传先进工作者
中共苏州市委对外宣

传领导小组
１９９５．２

徐福林
苏州市“二五”普法教育工作先

进个人

苏州市普法教育办公

室、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５．５

徐福林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二五”普

法教育先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６．３

梅晓东　施启明　马常鸣
郑国敏　汪于定（女）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６．６．２０

李峰 吴江市劳动模范 吴江市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６．６．２０

吴雄雄　沈国荣　施启明
沈明根

１９９５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技术维护先

进个人奖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６．９．１６

吴颖育（女）　袁留海　章菊芬
（女）

苏州市乡镇广播宣传先进个人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６．１０．２２

李　峰　秦冬伟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苏州市优秀新闻工作者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苏州市人事局
１９９７．２．１３

沈明根　刘代全　奚志勇 １９９８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技术维护先

进个人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８．１２．２４

施启明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事业管理先

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８．１２．３０

周明坤　邹伟健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微波站先进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９．１．１２

张富荣　秦爱礼 苏州市音像管理先进个人 苏州市广电局 １９９９．２．１０

秦爱礼 江苏省音像管理先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厅 １９９９．３．１

秦冬伟　柏　林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苏州市优秀新闻工作者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１９９９．３

范云南 １９９９ 吴江市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８．１７

李　峰 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９．３０

梁信焕　施启明 苏州市有线电视村村通先进个人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０．１．４

夏春秋（女）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吴江市体育工作先进个人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１２．２

奚志勇　沈　钢　丁育斌
梁信焕　陆建川 ２０００ 苏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和管理

先进个人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０．１２．１９

奚志勇 ２０００ 江苏省广电系统“安全性质”播

出和技术维护管理先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１．２．８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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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郭　芹（女） 省音像管理先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１．２．２０

周明华（女）　季小峰　李　峰 苏州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十佳

记者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苏州市人事局
２００１．２．２６

周明坤　邹伟健 苏州市广播电视微波站先进个人 苏州市广电局 ２００１．３．５

李　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苏州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十佳记

者）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苏州市人事局
２００１．３

高坤林　韩金荣 吴江市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１．６．２９

韩金荣 ２００１ 吴江市“优秀市民”荣誉称号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２．５

钮海忠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２．６．３０

周明坤　邹伟健 ２００２ 苏州市广电微波管理先进个人

潘汉荣　邹伟健　金泉林 苏州市广电技术维护先进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３．２

梁信焕　张小生 苏州市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３．３．１４

沈文强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十佳网络

维护员”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３．４

高坤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吴江市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３．６．２７

吴伟华　张　琴（女）　沈　萍
（女）

２００３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电视节目技

术质量三等奖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３．１２．１０

陈耀明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个

人一等奖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３．１２．１５

陈耀明　沈明根　吴乔华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４．１．１０

沈明根　邹伟健 苏州市广播电视微波站先进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４．１．１２

朱龙财　颜有明 苏州市广播电视“十佳广电站

长”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４．３．１

沈文强　刘潮涌 苏州市广播电视系统“十佳网络

维护员”

颜有明
苏州市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４．４．１

沈正锋　薛　江 苏州市广播电视科技创新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４．１１．４

梁信焕 ２００４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５．１

张富荣
江苏省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５．２

冯卫东
苏州市广播电视广告管理先进

个人

潘汉荣　周全根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５．２

汪　帆（女） 吴江市学习型家庭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５．３．４

高坤林 江苏省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５．６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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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曹晓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１１．２４

胡　然 ２００５ 江苏省广电系统“四五”普法先

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５．１１．２８

张 燕（女）
吴江市未成年人思想教育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个人

吴江市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６．１．９

薛　江　邹伟健 苏州市广电技术维护先进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６．１．１７

沈正锋 江苏省广电技术维护先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６．１．２５

沈文强　刘潮涌 苏州市第二届“十佳网络维护员”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６．２．１５

陆　震　章亚飞 苏州市第二届“十佳广电站长”

梅　峰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吴江市学习型家庭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７．４．３

朱四林 ２００６ 江苏省农村有线电视进村入户先

进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财政厅、发改委
２００７．４．２３

金　鑫　于淑敏（女）　吴伟华
邹　文（女）　张　琴（女）
蒯世健

江苏省电视节目技术质量二等

奖，同时获苏州市一等、二等奖

江苏省广电局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７．４．２３

邬咏梅（女）　陈　懿　张　燕
（女）

江苏省广播节目技术质量三等

奖，同时获苏州市二等奖

江苏省广电局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７．４．２３

沈明根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７．４．２３

迮敏荣　邹伟健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个人

章亚飞
苏州市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７．４．２３

季小峰
江苏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

个人

江苏省依法治理领导

小组
２００７．４．２３

赵通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３．１０

沈明根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吴江市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８．３．１０

张富荣 ２００７ 江苏省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个人

苗建峰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沈震江　陈鸣其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个

人（一等奖）

陈　刚　许月方　徐叶明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个

人（二等奖）

邹宏伟
苏州市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先进

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周明华（女） 苏州市重大报道特别奖

曹晓峰 苏州市“双十佳”记者

宗立华 苏州市“十佳”编辑

张　萍（女） 苏州市“十佳”主持人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

部、苏州市新闻工作

者协会

２００８．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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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奖项年度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章亚非　朱龙财 苏州市广播电视第三届“十佳广

电站长”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黄世辉　沈利军 苏州市广播电视第三届“十佳网

络维护员”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丁育斌 ２００８ 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个人
江苏省广电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周　勇（一等奖）　周翠萍（女）
倪国峰（二等奖）

苏州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

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张兰飞　张慧芳（女） 苏州市“十佳”优秀新闻工作者

赵雪棣 苏州市优秀新闻工作者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苏州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

２００８．３．１０

干凤仙（女）　费云峰 苏州市“十佳”广电网络文明服

务个人
苏州市文广局 ２００８．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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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党群组织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组织

第一节　中共吴江广播站支部委员会

　　一、组织机构

１９７０年６月，经中共吴江县直属机关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共吴江广播站支部委员会（支部成立

前党员较少，与县文化馆合为一个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

表８１１　１９７０—１９８４年中共吴江广播站支部委员会成员一览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中共吴江广播站支部委员会

书记　
杨永耕　　 １９７０．６—１９８０．１

王起臣　　 １９８０．４—１９８４．１

副书记 朱　珠（女） １９７５．７—１９７５．１０

委员　
吴伟明　　 １９７６．４—１９８４．６

金志义　　 １９７６．４—１９８４．６

　　二、组织活动

１９７０年６月，吴江广播站党支部成立时，只有３名党员，均为站、组领导，只设支部书记。党支

部的思想建设基本上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文化大革命一些文章。组织建设是召开支委会讨论站内

工作，组织党外骨干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提交入党申请。至１９７４年，站党支部先后发展２名党员。

１９７５年起，站党支部的新党员发展处于暂停状态，因部队复员、转业和外单位调入，全站党员人数

有所增加。１９７６年底，全站党员为１０名，１９７９年为９名。１９８３年６月，站党支部发展１名新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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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２月统计，全站党员为１１名。

第二节　中共吴江县（市）广电局支部委员会

　　一、组织机构

１９８４年６月，经中共吴江县直属机关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共吴江县广电局支部委员会。
１９９０年５月，经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批准，吴江县广电局升格为列入县政府组织机构序

列的正科级建制行政部门。１９９１年７月，经中共吴江县直属机关委员会批准，吴江县广电局党支部
支委成员做相应调整。

１９９３年９月，因吴江电视台与市广电局不在一处，为便于工作及开展党员活动，吴江市广电局

党支部研究决定，并报中共吴江市直属机关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共吴江电视台支部委员会，周明坤

任党支部书记。

表８１２　１９８４—１９９５年中共吴江县（市）广电局支部委员会成员一览表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中共吴江县广电局支部委员会

书记 吴伟明　　 １９８４．６—１９９１．７

委员

施学生　　 １９８４．６—１９９１．７

金志义　　 １９８４．６—１９８９．１１

庄树强　　 １９８４．１２—１９８８．１

凌秋南　　 １９８８．６—１９８９．４

中共吴江县广电局支部委员会

书记 戴茂章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５．６

委员

施学生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３．８

徐福林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５．６

吴伟明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２．１０

尤　明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５．６

梁信焕　　 １９９２．６—１９９５．６

叶桂英（女） １９９３．１１—１９９４．１２

范云南　　 １９９４．１２—１９９５．６

　　二、组织活动

吴江县（市）广电局党支部成立后，根据中共吴江县委要求，深入学习党的改革开放、经济建

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党的理论统一党员思

想，切实搞好广播电视宣传、抓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局党支部健全制度，抓好“三会一课”，有计

划地开展党的组织活动。１９９０年８—９月，根据上级党委部署，局党支部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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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党的基本知识学习、考试和党员民主测评，全支部１６名党员，除１名预备党员不参加评议外，１

名党员评为优秀，１３名党员评为合格，１名党员评为基本合格。局党支部针对原党支部多年未发展
新党员的情况，制订计划、确定目标，加强教育，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４年，每年发展
１名新党员。１９９４年底，局党支部共有党员２２名，分成３个党小组。吴江电视台党支部有党员

６名。

第三节　中共吴江市广电局总支部委员会

　　一、组织机构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４日，中共吴江市委组织部发文，决定成立中共吴江市广电局总支部委员会。６
月１５日，中共吴江市直属机关委员会发文，批准成立吴江市广电局党总支，下设局直属机关党支
部、吴江广播电台党支部、吴江市有线电视台党支部，吴江电视台党支部划归局党总支管理。

表８１３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中共吴江市广电局总支部成员和支部书记一览表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中共吴江市广电局总支部委员会

书记 戴茂章　　 １９９５．６—１９９６．１２

副书记 徐福林　　 １９９５．６—１９９６．１２

委员

梁信焕　　 １９９５．６—１９９６．１２

范云南　　 １９９５．６—１９９６．１２

周明坤　　 １９９５．６—１９９６．１２

郭　芹（女） １９９５．１２—１９９６．１２

局直属机关支部 书记 姚云生　　 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６．１２

广播电台支部 书记 王学新　　 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６．１２

电视台支部 书记 周明坤　　 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６．１２

有线电视台支部 书记 沈国荣　　 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６．１２

　　二、组织活动

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中共吴江市广电局总支部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７月５日，“中国共产党吴
江市广播电视局总支部委员会”印章启用。

吴江市广电局党总支成立后，重点抓好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学习。１９９５年７月７日，局党总支根据新组建党支部实际，举办一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组织新当选的支部书记学习党章和有关党支部工作知识。９月８日至１０月２４日，历时１个半月，
局党总支根据中共吴江市委部署，抓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

培训，采取“党总支组织集中辅导，各党支部组织讨论学习”方法，组织３８名党员原原本本学习“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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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初步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认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使命感；明确广电工作

者必须要学习好邓小平理论、宣传好邓小平理论。１０月２８日，局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

分子去上海参观南浦、杨浦大桥和东方明珠塔，感受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党员进

一步增强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是年，局党总支组织党员开展活

动１１次。下属４个党支部共开展党员活动２５次，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搞好党员考核评议。吴江

市广电局党总支搞好组织发展工作，经过教育考察并严格发展顺序，全年发展３名党员。年底，全

局共有党员３９名（含预备党员）。当年，吴江市广电局党总支被市直机关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

织，４名党员被评为优秀党员。

１９９６年，吴江市广电局党总支加强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党员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闭卷考试。６月３０日，局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参观苏州市革命博物馆，接受革

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各支部还组织党员观看电视剧《孔繁森》，并进行专题讨论，增强党员的

廉洁自律意识。７月１日起，局党总支利用晚上时间，系统地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纪

念建党７５周年的“七一”社论和江泽民总书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学习培训及“三观”

教育，教育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组织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基础知

识教育。是年，吴江市广电局党总支被评为吴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

府的表彰。

第四节　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

　　一、组织机构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９日，经中共吴江市委批准（吴发干〔１９９６〕２１６号），成立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

员会。

表８１４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成员一览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

书记　 戴茂章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副书记 徐福林　　 １９９６．１２—１９９７．１１

委员　

郭　芹（女）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梁信焕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范云南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沈国荣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钱　繤　　 １９９７．１１—２００１．１０

　　１９９７年３月，经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研究决定，成立吴江市广电局直属机关党支部、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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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台党支部、吴江电视台党支部、吴江市有线电视台党支部。

表８１５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各支部书记一览表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局直属机关支部 书记 姚云生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１．１０

广播电台支部 书记 范云南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１．１０

电视台支部 书记
周明坤 １９９７．３—１９９８．２

钱　繤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１．１０

有线电视台支部 书记 沈国荣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１．１０

　　二、组织活动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０日，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并举行挂牌
仪式。

吴江市广电局党委成立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全面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促进全局的党建工作

上新台阶，为推动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广播电视新闻宣传等各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

保证。

吴江市广电局党委根据工作特点和自身实际，安排学习内容、制定学习计划、设计学习活动，组

织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理论知识、国内外新形势等。不断创新学习形式，采取“请进来讲授、走

出去观摩、坐下来讨论”等形式增强学习效果。局党委成员坚持一月一次中心组集中学习制度，各

支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保证到会率和学习质量。１９９７年７月，局党委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江泽
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进一步牢固树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的信念。

１９９８年９月起，局党委坚持组织好每月的中心组学习，再次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同时，要求各党
支部自行组织学习，让党员进一步明确学习邓小平理论是高举旗帜的需要，是解决实际工作需要；

是党员、领导干部素质提高的需要；是深入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需要。２０００年７—８月，局党委
组织实施“双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活动，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每个党员撰写学习心

得，有９名党员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做交流。
吴江市广电局党委抓好组织工作和组织生活。局党委成立时全局共有４１名党员，其中１名预

备党员。１９９７年３月，为便于党员管理和党员组织生活，局党委研究决定下设四个党支部，并推荐
四个党支部委员会组成人员，经各党支部党员大会选举，组成支部领导班子。局党委严格贯彻执行

《党章》、《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落实各项组织制度，开展组织生活，重点是

抓好党支部“三会一课”，定期召开支部民主生活会、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进一步规范会议形式，

提高会议质量；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接受教育，坚定信念。１９９８年６月３０日，局党委组织全体党员
到党的诞生地———浙江嘉兴参观学习，并在当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和建党７７周年座谈会。１９９９
年６月２９日，局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去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接受
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并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局党委遵循“坚持标

准、保证质量、改善机构、慎重发展”的原则，做到党员发展计划性，发展程序规范化，提高新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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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１９９９年，局党委共选送９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吴江市直机关党委主办的党的知识培训班，系
统学习党的知识。当年，有１名积极分子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广电局
党委共发展党员１３名，２００１年底，全局共有党员５７名。

吴江市广电局党委还抓好党员队伍的作风建设。每年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机制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使各项任务措施具体化，责任明确化；严格按照党

章及有关文件精神，健全和完善议事制度，决策程序，提高局领导班子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水平。

局党委和各支部协助行政规范集体采购行为、落实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开展重大项目监察工作、坚

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将自己纳入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下，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

误、行为失范，提高自律意识。２００１年６月，吴江市广电局２名党员被评为优秀党员，吴江电视台党
支部被评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市委的表彰。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中共吴江市委、吴江市人民政府决定吴江市文化局和吴江市广电局合并，组建吴

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中共吴江市文广局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其组织机构和

组织活动，《文化卷》中详述。

第五节　中共吴江市广电局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组织机构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经中共吴江市委员会批准（吴发干〔１９９６〕２１６号），成立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
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决定，配备纪委干部，组成纪委班子。

表８１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中共吴江市广电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一览表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中共吴江市广电局纪律

检查委员会

书记 郭　芹（女）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１．１０

委员
周明坤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１０

姚云生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１０

　　二、纪检工作

中共吴江市广电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坚持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基本原则、工作方法、工作

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中央和各级纪委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容融入到本单位各项业务工

作之中，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纳入局中层领导干部的目标管理和本单位的作风建设之

中，做到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形成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局纪委每年坚持把党风

廉政建设突出“以领导干部为主，以思想教育为主，以制度规范为主”，重点放在学习教育，健全制

度、狠抓落实上下功夫，强化党员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反腐倡廉的责任意识，提高党员、干部严以

律己的自觉性，做到标本兼治、防微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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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广电局党委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的制度，制订和执行《吴江市广电局党委集体议事

规则》，完善议事制度和决策程序，提高党委领导班子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根据中共吴江市纪

委、市委组织部统一安排，局党委每年７月和１２月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局党委班子成员对照党章和市委的工作要求，总结工作，查找存在的不足、分析存在不足的原

因，坦诚交心，增强党委班子的团结。

吴江市广电局党委和局纪委加强党纪的学习教育。平时结合党员学习教育，运用典型人物先

进事例进行导向示范教育；运用学习两个《条例》，进行党纪、政纪和法规教育，增强党员遵纪守法

的意识。局纪委在健全制度方面，着重抓好、层层落实责任制。为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局党委、纪委与各党支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

合的原则，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做到定期检查，取得实效。同时，深入开展政务公开，增强民主

意识，加强民主决策的力度。坚持对干部任免、财务管理、业务招待费用等方面的政务公开，接受群

众监督。加强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局制定的广告创收、接待、电话费等支出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

循，不滥用公款。制订行政执法专项预防工作措施，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执行市广电局

行政执法预防工作措施，构筑一道拒腐防变的堤坝。对苗头性的问题，及时做好工作，防微杜渐，防

止行政执法中违法和腐败问题的发生。

第二章　群团组织

第一节　吴江县（市）广电（文广）局工会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经吴江县直机关工会批准，吴江县广电局工会成立，由金志义任工会主席。１９８５

年６月，吴江县总工会发出文件（吴总组字〔１９８５〕５５号），同意吴江县广电局工会换届选举，金志义

当选工会主席。局工会组织，主要组织工会会员根据局党支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任务开展活动，并

慰问有困难的工会会员及家庭。局行政也通过工会组织对工会会员给以困难补助。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经吴江市直机关工会批准（吴直工〔１９９２〕１２号），吴江市广电局工会换届

改选。７名同志任工会委员，王学新当选工会主席。局工会根据市广电局的要求，围绕局行政工作

和工会特点开展工会活动。１９９５年１月２日，配合局行政，组织举办新年电影招待会活动。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经吴江市总工会批准（吴总组〔１９９７〕３２号文），吴江市广电局工会委员会换届改

选。１３日，召开工会代表大会，选举７名同志为局工会委员，范云南当选工会主席。局工会还成立

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女职工委员会。局工会除开展日常的工会活动外，还组织工会会员开展形式多

样的文体活动。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８日，局工会配合局行政举办庆龙年闹元宵联欢会，增强职工的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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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

吴江市文广局工会成立后，紧紧围绕局党委的工作部署和局全年的工作目标，结合工会自身特

点，立足实际，制订合理的活动计划，开展各项活动。局工会健全局内民主，积极维护职工的合法利

益。在实施各项民主管理制度的同时，就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收集合理化建议，反映职工的

意愿，定期、定向公开，建议提高职工福利，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与兄弟单位开展对口文艺联欢、

扑克牌比赛、钓鱼比赛、象棋比赛等各种游戏活动。局工会还为职工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定

期组织职工进行体检。搞好职工福利，做到职工婚丧嫁娶、生病住院、家庭出现矛盾纠纷“三必

访”。同时，组织职工开展捐衣物、春蕾助学行动和扶贫帮困等活动。

２００２年３月４日，新组建的吴江市文广局召开第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市文广局工会，

选举秦志刚为工会主席。２００５年９月，吴江市文广局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柳新忠为工会

主席。

第二节　共青团吴江县（市）广播站、广电局支部委员会、吴江市文广局委员会

　　１９７２年４月，随着中共吴江县广播站支部委员会的建立和共青团员人数增多，经共青团吴江县

直机关委员会批准，共青团吴江县广播站支部委员会成立，杨惠珍任支部书记。

１９８７年３月，经共青团吴江县直机关委员会批准（吴直团〔１９８７〕３５号文），吴江县广电局组建

团支部，郑晓红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９０年４月，因团员人数减少，共青团吴江县广电局支部与吴江新

华书店支部合并为一个支部，开展团活动。

１９９３年３月，吴江市广电局党支部根据当时已有１０名共青团员和８名青年职工的情况，报市

直机关团委，要求重新成立共青团吴江市广电局支部委员会。１９９５年１月，吴江市直机关团委发文

（市直团〔１９９５〕３６号），同意成立吴江市广电局团支部，陈梅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９４年５月，经共青团

吴江市直机关委员会同意，建立共青团吴江电视台支部委员会，倪佳燕任团支部书记。

吴江市广电局的共青团组织，根据团章和团员青年的特点，积极开展团活动，发挥团员青年的

积极性，在所在岗位上建功立业。１９９８年，吴江市广电局所属的两个团支部响应共青团吴江市委

的号召，开展“手拉手、一帮一”活动，团员共捐款４００多元，资助贫困学生。２０００年，各团支部根据

吴江市广电学会的要求，发动团员青年业务骨干撰写论文，经挑选，有１２篇论文参加苏州市广电学

会和共青团苏州市广电局工委联合举办的青年业务论文竞赛，有６篇获二、三等奖。

２００２年２月，经共青团吴江市委员批准，共青团吴江市文广局委员会成立。２７日，共青团吴江

市文广局委员会召开一届一次会议，选举季小峰为团委书记。２００８年５月，共青团吴江市文广局委

员会换届改选，选举张萍为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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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吴江市广电局、文广局妇委会

　　１９９８年２月，经中共吴江市广电局委员会批准，并报吴江市妇女联合委员会同意，吴江市广电

局妇女委员会成立。４月２８日，市广电局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５人任市广电局第一届妇
委会委员，瞿纬任妇委会主任（吴广委〔１９９８〕１号）。局妇委会成立后，根据妇女组织的特点开展妇

女活动，做好妇女儿童工作。１９９９年１１月，被吴江市妇联评为“妇女儿童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０２年３月，吴江市文广局召开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吴江市文广局妇女委员会，选举４

名同志组成局妇委会，郭芹任主任。

吴江市文广局妇委会成立后，从自身职能、特点出发，强化服务与引导，发挥阵地优势，加强与

局相关部门的合作，做好妇女儿童工作。局妇委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妇女活动。配合局工会举办扑

克牌８０分比赛、棋类比赛、文艺晚会和游戏活动；组织与失学青少年“结对子”的贫困助学活动和献

爱心等活动，让贫困儿童感受社会的温暖；请专家教授来局为妇女讲授礼仪知识，进行计划生育体

检，做好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工作。

２００８年４月，吴江市文广局妇委会换届，选举７名同志担任局妇委会委员，吴美良任主任。

第四节　吴江市广播电视学会

　　一、机构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８日，经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和吴江市民政局批准，吴江市广播电视学会成立。
吴江市广电学会是全市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团结和联系全市广电工

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其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市广播电视工作者，开展广播电视学术研

究，以促进全市广播电视工作的改革和广播电视工作者素质的提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

电视事业服务，为全市三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吴江市广电学会接受吴江市广电

局（文广局）的指导。

吴江市广电学会成立之初共有会员６９人，２３个乡镇广电站以团体会员入会。

吴江市广电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由１９人组成，其中５人任常务理事，徐福林任理事会会长。特
聘吴江市广电局局长戴茂章为名誉会长。学会下设“广播电视新闻研究会”，“广播电视技术研究

会”，“广播电视管理研究会”，分别由李峰、施启明、施荣林任主任。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吴江市广播电视学会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由２４名广电

专业人员组成的第二届理事会，杨应福任理事会会长，特聘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局长戴茂章为理

事会名誉会长。２００５年１月，吴江市广播电视学会加入吴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２００５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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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特聘市文广局局长钱俊为理事会名誉会长。２００６年１月，增补李峰、王林弟为吴江市广播电视

学会副会长。

　　二、活动

１９９９年１月，吴江市广电学会一成立，就依据学会章程做好学会自身建设；开展业务培训和学
术研讨；组织广电系统参与广电节目创优评选；做好业务书籍、资料的编印和接待来访工作。至理

事会换届的五年里，第一届广电学会理事会每年都安排２—３次业务培训和学术研讨活动，其中４
次规模较大的论文竞赛。２０００年，吴江市广电学会会同局各团支部，发动青年业务骨干撰写论文，

经挑选，有１２篇论文参加苏州市广电学会和苏州市广电局团工委联合举办的苏州市广电系统首届
青年业务论文竞赛，其中６篇获二、三等奖。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广电学会在吴江市广电局的支持下，组

织举办吴江广电首届业务论文竞赛，共收到论文３３篇。经苏州市广电学会领导和专家的评选，其
中２１篇分获一、二、三等奖。２００２年，吴江市广电学会在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中心的配合下，举办

首届有线电视网络管理研讨会，共收到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中心各部门的学会会员和各镇广电站

团体会员撰写的学术论文和研讨文章２９篇。论文质量之高，参与人数之多，为吴江市广电系统历

史上第一次。吴江广电学会还组织大会交流研讨和外出参观活动。２００３年，吴江市广电学会会同
吴江市广电局举办吴江市广电系统第二届业务论文竞赛，共收到广电新闻、技术事业、行政管理、广

告创收等各类广电业务论文６１篇，经评选，４３篇分获特别奖和一、二、三等奖。

吴江市广电学会第一届理事会，除组织广电系统专业人员撰写论文，组织广电作品评选外，还

做好获奖论文的汇编、出版。１９９９年８月，吴江市广电学会编辑的业务书籍《空中彩虹》，由中国文

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空中彩虹》一书，由发展篇、论苑篇、佳作篇、人物篇４个部分组成，共
２５．６万字。该书比较系统地记载吴江市广播电视系统令人瞩目、值得骄傲的业绩，收集广播电视

工作者振奋精神、勇攀高峰的丰硕成果。书中收集的广播电视精品力作，有相当的新闻、文学和学

术研究价值。时任中共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惠民特为作序。

２０００年，吴江市广电学会收集并修改１９８３年以来吴江市广电系统获苏州市一等奖的２５篇广
电作品，在由中国广电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广电获奖作品选《春颂》上刊登。

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广电学会收集吴江市广电系统干部职工撰写的３０篇散文，经修改送苏州市广
电学会，有１７篇入选由中国广电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市广电系统散文选《心海浪花》。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吴江市广电学会先后３次将每次业务论文竞赛的论文，经精心修改，编印成共
４８万字的３册内部资料，成为广电系统业务学习的教材。同时，吴江市广电学会还参与苏州市广电

学会组织的广电作品选集的汇集选送。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吴江市广电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组成后，围绕全市广播电视的实际工作、发展方向

和工作中心，组织开展学术和业务研究活动。市广电学会配合吴江市文广局先后组织开展１０多次
新闻业务讲座，下属的各专业研究会也开展针对性强，富有学术气氛的研讨活动。组织开展吴江市

广播电视第三届、第四届业务论文竞赛，优秀技术论文竞赛和学术研究等活动。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五

年内评出吴江市级优秀广电业务论文６５篇，优秀广电技术论文２６篇。２００８年，市广电学会广电技
术研究会组织开展广电系统技术人员论文竞赛，共收到论文２６篇；广电新闻研究会开展经常性的

广电好稿评比活动，吴江电视台从业人员撰写论文２０多篇。

５１３

第八篇　党群组织



吴江市广电学会第二届理事会还做好出书、出刊。２００６年２月编印《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吴江市广播

电视第三届业务论文竞赛获奖论文汇集》。２００８年２月，编印《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吴江市广播电视获奖

作品选———声屏撷萃》一书，收集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６年吴江市广播电视系统获苏州市级政府二等奖以

上的获奖优品７１件，共３０多万字，是吴江市广电人多年来精品力作的集中展现。吴江市文广局局

长钱俊特为作序。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吴江市广电学会编印《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吴江市广播电视第四届业务论文竞赛获奖论

文汇集》，收集全市广电工作者获奖论文５０篇，其中１９篇在江苏省、苏州市广电专业杂志上发表

过。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编印《２００８吴江市广播电视技术论文竞赛获奖文汇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广电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先后组织电台、电视台、网络中心的采编播获奖

人员和有关人员去萧山、常熟、张家港、昆山等地广电部门参观考察、积累知识，拓展视野。参与吴

江市科协、市社科联的各项活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广电学会每年都撰写１篇调研报告，参加

吴江市社科联开展的吴江市社科重点应用课题研究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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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录

一、文件辑录

吴江县广播站各种规章制度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日

　　一、编审工作制度：

１．每月５号前根据县委的中心工作要求和县委宣传部的指导计划，订出广播站的宣传计划，

送宣传部批准后执行，并报县人民委员会与省管理局备案。

２．每日节目的具体编排，以周编印；一周广播，经宣传部同意后，于前一周的星期五发出，没有

特殊情况，节目内容一律不予改变，如要改变，需经宣传部同意。

３．一般新闻、讲座、文艺节目（如农业技术、科学卫生、转播节目的选择、文艺节目的安排等）由

站内负责同志审批决定；比较重要的新闻、讲话（如有关党对各项工作政策、指示，请部门负责人以

及先进人物讲话，转播中央台、省台有关重大新闻、讲话等）除了由站内负责同志审查决定初步意

见，应送县委宣传部审查，经批准再播出。

４．需经县委和宣传部审查的稿件，必须在播出前一天送达，请审查单位在播音前四小时（即下

午两点）交还广播站。

５．负责编播工作的同志，不能把原稿的精神改错。

６．播出的稿件，必须妥为保管，建立分类编号，按月、按季归档制度，以备今后查验。

７．组织来站播讲的党、政负责人或部门负责同志，在播出前必须写好讲稿。各部门的讲稿必

须送县委宣传部审查同意后方可播出。播讲的时间由县广播站安排。

８．组织先进模范人物来站演讲时，必须写好讲稿（如播讲人不会写讲稿，县广播站编辑应负责

和播讲人研究好具体内容，代为编写，并帮助播讲人熟悉讲稿），送宣传部审查同意后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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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播音工作制度：

１．播音员要相对固定，以便熟悉业务，提高播音水平。

２．播音员在播音前，要认真准备稿件，领会稿件精神；播音员必须在正式播音前２０分钟进入
播音室，检查机件、播音用具和唱片等，并把其安排妥当。

３．稿件在播出前要试播。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熟悉稿件，同时也是为了掌握时间，练习
语调。

４．播音员必须不断地加强业务学习，使播音有感情，不生硬呆板，不矫揉做作，使语调平静清
晰，不发生断句、漏字、含糊和过多的打结现象。

５．播音员对播出的稿件必须严肃负责，不得任意更改原稿；并要严格遵守播音时间，不得随便
更动。

６．播音时间，播音员不得看其他书籍，不得任意谈笑。在播音时间内，其他人不得进入播音
室。播音结束后，立即关好话筒，并要关锁好窗门。

７．播音人员必须和机务人员很好配合，密切联系，以免工作不协调而发生错误。
８．播音室内不得抽烟。

　　三、机务工作制度：

１．工作制度
（１）机务人员在每日播音前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认真进行试机，将音质音量调整选定，以

免播出声音发生变化，提高播音效果。

（２）机务人员在工作时间要专心注意机器工作情况是否正常，不得擅离职守。

（３）主动与播音室配合，加强联系，并注意监听，以减少差错。
（４）在转播上级电台节目时，要事先认真校对波长，必须在监听正确后才能向外播送，以免错

转敌台，如转播中途发现敌台扰乱时，要及时更改波长。

（５）在工作时要保持肃静，不得大声谈笑。

（６）在工作时间谢绝参观和不带领站外人员入内，外人不得入机务室。
（７）工作结束后，必须关锁好窗门。

２．操作制度
（１）在开机前必须接好天地线，阴雨时必须在天地线之间接好避雷器。

（２）在播音前事先测量机器负荷是否正常，工作时应注意输入电流电压的变动情况，音量调整
时不得超过机器规定的最高屏流输出、电压和负荷量。

（３）机器不无故拆修和不做试验性的拆修。若机器出了故障必须进行拆修和换卸零件时，须

与站内同志商量研究，初步得出机器出故障的主要原因和检修的办法，经站内负责同志同意后进

行之。

（４）定期检修机件。一星期小检一次，半年大检一次。
（５）注意容易燃烧物品的隔离和不用明火在机房照明。

（６）电器工具固定其取放地方，做到不紊不乱随取随放，凡用电工具必须装有良好导线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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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漏电。

（７）在每日工作结束后，必须将开关关掉后才能离开机务室。

３．安全制度
（１）工作时间反对粗枝大叶的作风，必须思想集中，谨慎细致，对安全工作要有高度的警惕性

与责任心。

（２）在检修机件时，事先检查机壳接地良好程度，禁止用手伸进机器内乱摸。

（３）注意高压部分，不能触及，必须将高压电容器放电后始可修理机器。
（４）测量高压时，应先关掉机器，对预测之电压心中明确其电压范围后，再放好电表能测之范

围，接到测量点上，然后用高压测量之。

（５）在检修机器时必须室内有两人，切记一人不修机，酒后不修机，夜班不修机。

（６）凡焊接线路、调换零件、处理故障，都必须将电源关掉。
（７）架设和检修线路时必须将机器关掉，拆除输出线插座，严禁试机。

（８）遇有定时广播以外的临时广播，必须事先通知维护线路的线务人员，停止日常线路检修
工作。

　　四、通讯联络制度：

１．根据每月的宣传工作计划，定期（每月上旬）编发报道意见，发至编委委员和通讯员。

２．对通讯员来稿建立分类、编号、登记制度。对只供参考不准备采用的稿件，要简要地向来稿
人给予答复，提出意见。

３．掌握通讯员骨干，建立定期联系制度（每周最少一次）。
４．对通讯员来稿要补贴邮资，对采用的稿件要分类发稿费，以上经费都由业务费中解决。

　　五、请示报告制度：

１．每月及年底向县委宣传部、省管理局、县人民委员会作一次工作汇报，报告编播、技术和建
站工作以及干部的学习、思想等情况。

２．每一重要工作告一结束时，应向县委宣传部、省管理局、县人民委员会作专门总结报告。
３．按时填报月报表和半年统计表。

４．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与重要事件，应随时向县委宣传部、省管理局和有关方面请示汇报。

　　六、学习制度：

１．每星期约５小时学习时间，其中３小时学习县领导统一部署的时政或理论学习内容，２小时
时间学习有关编播业务与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编播业务和技术学习时间各半）。

２．按月制订编播业务和技术学习计划，经县委宣传部同意后执行。

３．不遇特殊情况，一般工作不能占用学习时间，学习内容一般不作更动，如有特殊情况，经站

内负责同志同意可更动学习内容以及改用学习时间。

４．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有线广播建设通报、《编播业务》、《广播爱好者》以及有关技术方面的一

些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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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会议制度：

１．编委会每月一次，有特殊情况，经县委宣传部同意可临时召集或延期召开。主要内容是：检

查前一个月的编播工作，研究本月份的编播工作计划（即宣传计划）。

２．站务会议每月２次（于月中、月底召开）。主要内容：（１）研究制订本月份的编播工作计划及
其他有关问题；（２）检查上一段工作中的问题，总结经验；（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３．通讯员和收音联络员会每年召开１～２次，遇有特别情况可临时决定召开。

吴江县广播站各项工作制度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５日

　　一、县广播站及市镇广播的领导制度：

根据《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事业管理处通知》规定：“县广播站是县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事业

机构”，以及《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江财徐字第３８８号通知》中规定：“市镇有线广播应交由当地公立

文化站管理，以转播县广播站的节目为主，在业务上受县广播站指导，并由县文教局统一管理”。

　　二、组稿、编审及播音工作制度：

（一）组稿制度：

１．根据县委、县人委对每季度或每项中心工作的意图与布置，再遵照县委宣传部对群众宣传
工作的政策原则，订出季度的广播宣传和组稿计划，报请县委宣传部审核批准后执行。

２．根据季度计划订出每月的报道内容，但以农业生产及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主，对工商贸易的

报道为辅。也可针对不同行业，拟订不同要求的报道提示，力求简短扼要、通俗易懂。

３．报道提示：应该引导作者如何善于运用群众语言，把稿子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如何既

符合政策又善于掌握，分析干部、群众中出现了哪些共同的或不同的思想倾向，正确地反映了矛盾

的发生、发展与解决的方法，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做到报道与理论相结合。文章形式用消息、通讯、

速写、特写、报告文学、故事、对话等都可以的。

４．组织录音报道：可请有关人员到站内作广播讲话或带录音机下去组织录音报道。

（二）编审制度：

１．编辑人员必须按照每季、每周站内确定的宣传中心，从来稿中根据当前广播宣传要求，进行

选稿和编辑工作。一般稿件经站长审阅同意后即可交付播音员播出。

２．重要稿件或在政策上站长、编辑都无切实把握者，应在播出前一天送县委宣传部审核同意

后再行播出。

３．凡是前一天送审的稿件，请县委宣传部能在第二天下午３点钟前审核决定，发还广播站，以

便播音员做好准备工作。

４．凡邀请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或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人，利用广播向全县干部、社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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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经验、讲“四史”等，须于两天前写成书面讲稿；如本人不会写，站内编辑人员应积极主动地协

助编写，并帮助其熟悉领会要讲内容、次序，讲稿要在广播前一天送县委宣传部审核。

５．对各地自发来稿，有关报道某一个人的先进事迹或揭发其错误，必须按照下列方法慎重
处理：

（１）转给当地公社党委审查签署意见；
（２）稿件内容涉及重大或比较复杂的问题，站内应派出人员，实地调查再与公社党委核实后，

才可使用；

（３）一般性的表扬、批评，也可用电话与当地公社党委联系决定。

总之，关于这类稿件，站内人员决不应盲目地完全相信写稿人，更不能以平时的一知半解代替

深入了解，否则易于造成差错，给政治上及宣传工作上带来损失。

６．根据“自办节目少而精”的要求和稿件力求简短、精练、通俗的原则，编辑人员整理稿件时，
除了政治性、思想性的提高质量而外，在文字运用上亦须力求通俗化、口语化，切忌单纯地追求词藻

华丽，弄得听众不懂，降低广播宣传效果。

７．广播内容的形式应多样化，除《吴江生活》形式可保留外，还可分成“消息报道”、“小故事”

（包括“四史”故事）、“报告文学”等栏目；同时，可根据条件编写成对话形式的稿件。

８、编辑人员每月至少有重点、有计划、有目的地下一次公社、大队或生产队，以熟悉生产、生活，

实地进行采访，并写成稿件，从实际中提高组稿、编稿质量。

（三）播音制度：

１．根据上级“以转播为主，自办节目为辅”及关于利用市镇、农村电话线路进行广播时限的规

定，每天早、中、晚三次播音时间总和以不超过规定三小时半的播音时间为主，但遇有特殊事件，如

严重的天气变化，经过县委宣传部批准、县邮电局同意，可以延长播音时间或临时开放广播。如县

委、县人委有特殊情况需要停止或推迟广播，应立即执行。

２．播音员在转播上级台节目时，应认真负责，事先调整、监听所需转播频率，并在转播时密切

注意广播质量，严禁擅自离开播音室。

３．播音员在播音时，必须思想高度集中，坚决执行口语化、通俗化，深刻地体会写稿人及稿件

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以亲切谈心的语调播出，彻底消除“读书腔”、“朗诵腔”。

４．播音员除认真阅读播音稿件、弄通主题和某些专门名词与个别字句而外，还须在正式播音

前两小时，进行试播，尽量把应播稿件读得熟练，使自己的感情融会贯通，才能增强听众的感染力。

５．播音员应在正式播音前二十分钟进入播音室，谨慎细致地做好一切播音前的准备工作。

６．播音员对播音室内机器，应认真地执行操作制度，不能乱摸乱动。
７．播音室只供播音员按时播音之用，其他人员没有必要不准进入播音室，如有外客参观，必须

征得站长同意，在播音结束后，才可进入参观。

８．播音时节目之间应衔接紧凑、恰当，时间要准确掌握，放送的文艺节目应尽量与文字内容配

合。尽量以“群众文艺园地”形式，多播送健康的民歌、小调、地方戏曲、革命歌曲、评弹、评书等。

９．根据省台规定：各市镇公社、农村公社自设的有线广播，除了自办节目而外，一般以转播县
站节目为主。

１０．加强天气预报工作，用小黑板记上天气预告，挂在人多的地方，做好天气报告的传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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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大宣传。县站至少设１～２处，各市镇广播点至少设１处。

　　三、技术工作制度：

（一）机务人员工作制度：

１．装置、维修站内和各放大站、各市镇广播的播音设备。
２．县委、县人委召开全县性重大会议时，可以协助安装、管理扩音机器，同时，也可适当承接一

些县机关的收音机修理业务。限于人力，对各公社收音机的修理工作，暂不照顾。

３．机务人员在每天每次正式播音时应在机房值班，将机器检查、调整妥善，保证播音顺利进

行，每隔三天与中心放大站用电话联系了解广播情况，非机务与广播人员平时不得进入机房。

４．每次检修机器后填写记录，月终汇总上报省台。

（二）站内与放大站、市镇广播的机器保管、维修制度：

１．每周站内所有机件设备，由机务负责人检查一次，每月小修一次，每季大修一次。

２．全县各放大站、市镇广播每月维修两次，每季大修一次。
３．未经共同研究与请示站长，不得任意改动设备，包括网路的配电、更换大型的电子管。

（三）安全制度：

１．雷雨时不准在线路上操作。

２．检修机件时，思想应高度集中，按照操作制度进行（执行“检修前须穿好胶底鞋”的规定）。

（四）线路架设、维修工作制度：

１．按上级规定，县站广播不设专用线路，一般是利用县城通往各公社、各乡镇及公社通往大

队、生产队的电话线路进行广播。因之，这些线路的架设、维修工作，在公社、乡镇以上的，应由县邮

电局负责，公社、乡镇以下的，应由公社负责，个别原有邮电局移交的专用线路，其维修工作，应请县

邮电局协助进行，其费用应与邮电局分担或全部负担。

２．任何线路上应切实解决广播与电话的干扰、串音问题，如在技术上，县站与县邮电局都无法

解决时，可申请省台派员前来协助解决。

　　四、财务会计工作制度：

除严格遵守县财政局制定的“会计制度”以外，特补充以下几点：

（一）经费收入、支出制度：

从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日起，对全县现有喇叭实行征收收听费，逐步走向经费部分自给、半自给以

至全部自给。即使全部自给，如遇重大建设，站内无力举办时，仍须报请县人委批准，由县财政局拨

款解决。

（二）经费收入有下列三种：

１．征收喇叭收听费，其标准为：

（１）市镇广播集体安装的每只每月收费一元，私人安装的每只每月收费五角。其所收之款，上

缴百分之五十给县站，其余百分之五十当作市镇广播的业务经费。通县站的农村集体安装的喇叭

每只每月收费五角，私人装设的每只每月收费三角，其所收之款，上缴百分之七十给县站，其余百分

之三十当作各公社邮电所话务、线务人员的生活补贴、奖金和喇叭维修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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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收听费单据由县站统一印发，市镇由市镇广播员代收，农村由公社邮电所线务员或话务员

代收。

２．收取代装、代修无线电收音机手续费的标准为：
（１）替站外县级机关或个人安装扩大机、收音机，其价格按照原价增加百分之五管理费，修理

费收取标准按照劳动时间计算。

（２）修理材料单由机务人员出具，交会计结算收费。

３．在没有进入全部自给前，有些经费还是由县财政局拨款解决。
（三）经费支出有下列各项：

１．工资福利费，仍按级别标准与上级规定的福利制度执行。
２．办公及业务费用，仍按没有自给前标准控制使用，将来进入全部自给后，亦宜本着勤俭办站

精神，对一切开支加以合理控制。

（四）会计备用所存现金不得超过十元。

（五）每次用款，每月、每季财务总结或报表，站内工作人员预支车旅费及出差回站后报销单据

等等，均须经站长审核同意后，会计才可付钱。

（六）站内工作人员，如子女学费或其他特殊困难，本身实在无力解决时，可由本人提出书面申

请，经大家讨论后，请示上级在福利费中给予补助。

　　五、仓库保管制度：

（一）站内仓库，全体人员都有保护责任，防风、防雨、防火、防窃，必须随时注意，黑夜尤须提高

警惕，必要时进行查看。

（二）站内有专人负责仓库保管，任何人非经同意不得任意进入仓库。

（三）站内需用各项器材，必须经站长同意，经管理人员开门提取，其他人员概不准随便乱拿

使用。

（四）仓库管理员应每季结清一次器材用销及存储账目，以资备查，添购器材要经领导批准。

（五）站内出售器材的对象，对县机关集体、个人可以照顾，对其他单位或个人购买材料，应经

站长批准。

（六）仓库里的所有器材要加强保管、清理，定期检查、核对，经常开放门窗，透风、透气，避免霉

烂损失。

（七）仓库保管人员与会计要定期核对账目，发现购物不符时应追查原因，并向领导汇报，不能

私自改动，核对账目应由站内组织人员进行，保管人员与会计人员的账目应两不见面，管物不管账，

管账不管物。

　　六、保卫、保密工作制度：

（一）确定专人负责文件收发、保管，党内文件由党员收管，健全文件的审阅、传阅、归档制度。

（二）不随便打听或乱说机关内部的一切事情，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

（三）加强值日，做好保卫工作。

（四）坚决执行县人委规定的保卫、保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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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计划、总结、会议、请假、学习、劳动等制度：

（一）计划、总结制度：

１．每月、每季、每年都应订出全面的工作计划，报请上级批准执行。
２．每季、每年终了时，应将全面工作进行检查总结，写成书面总结报告，报送县、地、省广播管

理部门，以资查考。

（二）会议制度：

１．每半年或一年经县领导批准，分别召开或联合召开各地自设有线广播播音人员及各公社线
务人员会议，达到“交流经验、相互学习、互相提高”的目的。

２．站内全体人员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检查本周工作，确定下周工作打算，必要时由站长召开临
时性会议。

（三）休假、请假制度：

１．任何节日，广播工作非但不停，相反必须增加播音时间，编播、技术人员轮流担任广播、维

修，节日过后，轮流补假。

２．站内工作人员，如私人或家庭有急事请假者，须由本人写请假书面报告，将本身工作妥善安

排，经站长同意后才可离站。

３．站长请假必须经县领导批准，作好工作安排后，才可离站。

４．工作人员，如身体有病，必须适当休息者，经医生证明，领导同意，才可休假。
５．所有事假、病假人员，假期满了，必须回站销假，进行工作，如事情未完，病体未愈，仍须延长

假期者，必须来信或用电话联系续假，否则以旷工论处。

（四）学习制度：

１．全体工作人员除了参加县级机关统一的政治学习而外，还须正常阅读每天的报纸，每星期
一下午为业务学习时间。

２．编播人员业务学习内容：
（１）每期的《广播业务》和《新闻业务》作为必读材料。

（２）学习《语言学》及《汉语语法》。
３．技术人员业务学习内容：

（１）学习《有线传输原理》、《无线电基础》、《电工原理》以及期刊《无线电》等。
（２）加强与各兄弟站在技术上的联系，在有必要和可能时，可进行短期的参观访问。

（五）劳动制度：

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特别要按期下乡参加农业集体劳动，保证完成劳动计划。平时要搞好

站内集体劳动地的生产和环境卫生工作。

（六）站内外物资保管制度：

１．站内外的全部机器、机件、文具、用具、报纸、杂志、书籍等都应详实登记，妥善保管。

２．工作人员所借用的家具应按月交纳折旧费，调动工作时，应将所有物件办理好归还手续。
３．当负责同志工作调动时，应做好全部物资的移交手续。

以上各项制度，经站内全体工作人员讨论通过，即日施行，如有不当，应随时修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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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县广播站关于建设大队规格化广播网的要求和技术指标

（大队广播网规格化验收标准试行）

１９７９年６月

一、喇叭入户率占总户数的８５％以上（近期新造房屋，有户口无人住户和单人户可不计算在

内），收听面在９５％以上。

二、“五有”要求：喇叭木壳、开关、避雷器及良好地线达到８５％以上，避雷器亦可采取装避雷点

的形式。

三、音质音量：电压１０伏以上，末端的边缘生产队不得低于８伏。音质清晰。音质差和音量低

的喇叭不超过１０％。

四、喇叭地线：线径１２号，最细不小于１４号，插入地下不浅于半米，引线和地线接头要包接牢

固，尽可能焊接，引线要直，用竹片槽板固定，或用卡钉铅包钉固定，距离１５～２０厘米。

五、村头线：杆距不超过 ５０米，线径 １６号以上，高度 ３米以上，线条紧、支柱物牢固、合

理、不碰墙不碰电源线，不碰树木和其他障碍物，线路上不得有爬藤作物。如附电灯杆，横担

或磁瓶距离１米以上。５米电杆原则上不得附挂，如已附挂的，最近线距要满６０厘米，广播线

离地３米。

六、入户线：线径在１８号以上的绝缘线，第一支柱物要用磁瓶，高度一般不低于３米，接头用胶

布包好。

七、室内布线：１８号以上绝缘线，进线沿墙或横梁，横平竖直，走方入角，隐蔽、牢固、安全，隔

３０～５０厘米左右固定。

八、架空线：水泥杆、杆高４．５米以上，线径高压１４号以上低压１６号以上，杆距５０～６０厘米左

右，３号磁瓶。如附电线杆的要求与村头线同。杆直线紧，横担平，磁瓶牢，过公路、大道、河流，高

度要符合要求。

九、地下线：村头地下线总沟渠深度不浅于５０厘米，如遇特殊地段也不应浅于４０厘米，进户分

支沟渠深度４０厘米，室内３０厘米，地埋高压馈线沟深８０～１００厘米。一般情况下应避开水田，必

须经过这些地方的沟深应大于１米。地下线出土沿墙脚段应有护套。

十、线路变压器地线和配接：变压器地线一定要良好，配接低压用户线电压不超过３０伏。变

压器要装置在涂油木箱或皮箱内。

十一、资料：凡经过整网验收的大队，要有完整的正确的网路资料。

十二、维护员：大队党支部明确有人维护管理本大队广播网路，报酬落实，能经常检查维修，能

完成各项任务。

验收以大队为单位。重点查与一般查相结合。每个大队重点查２个生产队，逐户逐只喇叭查

看记载，对照上述标准，确定合格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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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县广播站社、镇放大站人员《岗位责任制》

１９８２年４月

农村有线广播是县委宣传两个文明建设的有力工具，为了加强管理，明确职责，提高工作效率，

努力完成任务，特制定本《岗位责任制》。由于放大站人员少，工作面广量大，因此，分工不等于分

家，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提倡主动合作精神。望共同遵守，切实执行。

　　一、放大站人员主要职责：

（一）站长（负责人）

１．积极组织全站人员学习政治，不断提高全站同志的政治思想水平。以身作则，主动搞好团

结，发扬民主，认真听取意见，好人好事及时表扬，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工作、作风、劳动纪

律上起带头模范作用。

２．全面负责站内宣传和事业的规划、布置、检查、评比等项工作，领导全站同志努力完成年度

广播工作任务，并带头完成所分工的任务。

３．主动当好县站和社、镇党委的参谋，上情及时下达，下情及时汇报，如实反映情况。

４．切实抓好对大队广播的管理，关心大队线务员队伍建设，并经常开展活动。对各大队广播

设备现状做到心中有数，以利指导工作，并负责搞好广播安全。

５．刻苦钻研广播技术，要有处理机、线一般故障的能力。保证广播线路畅通，设备机器经常完

好，并检查、督促站内同志搞好值机、机线维护工作。

６．负责抓好站内各项统计资料的建立、管理、保存和上报，模范遵守并督促站内同志执行各项

规章制度。

（二）线务员

１．积极参加社（镇）、站内组织的政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搞好团结，服从分配，多出主意，遵守纪律，积极主动协助站长搞好工作。

２．努力完成分工的广播工作任务以及其他的兼职工作，并积极配合站长完成全站年度各项任

务，树立责任感。

３．经常下乡巡视线路，了解广播线路畅通情况，及时检修，保证安全。

４．协助站长抓好队伍管理工作，以及落实整网经费、组织材料、工程实施等项工作。

５．努力钻研广播技术，要有处理一般故障的能力（包括机线）。

６．遵守站内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严格请、销假。

（三）值机员

１．努力钻研播音业务，不断提高播音质量，办好自办节目，按时播出，不发生错转事故。

２．坚守工作岗位，广播期间不得离开机房，认真监听察看设备工作状态。值班时间内做到不

会客，不做私事。广播结束后，关闭各种开关、门窗。

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保证音质音量稳定输出，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并通知机

线人员检修，确保机房安全。

４．认真做好交接班，不得擅自调班、代班。详细填写值班日记和其他有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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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熟记每台机器的负荷情况，并能判断和排除简单故障（如更换保险丝、指示数据正确与否、

临时调整机器负荷量），熟练掌握喇叭修理技术，并主动参加修理工作。

６．经常保持机房、设备整洁，做到一天一小扫，一周一大扫（如需拆动机器，可与机线人员一起
进行）。

（四）通讯报道员

１．认真搞好本职工作，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发稿任务。
２．坚持用事实说话，开门见山，说理从简，每一篇稿件要做到事实的真实性、准确性，对人名、

地名、时间、单位、数字、术语、过程等等都要准确无误。

３．提倡新闻要“新”。主题思想和阐述的观点力求新；报道的内容和选用的材料力求新；采写
和编播力求快。

４．提倡写短文，反对说空话、套话、大话。

５．积极参加社（镇）、站内组织的政治学习和有关活动，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搞好团结，遵守纪
律。办好自办节目，协助全站搞好工作。

吴江县广电局工程技术人员岗位职责条例

１９９１年３月

为明确专业技术人员的职责，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激励其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

能力，在办好全县广播电视事业中作出贡献，根据江苏省广播电视厅《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

例》实施办法，结合我局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程技术人员岗位职责条例。

第一，本局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和道德准则。

第二，本局工程技术人员必须热爱广播电视事业，服从分配和调度，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行政

负责人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确保广播、电视及有关部门的各种设施正常运转、安全

播出和全县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第三，本局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刻苦钻研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以适应我

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四，各档次工程技术人员的具体职责：

一、技术员

１．初步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熟悉机房、值机、安全等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了解本职所使用和维护的设备的线路和性能，独立完成分工范围内的各项工作任务。

２．协助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做好全县广播电视的技术管理工作、设备更新改造和新技术的推

广工作。

３．认真总结工作，每年要写出１份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工作总结。

二、助理工程师

１．掌握和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熟悉各项维护规章制度及机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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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设备和仪器仪表的工作原理、性能、主要指标；了解有关技术设施，独立进行各种比较复杂的操

作，完成一般的大修、指标测试、革新项目，及时判断和处理比较复杂的机器故障。

２．基本掌握广播电视技术管理方法、有关政策和规定，起草一般性的技术文件，协助工程师制
定好全县广播电视技术工作计划和新技术的推广工作计划，并进行实施。协助工程师组织好全县

广播电视技术人员的业务学习和业务培训。

３．认真总结工作，每年要写出１份有一定分量的技术工作总结，在县市专业刊物或会议上发
表或交流。

三、工程师

１．灵活运用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及所掌握的技术管理工作经验和政策水平，在行
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制订好全县广播电视技术工作计划、设备更新改造、技术革新方案，并组织实施，

写出总结报告，整理好有关技术档案资料。

２．运用检修、处理异态、排除故障等实践经验，熟悉各项有关规章制度、技术维护标准及规程，
独立地进行较复杂的设备、仪器故障的处理和维修，使其达到最佳状态，并在非常情况下采取应急

措施，保证机器正常工作、安全播出。

３．与行政领导一起，组织好全县广播电视技术人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并参与本部门技术人
员的技术考核。

４．不断总结工作，探索新的技术，每年写出１～２篇技术论文，在县、市专业刊物或会议上发表，

争取上省级以上专业刊物。

第五，本条例作为每年年终考核依据，在受聘期间，达到条例要求可以连聘，成绩优异者，可作

为专业职务晋升的依据；如果在任期内连年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或解聘、或降低专业职务，或调整

工作。

第六，本条例从专业职务聘任开始之日起施行，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

吴江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岗位职责条例

１９８８年４月制订 １９９１年３月修订

为贯彻实行新闻专业职务聘任制，培养、考核和合理使用编辑、记者，切实搞好广播宣传工作，

更好地为全县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现根据全国《新闻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结合电台实际情况，

特制定编辑、记者岗位职责条例。

第一，本台编辑、记者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

论，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认

真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第二，本台编辑、记者必须热爱广播和新闻事业，坚持党性原则，恪守党的宣传纪律和新闻职业

道德准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第三，本台编辑、记者必须在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认真钻研广播的采、编、录等业务，服

从分配和调度，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杜绝政治性、政策性差错，避免事实、文字和业务性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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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各档次编辑、记者岗位职责的具体要求：

一、助理编辑（助理记者）

１．掌握新闻和广播节目的采访、写作、编辑业务知识和录制等专业技术，比较熟练地运用广播
的特点，完成分工节目的采写、录制、组稿、编辑任务。

２．经常了解和努力熟悉分工节目所及的各系统的情况，做好通联工作，帮助基层通讯员提高

采写能力，并指导通讯员采写有质量的稿件。

３．认真阅读来稿，做到不漏看、不积压；精心编写稿件，做到事实准确、观点正确、主题明确、文

字通顺、字迹工整、稿面整洁。

４．努力提高自采稿件和编写稿件的质量，在保证完成自采定额和日常节目的基础上，每年要
有１至２篇有一定质量的稿件，参加县、市级好稿评比。

５．订出切实可行的政治、业务学习计划，在任期内使自己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有较大

的提高，并每年写出１篇总结业务实践的体会文章。
二、编辑（记者）

１．掌握新闻和广播节目的采访、写作、编辑业务知识和录制等专业技能，熟练地运用广播宣传

的特点，很好地完成分工节目的采写、录制、组稿和编辑等任务。

２．经常了解和掌握县内综合情况及有较大新闻价值的线索和典型，根据县党政部门的工作部

署及群众生活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及时与编辑部负责人一起提出报道要求，并组织开展采写活动，

完成报道任务。

３．精心处理来稿，做到不漏看、不压稿，并能从来稿中发现新闻线索，认真编写好各类稿件。

所编稿件能够较好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事实准确，观点正确，主题鲜明，逻辑清楚，内容充实，字迹

工整，稿面整洁，通顺易播。

４．努力提高自采稿件和编写稿件的质量，撰写有影响的言论稿件，在保证完成职责任务的基

础上，通过具体组织或精心编写，每年要有２至３篇较有分量、较有影响的稿件，参加县、市级好稿

评比，并力争参加省级评比。

５．制订学习计划，总结经验，提高业务水平。任期内，每年要写出１篇总结业务工作的理论文

章，并争取在省、市、县有关部门的刊物上刊登或会议上交流。

第五，本条例作为每年年终考核依据，受聘期间，达到条例要求可以连聘，成绩优异者，可作为

专业职务晋升的依据；如果任期内连年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或解聘，或降低专业职务，或调整工作。

第六，本条例从专业职务聘任开始之日起施行，并在施行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

吴江广播电台播音人员岗位职责条例

１９８８年４月制订 １９９１年３月修订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行播音专业职务聘任制，发挥播音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播音水平，搞

好广播宣传，为全县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根据全国《广播电视播音专业职务试行条例》，结合电台实

际情况，特制定播音人员的岗位职责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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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担任播音专业职务的人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恪守党的宣传纪律和新闻工作职业道德准则，为完成本台的广播宣传工

作作出贡献。

第二，担任播音专业职务的人员必须热爱播音工作，服从分配，忠于职守，遵守新闻工作纪律和

劳动纪律，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局、台行政负责人的领导

下，勤勤恳恳地完成本职工作。

第三，担任播音专业职务的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政治、文化知识，提高学识水平；同时，努力学习

播音业务知识，苦练用气、发声、吐字、普通话语音等播音基本功，不断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播音技

巧，以适应各类播音的需要。

第四，担任播音专业职务的人员必须认真备稿，对所播稿件要尽量多看多读，力求理解稿件主

题，关键处要做好播音记号；录音时，思想集中，按作者、编辑的意图，自然变换感情、声调、语气，力

求“一气呵成”，播出最好效果。

第五，各档播音人员的具体职责要求：

三级播音员

１．基本掌握播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与新闻和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有关
政策。

２．用良好的嗓音、规范的语言、正确的语调，按要求完成各档节目的播音任务。急需时能完成

一般节目的直播任务，并逐步向编播合一发展。

３．不断总结工作，每年写出播音实践的体会文章１份，在县内交流。

二级播音员

１．掌握播音基础理论和语言表达技巧，并初步掌握现代汉语，略懂古汉语；较好地了解新闻和

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文化知识及有关政策。

２．用良好的嗓音、规范的语言、正确的语调，熟练地完成各档节目的播音任务，语言表达符合

节目的要求，独立完成主要节目的直播任务，并能完成主持人节目的编播任务。

３．认真总结播音工作，每年写出播音经验总结的文章１至２份，并争取在县、市专业刊物上刊

登或会议上介绍。

一级播音员

１．较完整地掌握播音基础理论和语言表达技巧，掌握新闻知识，有较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
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并初步掌握古汉语和一门外语。

２．用鲜明的播音特色、熟练的播音技巧，出色地完成各档节目的播音和直播任务；能掌握某些
节目的采编制作或主持节目的能力，并擅长播出听众喜爱的某种节目，形成播音“名牌”节目。

３．不断总结播音实践，撰写理论文章。每年写出有一定水平的播音业务专题总结，在县市专
业刊物上发表或在会议上介绍，并争取在省级刊物上刊登或会议上介绍。

第六，本条例作为每年年终考核依据，在受聘期间，达到条例要求可以连聘，成绩优异者，可作

为专业职务晋升的依据；如果在任期内连年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或解聘，或降低专业职务，或调整

工作。

第七，本条例从专业职务聘任开始之日起施行，并在施行中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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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广电局宣传管理规章制度

１９９６年６月

第一条　为确保广播电视宣传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领导，促进宣传管

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范围：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台，全市各镇广播电

视站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局宣传科（总编室）是局归口管理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局领导对宣传实

施统一领导和宏观指导的参谋和助手，对本局宣传规划的实施负有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的职能。

各台均应建立管理组织，制定相应制度，使宣传管理工作在组织上、制度上得以落实。

第四条　各台应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广

播电视对内对外的年度宣传规划和近期宣传计划，年度宣传规划应于年初报局宣传科（总编室）备

案。遇有重大宣传活动及配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开展的重点宣传战役，应及时制定宣传报道计

划，并报局宣传科（总编室）备案。

第五条　坚持宣传例会制度。局平均每月组织一次宣传例会，由分管宣传的局领导、局宣传科

（总编室）和各台分管宣传的台长、总编室主任、新闻部主任、专题部主任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主要任务是：通报近阶段宣传情况，研究一个时期的宣传重点，提出报道要求，制定规划和落实

措施。

第六条　各台有关节目、栏目的重大调整，对外节目交流合作计划，有较大影响的宣传活动计

划，应事先报局宣传科（总编室），由局宣传科（总编室）报经局长批复后，方可组织实施。

第七条　各台报局的有关宣传工作为主的请示、报告、计划、总结均直接递交局宣传科（总编

室），宣传科（总编室）按行文程序及时办理，在职权范围内提出建议，报局党组织或局长审定。

第八条　加强对各台（站）的节目制作及其播出的监督、管理。

（一）各台都应按照中宣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１９９３〕８３６号文件要求转播中央台和省台

的广播电视节目。

（二）各台应加强节目宣传的计划性，每周的节目播出安排表、宣传报道重点等应及时报送局

宣传科（总编室）备案。

（三）各台与外单位联办的固定栏目、举办重大宣传活动，包括文体活动，应上报审批并报局宣

传科备案。

（四）各台自己制作的新闻、专题、栏目均应按规定严格实行责任编辑、部门负责人、台分管领

导三级审查；重大新闻、重点专题和对外宣传节目应报请局领导审查。

（五）各台都要加强对直播节目的管理。

１．加强报批管理。按照省广播电视厅《关于加强广播电视直播节目管理的意见》，开办直播节

目，均须报局长室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开播。

２．加强宣传管理。各档直播节目要有正确的编导方针，内容要有选择，要有明确的主题，并在

一周前报部门和台领导审定。播出时，要有稿件或详细提纲。对于反映社会热点问题、批评党政机

关工作等类的电话以及记者采访重大突发性事件回传的电话，一律要先录音，经局领导审定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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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播出。谈话类节目，事先要框定话题范围。对敏感话题或容易造成误导的话题，要十分慎重。

对参与电话，可采取预约、导播倒拨、录播或记录转述等方式播出。热线直播节目，播出时应创造条

件使用延时播出装置。

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节目审查制度、领导值班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主持人持证上岗

制度。

（六）各台要增加国产节目播出量，压缩境外节目播出比例。特别是无线和有线电视和镇有线

电视，境外影视剧的播出量不得超过播出总量的２５％，黄金时间（１９至２２时）境外影视剧的播出比
例不得超过１５％。

（七）有线电视台、各镇广电站播出的影视片由省或苏州市有线电视供片站统一供给。鉴于目

前省市供片站提供的影视片尚不能满足播出需要，有线电视台（站）可以从其他渠道购买、交流、交

换影视片，但必须由局音像管理站审查同意，报省厅音像处核发《江苏省有线电视准播证》后方可

播出。要严格执行重播重审制度。

（八）电视台播放文艺节目必须在上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统一组织管理下进行，严禁播放未

经批准的境外影视剧。未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不得

在电台、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站）播出。

（九）禁止在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中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十）各台和镇有线电视要增强法制观念，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播放广播影

视节目，必须尊重版权所有者的权益，坚持制止侵犯版权的行为。

第九条 加强对外单位借用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管理工作。各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参加

外单位的节目主持、录音、配音工作，按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广发纪字〔１９９５〕２６７号文件《关于广播
电台、电视台外借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暂行规定》办理。凡未经局、台领导批准，私自外出从事节目

主持、录音、配音工作的，一律视为违纪行为。

第十条　各台聘用业余节目主持人，应严格把好政治思想、业务关，经过相应的考核以后，方可

择优录用。业余节目主持人上岗，须经过严格的岗位培训，考试合格并经局长会议研究同意后方可

上岗。业余节目主持人上节目均须由正式工作人员带领，特殊情况，须经局、台务会议同意。

第十一条　坚持新闻抽查制度。局每年将组织有关方面专家，确定一个时间段，对各台（站）
进行新闻抽查，就新闻舆论的导向、典型报道的深度、新闻作品的时效性、新闻信息的密集度、广播

电视的特色等方面进行检查、交流、评比，并对先进进行表彰。

第十二条　各台应建立节目评奖制度，鼓励采编人员写好稿、出好节目。对评出的优秀广播电

视节目、好稿在单位内部实施奖励的同时，积极推荐参加上级奖的评比。

市局每年对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及各镇广播电视站选送的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

宣传业务论文等进行评比并实施奖励，并负责推荐参加苏州市级、省级政府奖的评比，对获得苏州

市级一等奖以上的作品要鼓励，并适当提高奖励标准。

第十三条　开展审听、审视工作，建立审听、审视员队伍，对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制作、播

出的节目从内容、形式、播音（主持）、编排等各方面进行审听审视，及时通报反馈，起到总结经验、

纠正不足、促进广播电视宣传质量不断提高的作用。

第十四条　严格报表申报制度，各台重要宣传报道计划、每周播出节目表、季度评稿情况、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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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调查等，应及时报送局宣传科（总编室）。

第十五条　各台发生宣传事故，应及时上报局长室。发生重大宣传事故应同时报上一级广播

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并以书面形式报告事故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及影响、处理情况及整改意见，

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局宣传科（总编室）负责解释，本规定如有与上级规定不符的，按上级规

定执行。

吴江市文广局技术事业管理规章制度

吴文广办〔２００２〕７７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广播电

视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局技术事业科是市文广局归口管理广播电视技术事业工作的职能部门，代表局对无

线广播电视和有线广播电视的事业发展、安全优质播出等行使监督、检查及管理的职能，贯彻落实

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条例等。

第三条　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网络中心及各镇文广中心的广播电视事业

发展应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组织制订监督执行全市广播电视技术事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

发展计划。年度发展计划要求在当年的一月中旬之前报局技术事业科，以便汇总上报。

第四条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依法管理全市有线电视、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

施和社会公共场所电视大屏幕；管理全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工作，检查监督播出质量，维护有线电

视用户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必须按照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广发地字〔１９８４〕２２４号”

文件的有关规定，先申报，经批准后方可建台。严禁先建台后报或建而不报。新建台必须按上级批

准的各项技术参数设置，严禁擅自扩大功率、增加天线高度和自行迁移台址等。

第六条　有线电视播出和传输机构设立、撤消及传输广播电视节目频道配置和调整要严格执

行国家广电总局、江苏省广电局和苏州市文广局有关文件规定，必须先申报，经批准后，方可正式

开播。

第七条　吴江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中心重要设备的添置、更新等必须报局技术事业科备案，

重要设备的报损必须报局审核批准。

第八条　坚持技术事业例会制度。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有线电视网络中心分管技
术工作的副台长、主任和有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主要任务是讨论事业发展规

划、研究技术工作、传达上级有关技术事业发展政策、交流工作经验、组织参观学习等。

第九条　严格报表的申报制度。月报表必须按上级规定在下一个月的５号前上报，其他各种
报表也必须按规定的时间上报。拖延或不报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各台、站发生重大事故（指５分钟以上台内停播，１分钟以上人为责任事故，３０分钟以

上台外停播以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人身伤亡等）应在事故发生后的３天内以书面形式（讲清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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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原因、造成的后果及影响等）报局技术事业科（其中台内停播还应在２４小时内先电话报告）。

第十一条　要鼓励技术人员积极参与技术改进工作和提合理化建议。对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

化建议和技术改进项目，在实际工作中有成效或取得较好效益的，各单位要及时总结材料，并于每

年的９月２０日之前报送局技术事业科，由局技术事业科汇总并报请分管局长组织专门班子进行评

审，对优秀项目给予奖励，并向上级有关部门推荐。

各单位应认真组织技术人员撰写业务工作报告或业务论文，中级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每年至

少完成１篇；局技术事业科负责把优秀论文或业务工作报告定期向苏州市文广局事业处推荐。

第十二条　电台、电视台、网络中心等必须认真抓好技术维护运行工作，严格按照维护工作规

程，确保安全优质播出。要切实制订维护工作制度和人员的岗位职责，严格考核。要求每季对主要

设备的技术指标进行一次测试，并通知局技术事业科派员参加，测试结果要有记录并做好存档。同

时，对推动技术维护工作进步作出突出成绩、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明显的集体和个人要进行表彰和

奖励。

第十三条　“两台一中心”关于技术事业管理方面的报告统一由局技术事业科归口处理，逐级

上报。

第十四条　微波网由苏州市广电微波总站归口管理。苏州市广电微波总站具体负责微波网的
技术运行和日常管理工作，并对各市微波站进行业务指导和检查督促。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局技术事业科负责解释。

吴江市文广局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规定

吴文广人〔２００２〕４０号

第一条　根据上级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规定，结合我局系统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范围是：吴江广播电台、吴江电视台、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以下

简称“两台一中心”）、各直属股级事业单位。

第三条　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满经考核合格，若所学专业与现从事岗位（专业）相同，按初聘

规定可以办理初聘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手续。

第四条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应按各系列任职条件和评审材料要求，由
本人准备材料，单位签署意见，上报局组织人事科初审，局专业技术人员晋升职称考核小组对申报

者进行考核，符合申报条件的，经局领导同意后，报有关评委会评审。

第五条　申报条件
１．专技人员必须在职在岗（专业职称与专业岗位相对应）；跨专业的必须在新的专业岗位上，

通过培训、自学等，创造新岗位的条件，方可申报。

２．专技人员申报评审的论文要求：申报初级必须有１篇苏州市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申报
中级必须有２篇苏州市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申报副高级必须有３篇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

论文的发表时间必须在任职期间。

３．申报中级以上职称的，外语、计算机必须有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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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学历和资历必须符合本专业申报评审条件。

第六条　申报程序

１．每年申报时由局组织人事科通知。各专技人员可对照任职申报条件，向本单位领导报名，
同意后，再到局组织人事科领取有关申报材料。

２．申报者按照规定准备评审材料，在规定时间内送交局组织人事科，逾期作自动放弃。
３．准备评审材料时，申报人必须提供论文、最高学历证书；中级以上的外语、计算机考核合格

证书等原件交局组织人事科，经领导审核后，方可复印并签发证明材料。

４．各申报人的评审材料，经民意测验，局职称考核小组讨论通过后，交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送

市人事局审定后，上报上级评审委员会参评。

第七条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任职资格后，均根据各部门岗位数额和工作需要，并经考核合

格后进行聘任，聘任期为两年。每年年底，各单位结合年度考核对其进行考核评定。局考核领导小

组对专业技术人员在本年度履行聘约、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复核。复核结果作为其今后续聘、低

聘、解聘、晋升职务的依据。低聘、解聘的人员必须符合本规定第十条中的３、４款的规定。
第八条　为进一步强化竞争机制，深化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上

实行评聘分开。

第九条　凡从事现岗位与现个人专业技术职称不对口的专技人员，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培

训，达到相对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转评要求的，可办理职称转评手续。

第十条　专业技术人员聘任管理办法。
１．高聘———聘任期内，对考核结果优秀并符合有关晋升条件的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可优先推

荐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２．续聘———聘任期满，经考核，受聘人员能履行岗位职责，较好地完成了任期目标，根据工作

需要，可继续聘任。

３．低聘———聘任期内，受聘人员的现实表现表明其不能继续担任受聘职务，凡属下列之一者，

应对其低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１）无正当理由，不服从组织分配的；

（２）任职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即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
（３）因个人原因，在工作中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４．解聘———在聘任期内，有下列之一者，可解除受聘人所担任的专业技术职务：
（１）年度考核两次不合格（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

（２）无故不履行聘约的；
（３）玩忽职守，造成重大责任事故与重大经济损失的；

（４）违法违纪的。
５．待聘———对已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因岗位、工作安排等条件的限制，而未能

被聘任的，可等条件具备后，再办理聘任手续。在此期间，待聘人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工作安排。

第十一条　积极鼓励专业技术人员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水平。在聘期内，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对
本专业的业务学习水平，应有所作为，都必须有获奖作品或地市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专业论文、论著，

作为年度考核和续聘、晋升专业技术职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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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专技人员工资待遇实行随岗而定。按照新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享受相应的工资待

遇，实行什么岗位享受什么工资待遇。

聘任、解聘、低聘、待聘或调整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局组织人事科按规定重新调整其工资，经

市人事局审批后，按新职务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

第十三条　专业技术岗位设置
“两台一中心”各专业技术部门的岗位设置，必须以工作需要为依据，本着精简、高效的精神，

在现有在编在岗的人员编制内，按照工作需要合理设岗。

局直属股级单位和机关各科室（指事业编制人员）等有关部门，可根据人员编制、工作岗位需

要和专技人员情况，适当设岗。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局组织人事科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文化、广电两局制定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吴江市文广局关于电视频道资源整合的实施方案

吴文广发〔２００４〕１１６号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８日

电台、电视台、网络中心，局机关有关科室：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市的电视频道从无到有，从一个频道发展到多个频道，电视节目的

丰富和普及，对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和人民群众的心声，对吴江的对内对外的宣传，对丰富老百姓

的业余文化生活，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市县级台受到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的制约，在

新的形势下，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粗放经营已越来越不适应电视事业的发展要求。根据上级新闻

宣传改革的有关精神，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现制订电视频道资源整合的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统一制作、统一播出、集中管理、分级负责的要求，全面整合我市县级台的３套频道资源，
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稳定发展一套，促动搞活二套，积极带动三套，精办栏目，做优节目。坚持电

视节目的政治性、艺术性、观赏性。不断提高收视率，增加领导和群众的满意度，更好地为全市三个

文明建设服务。

　　二、实施办法

这次频道资源整合，结合体制改革要求，按照有利于集中管理、明确责任、便于操作的原则，对

３个频道采、编、播、技术等现有人员、现有设备重新组合，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单位特点、能充
分调动各类人才积极性的新机制。

（一）原来的吴江电视台主频道，整合后为吴江电视一套，侧重于新闻综合内容。对原有的栏

目、节目进行调整与改版，并设置“吴江新闻”、“传媒播报”、“法制吴江”、“农事天地”、“社会纵

横”、“星期天大家谈”、“本周点击”、“下周导视”等栏目；原来的有线频道，整合后为吴江电视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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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社会生活内容，设“新闻晚报”、“我爱我家”、“服务在线”等栏目，还增加２２点３０分的新闻

重播时段，以丰富频道内容，力求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原有的影视频道为吴江电视三套，这次暂不考

虑栏目设置，仍然为播放电影和电视剧专门频道。

（二）整合后３个频道的节目、栏目、技术、播出、影视剧片源组织等任务，以及原来在有线频

道、影视频道从事节目、播出的相关人员，都划归吴江电视台，拟成立新闻中心、节目中心、播出

中心，强化专业管理。并实行频道负责制，设频道总监、副总监，由频道负责人管理节目并具体协

调本频道内节目与创收的配合工作。涉及３个频道的业务协调等由台长负责，广告管理仍由局

广告中心统一扎口，分频道进行考核，与频道负责人的年终分配挂钩。并设立独立的局广告监督

管理办公室，加强监管。允许条件成熟的栏目或频道资源采取公开竞争的办法，进行市场化

运作。

（三）整合后频道的技术、播出全部由电视台技术部负责，将网络中心的摄录编设备全并至电

视台设备库和制作机房统一管理和使用。

　　三、实施步骤

１０月１日到１１月１５日为宣传发动阶段，建立工作班子，制订各项工作计划，做好前期的准备

工作。召开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及所属全体职工大会，进行宣传发动，分解任务，贯彻落实本

方案。

１１月１５日到１２月１０日为组织实施准备阶段，按照工作计划，进行人员调配，设备整合，频道

和栏目包装、宣传及内部竞聘竞岗，明确管理目标，落实责任人。

１２月１１日到１２月３０日为频道整合以后的试运作阶段，３个频道按照新的组合和新的运行模

式进行试动作，签订２００５年的工作责任书及创收任务书，签订对外的一些合作协议，并及时解决试

运行中发现的问题。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开始正式按新的形式动作考核。

　　四、工作要求

（一）成立局频道资源整合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局长及台长任副组长，分别

按技术设备和节目创收组成两个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拟订和实施资源整合的相关工作计划和

方案。

（二）要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教育与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认清形势，顾全大局，服从调配，

相互支持。要按照倒计时的办法，抓紧操作，确保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三）要充分发挥各级干部和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严格组织纪律，在调整期间，保持思想

稳定，工作稳定，坚决防止和杜绝在调整中出现任何差错，确保新闻安全和平稳过渡。

抄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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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文广局关于全市广播电视事业建设与管理工作意见

２００７年３月

根据苏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工作会议的部署，结合我市广电事业工作实际，２００７年吴江市广播

电视事业建设和管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

导，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服务吴江社会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以安全播出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为

动力，以保持苏州市领先为目标，加快全市广播电视科技事业发展，全面提升广播电视综合管理水

平。２００７年事业工作的重点是：全力以赴抓好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着力推进新农村广播电视

“户户通”工程；稳妥实施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基础服务和管理水平。

　　一、加强广播电视事业的行业管理，提高依法管理水平，确保安全播出万无一失。

１．坚持不懈地抓好安全播出工作，不断提高应急处置水平。针对安全播出的严峻复杂形势，

各级要不断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始终把安全播出放在突出位置，做到队伍可靠、制

度健全、措施得力。各播出机构根据新情况、新形势及时修订完善各类防范预案，要把安全防范工

作制度化、经常化。在抓单位内部安全防范工作的同时，要积极与当地有关部门协作，共同做好所

辖区域有线网络和无线插播的安全防范及突发事件的处置，特别要加强对社会公共突发事件的应

对能力，确保任何情况下广播电视播出的万无一失。市电台、电视台和网络中心前端机房均处于我

市防范非法信号攻击的关键位置，责任重大，要熟练掌握各种技术手段，提升自动监测报警能力，提

高监测防范管理水平。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全市安全播出工作要以防范非法信号入侵为中

心，重点围绕确保“十七大”和奥运前期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两个方面展开，广播电视播出和传

输部门要通力合作，各播出、传输部门要根据要求建立组织，健全制度，配强人员，落实各项具体措

施，形成可靠完善的长效运行机制。

２．进一步规范广播电视有无线频率、频道资源的管理，保障中央、省、市节目的安全传输与覆

盖。各单位要自觉依法维护广播电视有、无线管理秩序，对广播电视发射机的更新、广播频率的变

动、有线电视频道的调整、发射天线的移址以及广播电视现场转播等重大事项，要严格执行有关报

批制度，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３．进一步加强“两台一中心（公司）”的内部技术维护管理。要继续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技术维护管理基本规范》，针对在播出质量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各类内部规章

制度。通过各类技术维护制度的完善和落实，把影响安全播出的各类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两台

一中心（公司）”所属各个技术部门要根据２００６年苏州市技术事业检查发现的问题，积极改进，重

点是完善修订各个岗位、部门的工作责任，完善修订各种技术操作和应急处理的工作流程（图），完

善修订各个部门机房的电源、信号、控制等线路图纸，装订成册、资料存档备查。“两台一中心（公

司）”要加强所属技术部门每周、每月、每季的技术维护方面的测试检查，市局将重点对广播电视发

射设备，微波接收、传输设备，有线电视网络指标等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和测试。

４．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维护广播电视播出安全和广播电视社会管理的正常秩序。市局将根据

城郊结合部私拉乱接有线电视信号比较严重的情况，及时打击违法现象，依法维护广电网络传输和

用户的合法权益。各镇要加大稽查执法力度，同时要利用广电媒体的优势有针对性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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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广电的合法权益。广播电视的社会管理是指对所属区域广播电视传输、接收和收看秩序的行

政管理，主要包括卫星电视信号接收秩序的管理，宾馆饭店企事业单位视频内容和信号收看秩序的

管理（有线电视通达，ＶＯＤ点播、广场大屏幕登记，不得私设前端等），以及有线电视传输秩序的管
理（私拉乱接的整治）等。广播电视社会管理工作是维护良好的广播电视传输秩序，净化文化环

境，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防范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广播

电视进行反动宣传，维护社会政治稳定，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持良好社会治安秩序，具有重要作

用，事关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事关国家政治稳定、文化和信息安全。各广电网络分公司必须充分

认识广电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本着属地管理的原则落实广电社

会管理的管理职责，责任明确，落实到人，并积极配合上级管理部门的统一执法行动，要建立广播电

视社会管理秩序的定期巡查制度，每季度上报本区域的广播电视管理情况，辖区内符合条件安装广

播电视接收和点播设备的办证、登记率要达到１００％，按照省市主管部门的要求，各镇广电部门要按
时完成有关居民小区“苏州市卫星规范管理示范小区”的创建任务。

　　二、全力推进农村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加快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促进我市广

播电视事业的率先发展。

　　１．今年是“十一五”计划的第二年，也是我市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的实施年。我们要贯彻落
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把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作为我市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件大事，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强力推进“户户通”

工程。我市“户户通”工程的目标和任务是：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前全市农村实现“户户通”有线电视（以行

政村为单位，农村实际居住户入户率达到９５％以上），力争实现广电服务业在农村的用户普遍服
务。今年农村广播电视发展要围绕两个重点，即在农村用户发展上要实现“户户通”，在农村有线

广播的覆盖上要实现“全覆盖”。为此，２００７年农村广播电视围绕“两个重点”抓好以下两方面的工
作：一是在农村广播方面，要进行镇村合并以后农村广播网的整理和恢复工作，要努力把当前广电

发展的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到农村有线广播网的恢复和改造工作中，使“老广播”焕发“新青春”，继

续开展“苏州特色广播镇”创建活动，已建成的要进一步巩固提高，未建成的要通过努力在两年内

建成；二是农村有线电视方面，围绕“户户通”工程，开展创建“苏州市户户通有线电视镇”活动，并

在此基础上，年内实现“江苏省户户通有线电视县（市）”；有线电视“户户通”已经列入我市今年的

市府实事，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关键是抓紧落实。市网络公司和各分公司要积极行动，争取各级

政府的支持，配合政府落实各项工作，积极努力，争取早日完成“户户通”工作。

２．启动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工程，积极发展网络拓展业务和增值业务，大力推进新媒体业
务。要学习兄弟城市有益经验，在进一步论证的基础上，完善有线数字电视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按照“政府领导、广电实施、社会参与、群众认可、整体转换、市场运作”的总体要求，稳妥实施我市

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工程。市网络公司要根据国家广电总局《有线数字电视试点验收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的要求，制定整体转换实施计划，加大工作力度，结合吴江实际大力推进。

要进一步加快双向网的建设和老网的双向改造，大力拓展集团用户，发展个人宽带、ＩＰ电话等增值
业务。要按照国家广电总局“主动占领阵地、积极拓展业务”的要求，理直气壮加快发展和试验网

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持电视、ＩＰ电视等新媒业务。电视台要在移动电视等新技术方面加紧技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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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和知识储备。国家广电总局已明确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是广播电视的新媒体业务，我们要从

积极占领、加强管理两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三、继续加大广播电视技术装备投入，及时进行设备更新改造，提高全市广播电视设备

数字化水平。

　　１．加快广播电视制播设备数字化进程。根据《江苏省广播电视影视发展“十一五”规划》，“至
２０１０年，省、市级广播电视数字化率达到１００％，县级台超过７０％。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应尽快建立

媒资管理系统，以媒资系统为核心，实现全台制作和播出的网络化，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节目制作成

本”的要求，我市目前与省市局要求、与先进县市装备水平有一定差距，市电台、电视台要在现有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设备数字化装备水平，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数字化率达到８０％以上，同
时要着手制订台内设备数字化、网络化和建设媒资系统的五年规划。

２．加快提高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的固态化、智能化水平。“十一五”期间广播电视发射自有频率
的设备固态化率要达到１００％，同时积极进行转播频率的固态化工作。在发射设备固态化进程中，

要注意同时提高发射系统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

　　四、抓典型促推广，加强网络的维护与管理，提高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工程质量，促进广

播电视事业管理上水平。

　　２００７年各网络分公司继续通过抓典型提高网络运行质量，保证广播电视节目高质量的传输和
覆盖。今年要加强网络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重点对乡镇网络从业人员进行农村广播电视管理

和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和考核，市网络公司要重点扶持一些技术和管理力量薄弱的乡镇，各乡镇也

要加强交流促进学习，通过“比、学、赶、帮、超”使吴江的乡镇广电管理和服务质量共上一个新台

阶。市网络中心今年要抓好数字电视工程的启动工作，为全面推广提供经验；盛泽、汾湖、桃源、七

都网络分公司今年要在“有线特色广播”上抓出成效，努力创建“特色广播镇”；各网络分公司要继

续狠抓农网的工程质量，扩大农网工艺样板村的覆盖范围；要力争在１０月前完成“苏州市户户通有

线电视镇”的创建活动，要在农村用户普遍服务方面有所创新，有所作为，要适应数字电视的发展要

求，合理布局，在去年全部建成镇级“网络服务示范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区窗口和市中心

服务窗口的建设。

　　五、进一步规范乡镇广播电视事业管理，加强技术队伍建设。

网络公司要结合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新变化，事业上提出的新要求，着力配强乡镇广电技

术管理队伍。要结合广电人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行干部竞争择优、职工等级定岗分类的人事制度改

革，激活内部活力，改善广电从业人员的素质结构；要根据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的要求，加大人才

培训的力度，全面提高乡镇网络施工维护及服务人员的技术水平；要贯彻规范，落实制度，全面提高

管理水平。乡镇广电站要认真贯彻《苏州市农村有线电视传输系统工艺、安全和施工规范》、《苏州

市农村有线电视网络维护管理细则》和《苏州市地埋管线工程设计及施工规范》，加强施工和维护

管理；要提高服务水平，运用电脑软件等现代手段，实行规范化服务；要进一步健全档案资料，技术

档案要及时整理归档，对过时的档案资料要定期更新。针对自身实际，积极进行岗位立功竞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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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者推荐参加第三届苏州广电“双十佳”（十佳站长、十佳维护员）的评选。

　　六、不断跟踪广播电视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高广电技术创优水平。

“两台一中心（公司）”及各网络分公司要密切注视广播电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跟踪新技术

的应用，为广电技术事业的创新、创优积累知识储备技术。要对各种广播电视新技术的应用进行跟

踪研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与其他单位合作的方式进行新技术的试点推广，在新媒体领域进

行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市电台、电视台和网络中心要发挥技术人才多、实力强的优势，继续保持广

电技术创优的领先地位，同时积极支持和帮助各分公司的广电技术创优工作。各单位必须完成技

术创新和技术论文任务，并且要求每个助理技术职称以上人员都有技术论文，以提高工作人员的技

术水平和理论素养。

二、作品集锦

１９８２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作品二等奖

说啥有“蛟龙”，原来是条虫

———太湖畔一场闹剧

　　最近，地处太湖畔的菀坪公社渔业大队传说着一件奇事。
怪声惊人

渔村夏夜原很宁静。可住在渔民新村北头的胡永泉，接连多天夜不成寐，因为每当刚入梦乡，

便被一阵“咕咕”的叫声惊醒，那声音沉闷、粗浑，从来没听到过。这声音好像来自西屋墙底下。胡

永泉往往从床上起身，里外找遍，没发现什么。可一上床，那叫声又响起来，使他毛骨悚然。有时他

把一家老小叫醒，屏息静听，越听越觉得奇怪。

无稽谣传

“胡永泉家出了妖怪了！”很快就传出这样的谣言，一下子传遍附近３个公社。有人又说：“胡

永泉家要有灾星降临。”有人说：“胡家通太湖泉眼，可能有蛟龙出世。”这些迷信的人到处起哄，拉

扯上一些自然现象加以胡乱揣测。于是，在菀坪新村这个小镇上，关于叫声的故事被编造得更加离

奇，说什么“胡永泉家屋子底下有只４８斤重的癞蛤蟆，会吐金子……”
深入调查

就这样一连几天，闹得人心惶惶。有些老年人去烧香。青年人出于好奇，纷纷前往观看。有人

作了统计：看热闹的人最多一天竟超过一千人次。

明明是谣言惑众，可怎么说服那些迷信者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讲科学道理，来战胜迷信邪说。

菀坪公社党委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特地派出专人深入调查，渔业大队还派出１０多名民兵协同处理

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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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

７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征得胡永泉同意后，先将西屋墙拆掉，再沿着胡永泉家墙壁挖进一米多

深时，终于真相大白。原来石壁上蹲着一条长不满一尺、只有筷子那么粗的小动物。请懂行的人辨

认，它属黄鳝类的脊椎动物，特别是头部较大，呼吸时两鳃一鼓一鼓的，发出沉闷的“咕咕”声。

胡永泉家夜来叫声的谜解开了。说啥有“蛟龙”，原来是条虫。现在，公社已帮助胡永泉家重

新砌好那堵墙，周围恢复了平静，他也夜夜安睡了。

（吴江广播站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６日播出，主创人员：史民德）

１９８５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作品二等奖

既要“一碗饭”，又要“一桌菜”

农村常把农业与工副业之间的关系生动地比喻为“农业一碗饭，工副业一桌菜”。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我市农工副三业协调发展，“饭香菜多”，农民收入增加了，“泥饭碗”吃香了。

但是，现在有少数地方重工轻农，“无工不富”压倒了“无农不稳”。出现了“花木兰”进工厂，

“赵子龙”跑单帮，“老黄忠”守田埂的现象。一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把责任田看作为“拖累

田”。个别甚至忙于外出挣钱，忘了回家种田，出现土地抛荒，自己砸了“泥饭碗”。

陈云同志指出：“１０亿多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

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陈云同志的话，说得多么亲切，多么实在，多么及时啊！俗话说，“粮

是宝中宝，任何时候不能少”；“一年减产挖底仓，两年减产心发慌，三年减产闹饥荒”。我国三年自

然灾害期间因缺粮带来的困难，３０多岁以上年纪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农业这个基础不能削弱，粮食生产更要重视。既要在“一桌菜”上做文章，又要在“一碗饭”上

下功夫，把“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统一起来，互相支援、协调发展。

（吴江广播站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２日播出，主创人员：王学新）

１９８６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作品二等奖

莘塔乡荡西村农民建房，互帮互助，不请吃喝

今天，莘塔乡党委向全乡各村发出通知，赞扬荡西村建房互帮互助、不请吃喝的好风气，并且推

广了他们的经验。

荡西村农民在建房中互帮互助、不请吃喝，既不是请不起，也不是不会请，而是村党支部加强教

育的结果。近几年来，这个村党支部坚持把建房中互帮互助，不请吃喝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他们利用各种会议和广播、黑板报等经常宣讲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并

且把建房互相帮助，不请吃喝订入村规民约，使全村干部群众自觉遵守，逐步形成了一家造新房，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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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来相帮的良好风气。第十生产队农民陈其龙，本来经济收入很多，加上储蓄得了５０００元奖金，手

头比较宽裕，但是，他建造楼房时也不摆酒席，宴请帮工。

荡西村之所以能坚持建房互相帮助，不请吃喝，还有一条原因是村干部以身作则。这个村农民

造新房，村干部只要有空一定去帮忙，但是一个也没有留下吃喝。一次，九队农民陈奎元家造新房，

村党支部书记陈连兴和其他村民一起去帮忙。因为上楼板，一直忙到晚上７点多钟才收工。房主

陈奎元觉得让人家饿着肚子回家，有点过意不去，就准备酒菜，招呼大家吃了晚饭再走。村支书陈

连兴不但自己婉言谢绝，而且说：“今天请了，明天还请不请……”一番话说得陈奎元打消了请客的

念头。

荡西村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到现在，全村新建了１３０多幢楼房，没有一户人家大摆宴席。按照外地

造一幢楼房请客吃喝开支１３００多元计算，这个村至少节约了１５万元请客费用，真是一个可观的

数字！

（吴江广播站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播出，主创人员：王夫其、徐福林）

１９９１年度江苏省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二等奖

绸乡之春

【开始曲后混播】

听众朋友，吴江县盛泽镇广播电视站，现在又到了播送《绸乡之春》节目的时间了。我是范晓

红，欢迎您收听由我主持的《绸乡之春》节目。

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谷”。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在这生产捷报频传的时刻，我

们绸乡盛泽又从首都北京传来一大喜讯，１９９０年度中国乡镇企业“十大百强”评比揭晓了，我镇乡

镇工业产值以１０４５８４万元，雄踞全国十大乡镇榜首，被誉为“华夏第一镇”；同时揭晓的还有，我镇

印染总厂和东方印染厂分别以工业产值４１５７９万元和１７２９６万元名列全国十大企业的第三名和第

七名。

听众朋友，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应该说这是我们全镇７万多

勤劳智慧的人民用心血和汗水辛勤浇灌的硕果，在这春潮澎湃，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

好的成绩，真是可喜可贺。

消息传来后，我们《绸乡之春》节目编辑立即走访了镇党委书记吴海标。

当我们急匆匆走进书记办公室时，工作繁忙的海标书记马上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出访问录音】

编辑：吴书记，您好！

吴：你们好！

编辑：我们盛泽镇这次被评为全国“十大百强”第一镇，确实令人鼓舞。我们想请您谈谈我们

盛泽是怎样连跳五级，夺取全国乡镇第一名的？对这次夺得全国第一您有什么想法和新的打算？

吴：盛泽镇名列全国十大乡镇第一，是全镇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盛泽镇之所以能夺得全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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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看主要是靠全镇人民和衷共济，大胆改革，奋力拼搏的结果。在发展乡镇工业过程中，我们坚持了

集体经济为主，坚持了发展丝绸工业为主，着重在配套成龙上、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上、先进设备的引进

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上下了真功夫，花了大力气。如何对待第一，我们认为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

表现在和将来，更不能把成绩当作包袱，只有把荣誉变成动力，加倍努力，奋发拼搏于今天，才可以实现理

想的明天。当前我们要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发展步伐，再展宏图，创造出更新、更优异的成绩。

【间奏乐】

听众朋友，刚才海标书记这番激情洋溢的谈话，说出了我们全镇人民的心里话，同时也提出了

新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是啊，我们盛泽镇发展乡镇工业走过的道路确实不是平坦的，起步于７０年代，发展于８０年代，
壮大在９０年代。记得在１９８０年，全镇乡镇工业产值只有８５００多万元。大家知道，盛泽镇的名字

一直是与丝绸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盛泽的丝绸如虎添翼，迅猛发展，全镇

１１８家乡镇企业中，从事丝绸生产的就有９５家。正是这上百家企业和教育科研单位，以及日趋壮大

的全国最大的东方丝绸市场，组成了一条包容专业教育、科研设计、织造生产、印染整理、深度加工、

检验出口、批零销售于一体的丝绸巨龙。预计今年到年底，全镇乡镇工业产值可望突破１５个亿，创

造６年翻三番的崭新纪录。
【间奏乐】

听众朋友，这几年，在我们盛泽，村办丝绸业有很大发展。您一定到过坐落在镇东郊的永和村，

这个只有３００多农户的普普通通的小村庄，永和丝织厂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丝织厂，可是近年来，这
个丝织厂发展较快，３年三大步，年年翻一番，成为盛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昨天，我和《绸乡之

春》节目编辑沈永富驱车采访了这个厂。呵！几个月不见变化那么大，只见“永和丝织厂”五个金

光闪闪的大字立在新颖别致的厂门上端，宽畅的水泥厂道，崭新整齐的厂房，正在破土动工的新厂

区，给人以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感觉。在忙碌的人群中，我们找到了厂长王水根。

【出采访录音】

编辑：王厂长，您好！今天我们想请您谈谈你们厂的发展情况，好吗？

王：近年来，我们厂与全镇其他企业一样，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发展更快，今年

１～９月创产值５４０多万元，增长４６％，纯收入达到１０５万元，增长４２％，基本实现了产值、效益、税金
同步发展。

编辑：嗯，对于下一步企业的发展有啥打算呢？

王：一是形成规模，扩大延伸，促进三业协调发展；二是进一步狠抓产品质量的提高，以质量去

抢占市场；三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加投入，争取明年织机再翻一番，达到２００台。
【间奏乐】

听众朋友，我们盛泽这条丝绸巨龙得以腾飞，是因为有一大批敢于开拓的舞龙人。盛泽印染总

厂的创始人，全国农民企业家、省劳动模范徐关祥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当过军人的徐关祥工作雷

厉风行，印染总厂开发产品快，上新项目快，以快取胜，他提出“月亮当作太阳数”。从１９８５年初的

５５万元贷款，７４名职工，６只染缸，１１间简易棚起家，经过６年艰苦创业，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
的乡镇印染企业，拥有固定资产４８００多万元，自有流动资金３０００万元，１９９０年印染丝绸和化纤织

物达１．４亿米，产值４．５亿元，利税超过３０００万元，一跃成为江苏省明星企业。徐关祥说得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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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评比结果是鼓舞，更是鞭策，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发扬勇于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使盛泽印染总厂更上一层楼。

【间奏乐】

听众朋友，我们盛泽镇乡镇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信息，信息就是机遇，信息就是效益。好，我

手边有３条刚刚收到的经济信息，现在就奉献给大家，我们愿意多为听众朋友提供服务，当好发展

乡镇工业的宣传员。

全县乡镇企业第二届新产品展评会昨天在我镇结束。我镇参评的２３只产品夺得新产品奖。

其中，工艺织造厂研制生产的乔麻纱、涤绉类系列产品，目澜丝织厂研制生产的 ９７２９６蓝云缎、

９７５６８司其绉和盛泽印染总厂生产的华龙绸、蒙丽肖等１０只新品获得了一等奖。

从有关原料公司获悉，７０Ｄ－１７Ｆ锦纶丝，产品包括台湾产华隆、新光、地球牌比较俏销，目前市

场售价每吨３１５００～３２０００元左右；同时日本的７０Ｄ－７６ＦＡ或１８Ｆ的锦纶丝也比较走俏；还有生产

仿真丝产品的７５Ｄ、５００Ｄ进口涤纶有光三角异型丝原料也比较抢手。请各厂家注意。
来自东方丝绸市场化纤产品的最新销售信息：老产品涤平纺一直保持常态，新产品毛边涤平纺

销售十分抢手，呈现供不应求之势；仿真丝产品客户比较欢迎，特别是乔麻 －５之类更受欢迎。以

上信息，请镇村丝织厂领导在生产经营决策时参考。

好，经济信息就说到这里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由范晓红为您主持的《绸乡之春》节目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眼下正是大战

四季度，力争１５亿的关键时刻，请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和安全生产，生产最忙，安全不能忘，做到“高

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听众朋友，再见！

（盛泽镇广电站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７日播出，主创人员：沈永富、范晓红）

江苏省广电厅评委点评：

如果说经济宣传是乡镇广播节目的重头戏，那么苏州乡镇企业的宣传则是最为精彩的一笔。

还在乡镇企业初露峥嵘时，乡镇广播就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它遭受挫折，乡镇广播全心全意支持爱

护；它发展壮大，乡镇广播更是满腔热忱鞭策激励，可以说，乡镇广播节目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尽了绵

薄之力。吴江县盛泽镇丝绸企业发达、声名远扬。镇广电站的广播节目直接取名《绸乡之春》，它

的殷殷之情呼之欲出。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盛泽镇被评为华夏第一镇，镇广电站及时制作了这档节目，有

回顾，有展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几条短信息，更显出乡镇广播愿为乡镇工业服务的拳拳之

心，也是乡镇广播发挥其信息优势的特色所在。

１９９４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作品二等奖

百名丝绸能人跨省承包全国２／３喷水织机

年终岁末，从“丝绸之乡”盛泽镇农工商总公司传出喜讯，全镇１００多名丝绸能人跨省市承包全

国２／３喷水织机，一年获利３０００万元，引起了全国丝绸同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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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著称的盛泽镇，改革开放１６年来已投入８亿元，经过四轮技术改

造，丝绸生产装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全镇先后引进喷水、喷气织机１０００多台，占织机总数的

２３．２％，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盛泽镇引进喷水织机不仅时间早，品种全，遍及国有企业和乡镇

企业，而且逐步摸索积累了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等一整套经验，喷水产品多年畅销国内外市场。

同时还锻炼造就了一批既懂技术、管理，又熟悉市场营销的复合型人才。而其他省市引进的喷水织

机，由于机制、技术、管理和市场等因素，多数企业效益不佳，有的甚至连年亏本。

这批“丝绸细胞”颇多的丝绸能人捕捉到这一信息后，凭借东方丝绸市场的独特优势，敢于冒

风险，不辞辛劳走南闯北，采用风险抵押、租赁承包、技术承包和营销承包等多种形式，承包了江苏、

浙江、安徽、四川、甘肃等全国１０多个省市的８０００多台喷水织机，既帮助引进设备效益不佳的企业

扭亏为盈，又为绸乡复合型人才输出开创新路。如兰州市棉纺织厂丝织分厂早在１９８５年引进９６

台喷水织机后，长期亏损，到１９９３年还亏损２８万元，成了企业的沉重包袱。今年１月，盛泽工业公

司第二经销部陆仲达等人以租赁形式承包了这个分厂，一包５年，承包从原料、织造到产品包销经
营。经过一年的努力，运营良好，除上交每年的３０８万元承包款外，还盈余７０多万元。

（吴江广播电台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播出，主创人员：王学新）

１９９４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作品二等奖

徐关祥的三件宝

当你走进盛泽印染总厂大门，就可以看到高高耸起的三大塑像———鹰、钟、球。熟悉厂长徐关

祥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特意设置又十分珍惜的三件宝贝，是系着他企业魂魄的稀世宝物，也是徐关

祥为盛泽印染总厂的创业、发展施展的“金术魔法”所在。

徐关祥，１９８７年以来多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全国乡镇企业家，江苏省、全国先进

退伍军人，又是江苏省乡镇企业唯一的一位党的十四大代表。他领导的盛泽印染总厂连续４年被

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徐关祥，这位从田畈里走出来的优秀乡镇企业家。１９４５年生，属鸡，可他喜欢鹰，喜欢展翅高

飞的雄鹰，又因为印染厂的“印”在吴江方言中与“鹰”谐音，他想带出个性格属鹰的企业。

１９８５年建厂开始，盛泽印染厂只有６只染缸，１１间简易棚，７４名脚粘泥巴的职工和账册上５５

万元贷款，真是可怜巴巴。

有人说乡镇企业是属鸡的，偏偏这只先天不足的雏鸡，安置在与国有县属印染厂只有一墙之隔

的地方。

有人笑：“大饭店门前摆个粥摊。”

可徐关祥心中有谱，选择这个地方，也好！是让人记住这里不是舒适安逸的摇篮，国家没有定

粮供应，一切得靠自己，靠脑袋，靠双手。

环境严峻，吃不饱就得饿死。

他开始寻找一切机遇，大机遇、小机遇，他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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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凭着得天独厚的盛泽丝绸业，１９８６年创办东方丝绸市场时，他悟到了一点什

么。一下子就定下好几个门面，决定从这里打开市场，拓宽视野。事实证明他这一步走对了，对他

日后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和新品开发起了不小的作用。

有个北方客户因有便车带回，要求厂里一天内加工３万米化纤坯绸。为了客户满意，徐关祥满

口答应，接下任务。

一次客户来问有没有水洗真丝绸卖。本来可以轻松地回答一声“没有！”可徐关祥回答得那样

沉重，那么勉强，过后决定闯闯这道难关，生产当时市场极少见的水洗真丝绸。

这块土地上的人也许世代受丝绸的熏陶，“细胞”特殊，他和技术骨干拖来两匹真丝绸试制，起

绉、染色、成型，日日夜夜，反反复复，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产品投放国际市场后，倍受外商青

睐。这个产品后来在江苏省优秀新技术开发和项目评比中，荣获了“金牛奖”。

几年来，他们就是这样摸过来的，华龙绸获全国丝绸精品金杯奖，美艺缎、双面缎获中国妇女儿

童用品银杯奖，蒙丽绢获省丝绸精品金陵杯奖，还有十几个部优、省优产品奖。

在一只只金杯、一块块奖牌的闪光中，伴随的是规模设施步步上，经济效益年年翻。

徐关祥貌不惊人语惊人：“乡镇企业最初属鸡，满足于趴着啄食，永远飞不起来，只有变鸡为鹰，

才能腾飞。”

于是同茅庐的雏鸡，变成了雄鹰，飞了起来。

１９８９年后，盛泽印染总厂从单一的印染加工企业，发展成纺、织、染一条龙，集科研、生产、经

营、服务于一体的集团型企业，出现了以鹰命名的鹰翔大厦、鹰翔庄园、鹰翔集团。一个小小的“粥

摊”印染小厂，发展成为拥有占地面积６０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０万平方米，有２０多个经营实体的

现代化丝绸印染城，固定资产已接近１０亿元。１９９３年，他的企业创利税首次突破１亿元，连续６年
在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名列前茅。

一个属鹰的企业就这样诞生了！她雄健、威风，驮着希望在展翅飞翔。

【间奏乐】

徐关祥的第二件宝贝是钟。这是只准时走动的电子钟，钟强化了“盛印人”的时间观念，催人

奋进。

乡镇企业的职工前身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心中的“时针”容易随心所欲地走，然而

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今天，时间就是效益，怎能听之任之？为此，徐关祥在厂门显要处安置了这

台大钟面的电子钟，时刻提醒和告诫人们要跟上时间的步伐。

１９９２年初，盛泽印染总厂从日本引进１０４台喷水织机，不等日本专家到，徐关祥就耐不住自己

动手卸车、安装、调试，一直到正常生产，每台只花了３个小时。等日本专家到厂，１０４台喷水织机早
已机声隆隆，生产的产品也已推向市场。见此情景，日本人傻了：“都说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强，没想

到中国这块地方的人时间观念还要强。”

总投资４．５亿元人民币的纺丝工程，一期工程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投产了。当时有人感到

有压力，呶起嘴。“不行吗？我另请高人。”他的话逼得当事人不得不点头。

当时的德国专家对此感叹地说：“我到大陆１１次，没有见到这种严明的纪律，分秒必争的时间
观念。”

徐关祥自豪地说：“因为我们是‘盛印人’，所以有如此高节奏、高速度、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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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奏乐】

球，地球，是徐关祥，也是“盛印人”的第三件宝。

圆圆的地球，成了驱动“盛印人”前进的轮子，成了“盛印人”要将产品打到全球去的象征。

这位昔日小学毕业的孤儿，当过兵，又回乡做农民的汉子，如果说当初办厂目标只是不想让“粥

摊”塌下，只是想和“大饭店”竞争一下的话，如今他已成功了。只是他的目标又转换了角度，看得

更远，心胸随之更宽广了，难怪职工们说：“徐厂长心中装着个大地球，早把眼睛盯住了国际市场这

个大舞台了。”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盛印人”创造了一年产量可绕地球６圈的奇迹。

中国曾以其神奇的丝绸打开、牵系了西方通道，展示了中华民族智慧的辉煌。然而，现代国际

市场上五光十色的丝绸、化纤，标的都是意大利、法国、韩国等国的产品。我们国家基本上停留在某

些生丝白坯绸的出口水平上，市场价格只有国外名牌面料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徐关祥心里越想越不服，他决心要生产高新产品，创造出自己的名牌，打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乡镇企业的产品要站稳脚，打出去，技术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来不得半点马虎。”徐关祥说到

做到。他一方面广招人才，先后有４０多名专业对口的大中专毕业生自愿到盛泽印染总厂落户，全

国各地３０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已成为企业的智囊团；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职工的操作水平，注意业务

培训，谁质量上出纰漏，该罚的罚，决不含糊。

一个高温季节，一名姓胡的职工把一批南洋绉染成了次品，虽然小胡是厂保卫科长的外甥，但

徐关祥硬按厂规通知这位职工家长，要么照价赔偿，要么把儿子领回去，不要再来上班。车间主任

向徐关祥求情，徐关祥却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我在一个人身上开绿灯，明天就会有一大批不合格

产品出现。”第二天，小胡在父母陪同下，把２０００元钱交到财务科，并作了检讨。从此，小胡牢记教

训，细心操作，一等品率长期保持在９０％以上，成了印染质量标兵，后来被提拔为纺丝染色小组

组长。

为了攻克印染质量难关，徐关祥捧起科技书籍到处请教，深入车间和工人一次次试验。一次试

着试着，在机器边上睡着了，他已有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工人们悄悄把厂长抬出车间让他休息会儿，

醒来后，他又钻到了车间里。经过反复试验后，这个“土”技术员终于找到了原因。于是大胆改革

工艺流程，使产品合格率提高到了９９％。

徐关祥，敢于瞄准世界一流先进水平，利用先进设备、技术。加大高档次新品开发力度，形成一

批能主导市场的“新、难、尖、独”拳头产品，涤纶异型丝、涤纶超细旦丝已成为纺丝产品中的一支

奇葩。

说了这一些，回头想想徐关祥的三件珍宝，其实并非他独特创造。鹰，造物主造的自然活物；

钟，家家户户不会缺；地球，人类共同生存的地方。只不过被徐关祥拿来，被“盛印人”擎起，则另有

一番神灵罢了！他以鹰、钟、球三件宝，树立了一种独特的企业精神，高标准激励企业员工抢时间、

抓市场、奋力拼搏，营造了奋发向上、永无止境的强烈氛围。

我们衷心祝愿徐关祥领导的鹰翔集团，像雄鹰展翅，搏击长空，飞越大洋，飞向世界。

【乐曲扬起，渐隐】

（吴江广播电台１９９４年２月４日播出，主创人员：徐宏慧、王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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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度江苏省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三等奖

金溪之春

【出音响】：“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渐隐、混播】

甲：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１０月１１日，本站的《金溪之春》节目又与大家相会了，欢迎大家

收听。

乙：现在先向大家说一条新闻：昨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一行，在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和吴

江市委、镇委领导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我镇的杨文头村，视察农村现代化建设，赞扬杨文头村

的农村现代化工作开展得扎实，起到了“领头羊”作用，并对村领导说：“希望你们把农村现代化建设搞

得更好。”李副总理亲临视察和嘱咐，进一步坚定了杨文头村在苏州率先实现农村基本现代化的信心。

甲：我们这次节目呢，就专门来讲一讲发生在我们身边，要看看得到，要摸摸得着的杨文头村的

现代化建设。

乙：杨文头村呢，已经连续两次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现在呢，又被列为苏州市、吴江市农村现

代化建设的试点示范村。按照苏州市委在本世纪末农村实现基本现代化的要求，正在大张旗鼓、扎

扎实实地开展着现代化建设的工作。

甲：在村展览室里，一个现代化的新杨文头村栩栩如生而又静静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村民委员

会主任吴金荣介绍说，【出音响】：“我们村基本现代化建设的思路是，按照苏州市委提出的在本世

纪末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总目标，实行一次规划、分步实施、量力而行、配套发展。基本现代化的方向

是‘五区五化’。五区是：工业技术开发区、村民住宅区、文教娱乐区、农贸集市商业区、农田保护和

副业生产区。五化是：农业机械化、村庄园林化、卫生无害化、通讯程控化以及村民生活城市化。

【以下混播】多好的一幅蓝图！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个农村新天地。我们想呢，不久的将来，神

州大地上将会是满园春色，“换了人间”。

乙：听众朋友，请跟着我们走出展览室，走上经济文化中心大楼的顶层，去展望一下进行得如火

如荼的现代化建设的神韵吧。我们看到从村部向西伸展连接３１８国道的柏油公路正在向南北两侧

拓宽，双向车道中间是宽阔的绿化带，她象一条五彩缤纷的缎带，把杨文头村舞为南北两方。

甲：村级公路南端是村民住宅区和近千亩丰产吨粮田。外聘工程技术人员安居的“聚贤楼”潇

潇洒洒地立在路边；紧连着的是３０幢花园式农民别墅楼，气宇轩昂，漂漂亮亮，前后左右种满了花

草绿树。再往西一段是村里的第二期别墅工程，正在破土动工。到明年６月份，又有３４户村民可

以住进别墅楼。

乙：到杨文头村的人都知道，老住宅区有一条狭窄的河道，这也和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是历代

村民用来取水和行船的。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水泥村道浇到了家门口，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弯弯曲曲了几千年的河道也得到了改造。村里的气魄也真大，把桥拆了，把河填了，然后在中间开

了一条小河，两边驳了石岸，石岸上边呢，铺了水泥楼板，又填上了土。经过这样一改造，中间是小

桥流水，两边花木草坪，还要摆上石凳石桌，村民们工余假日，可以在绿树花草中徜徉散步，在桌凳

上赛棋品茶，还能静下心来，听一听小河流水浅唱低吟……

甲：杨文头村的西南边有一个杨文荡，村里规划要把这里建成“小西湖”。现在围着荡滩已经做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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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在明年春天植树种花，浇水泥路，造一批亭台楼阁等，村民们有了一个谈天说地、休闲静思的去处。

乙：村级公路的北侧，是村办工业区，这是杨文头村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后盾。９４年村

办工业产值４．２亿元，实现利税３０００万元，今年呢，也能实现利税３０００万元以上。金杨集团拥有
固定资产１．８亿元，村办工业发展，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额资金。

甲：在农业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村办工业，反哺着农业基础建设，推动了农业生产现代化。

农业耕作区内，机耕路四通八达，构筑了４０００多米的永久性沟渠，４０００多米的石块护坡，建成近千

亩吨粮丰产田，购置了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一批大中型农机具，建造了１０坐标准化灌排机
房，累计总投入已达５００多万元。农田耕作实现了机械化，实行了规模经营，８０％以上的村民进入

村办企业工作，他们每月领工资年终领奖金，全年收入在一万元左右，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乙：在采访中，我们信步来到了别墅区，巧遇在村里工作的吴川根同志。

【出音响、录音】

记者：唷，老吴，在家里呀！

吴：哎，在屋里。这次我们村里第一期工程已经结束，交付村民使用。村里凡是符合新农村规

划公房条件的村民都可以享受，这次我也买到这样一套花园式别墅。

记者：这套别墅到蛮灵光，有多少平方呀？

吴：１５６个平方。村民只要一次性支付４００块钱一个平方，像这套付５８０００块（元）不到一点。

房子蛮灵光，是中套。村里为我们通了电话、闭路电视、电火、自来水，还装了两套卫生设备，村里为

每幢别墅补贴到４万块钱，像我们这些乡下人能够住上别墅，做梦也想不到。这些都是村级经济发
展，村领导带领我们大搞新农村建设的结果，给我们村民带来实惠。

记者：对！对！

甲：杨文头村的现代化建设是全方位起动，环环紧扣。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基本现代化起来，家

家喝上了自来水，通了有线电视、电话、动圈喇叭、自发电，村里有图书室、歌舞厅，村民的生活方式

多姿多彩，欢乐愉快。

【出音响，歌声渐隐、混播】

甲：听众朋友，此时此刻，你是否感觉到这是都市里的情景？可是，这些确确实实是从田野里飞

出来的歌声。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陶冶了村民的情操，提高了村民的道德素质。多年来，杨

文头村无刑事犯罪、无封建迷信、无超计划生育，出现互助互帮、互敬互爱的社会新风尚。在推进农

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两个飞跃。

乙：杨文头村农村现代化建设，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但村党总支一班人胸

怀大志，为民造福是巨大的内在动力。村党总支书记、江苏金杨集团总经理谭逢林同志，全身心地

扑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上，他亲自抓经济投入，抓规划建设，抓实施进程，带动了全村村民关心支

持村里的现代化建设。

【希望的田野乐曲扬起，渐隐去】

甲：杨文头村的干部群众表示：再经过２至３年的努力拼搏，要在苏州市率先实现农村基本现

代化，当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

乙：好，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金家坝镇广电站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１日播出，主创人员：袁留海、陈燕珍、小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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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度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江苏省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

情系江村六十春

【出现场效果】

今年九月底，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欢聚在费孝通的出生地———吴江市松陵镇，参

加“费孝通教授６０年学术研讨会”。

【出录音】费孝通：“我感慨很多，因为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６０年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只

有２０多岁，现在已经８０多岁了……一生也没有做多少事情，觉得很惭愧，不是客气，而是真心话。”

“我的一生总的来讲，主要的一条线就是搞学问、学术。研究中国人、中国社会，题目很大，所以搞了

６０年。”

费孝通的江村调查，竟是从一次不幸的遭遇开始的。１９３５年费孝通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并取

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这年秋天，他听从导师的建议，怀着“志在富民”的人生目标，到贫穷的广西大

瑶山地区作实地调查，开始走上了中国社会实地调查之路。１２月１６日傍晚，迷了路的费孝通跌入陷

阱，腰部和左脚骨受伤，妻子在奔呼救援时跌入溪涧急流不幸身亡。１９３６年夏天，费孝通回到家乡休

养。这时他的姐姐费达生正在太湖边上的开弦弓村推广蚕桑改良和缫丝技术，费孝通听了姐姐的建

议，到开弦弓村实地调查。两个月里，他拄着拐杖，走村串户，与农民广交朋友，记录到这一社区政治、

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许多资料。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后，在现代社会学奠基者之一马林诺

斯基教授的指导下，他写成了《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这篇论文，它是一块反映三十年

代中期江南农村历史的“断层岩”标本，它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活、分配和交易体系，以及与这个

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这篇论文在英国出版后，被列为人类社会学名著和大学人

类学课程中的必读书目，马林诺斯基称赞它“将被认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

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人类社会学者无不受到这一论著的启发和影响。

日本社会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成员中根千枝教授说：【出录音】“费

先生的艰辛努力是今天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费先生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要从中

国人的智慧中去学习”。

开弦弓村，这个被费孝通取为学名“江村”的村子也随着编著《江村经济》而名闻于世，它不再

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开弦弓，而是作为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被赋予了民族的标志。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江村沦陷，隔断了费孝通与家乡人的音信。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常想去

看望那里的乡亲们，但事与愿违，一直没有去成。直到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

花”，他才得以到江村住了二十天。二十一年后重返江村，他走东家，看西家，白天黑夜，和乡亲们促

膝交谈，常常一谈就是一天一晚。为了核对每个数字，村里的青年朋友打算盘，他用笔记下江村从

互助组到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巨大变迁。

费孝通在《重访江村》、《重访江村（其二）》这两篇文章里写道：“不用说，这个村子和千万个其他

的农村一样，这二十一年里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巨大的变化，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

没有剥削的社会。谁看不到这个变化，或是低估了这个变化的意义，那么他一定是个瞎子。”同时，他

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粮食增产了，但缺钱改善生活。他为此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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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忡忡。他建议农民养蚕、养羊、养鱼，因地制宜发展副业，并重新提出发展乡村工业的问题。在五十

年代，费孝通的这一观点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遭到批判。然而，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诚恳

地要求领导能注意这个问题。但时隔不久，他便成了“大右派”。江村调查不得不因此而中断。

二十年冬去春来，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的时候，费孝通梦寐以求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的春天终于来到了！

【出录音】费孝通：“我是从７０岁吧，８０年，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回来后我就接受了一个任务，恢

复中国的社会学……自己主要回忆过去重新继续我第一段生命里所做的事情，就是调查中国农村。”

他还说：“我袋里只有１０块钱了，不该随意零星花掉，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他估

计余生还有十年时间可做学术研究，他要用这“１０块钱”换来失去的二十年，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
富民大业。

１９８０年，英国人类学会决定１９８１年冬天将授予他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赫胥黎纪念
奖章。费孝通是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为了撰写领奖时的演讲稿，在阔别２３年后，费孝

通终于又回到了他牵肠挂肚的江村。他在村里住了４天。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８日，费孝通在英国举行
的颁奖大会上，做了《三访江村》的演讲，在１２０００字的讲稿中，他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学者

介绍了“江村”４５年来，主要是解放３２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年来社区经济发展的情况。
费孝通对我国农村的社会调查的热情更加高涨，他不顾年事已高，到江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

调查。

费孝通几乎把他的一大半时间放在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上，并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研究风

格，就是带着“富民”的重大问题，边走边看，走一路，看一路，分析一路，探讨一路。江苏省小城镇

研究会会长、学者朱通华说：【出录音】“从１９８２年以后，我跟从费先生做了很多调查，大家都认为，
费先生是一座桥，是学者与农民之间成功地架起的心心相通之桥……他晓得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

真正了解人民的疾苦。”

如果说，费孝通到四访江村时，他的视野主要注视着一个江村，那么１９８２年１０月的五访江村

时，他的视野已开始扩展到随着乡镇工业兴起而出现的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１９８３
年春末夏初，费孝通又到吴江住了一个多月，他披风沐雨，昼夜兼行，调查访问了县里十多个小城镇

的历史和现状，在这年９月召开的江苏小城镇研讨会上，他做了题为“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发言，
他的敏锐的发现、精辟的见解和深刻的阐述，立即在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胡耀邦同志阅后批示在

党内推荐：“这本小册子值得一看，费孝通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有理，

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以后，费孝通又多次追踪调查这个问题，并整理发表了《小城镇再探索》、

《小城镇新开拓》、《论小城镇及其他》等一系列文章，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开创了建立这一门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道路，而且为按照中国实际情况，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方面解

开了一个扣子和难题”。

小城镇的研究，使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他把村镇工业作为小城镇的内

核来研究，它的广度和深度已大大超越了他的第一次学术生命，这项研究首先在他的家乡产生了巨

大的物质力量，曾多次陪同费孝通访问的原吴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体会尤深：【出录音】“我

们吴江在费老的指导下，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１９８１年经济产值还不到１０个亿，现在已经超过了

３５０个亿。吴江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超过４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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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费孝通如今仍经常四处奔走，仅１９９５年，他花了

１４８天的时间行程８万公里，去进行社会实地调查。最近几年，费孝通社会调查的范围更为广泛，他

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装在心里，他行行复行行，足迹遍及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

区，其中他八上甘肃，三下沧州，三到宁夏。他为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提供

新的思路，已经或将在实践中结出丰硕成果。他还接受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进行了长江三角洲

之行，调查如何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中共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说：【出录音】“改革开放以来，费老重新焕发了青春，多次就区域发展等

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言献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

费孝通研究的课题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步调一致，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出录音】费孝通：“假定说，是什么东西推动我这么写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这是根本的一条。”

费老的社会调查不仅对人类社会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江村乃至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和

推动作用，而且他的实事求是、严谨的治学作风也成为我们的楷模。北京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马戎

说：【出录音】“我跟费先生调查研究，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入户调查，和当地的老百

姓叙叙家常，自己拿记录本，自己做记录，争取拿到第一手材料。这么一种精神，也是我们很敬佩的。”

费孝通教授在一篇《八十自语》中写道：“我在跨线之际也试图自己答复自己。尔志何在？我

的答复也是四个字：‘志在富民’。这四个字也许可以贯串地表现在我从三十年代起所写的文章之

中，我有希望在这一生中能看到消灭在贫困线下的数字。”

各位听众，在我们这篇报道将结束的时候，请你再听一听一位今年８６岁的伟大学者费孝通教

授吐露的心声吧：【出录音】“研究中国人、中国社会，题目很大，所以搞了６０年了，我是把人家的话

接过来，把它串连成一篇文章。谁的话？是群众的话，是农民讲的话，一生就做这么件事情，还想继

续做下去，一直做到我最后一天吧。”

（苏州广播电台、吴江广播电台合作，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播出

主创人员：张惠明、王学新、汪于定、徐斌、万秋等）

１９９６年度中国广播奖二等奖

费孝通江村调查６０年的启示

听众朋友，不久前，我们吴江人民为自己的老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举行了江村

调查６０年欢聚会。
费老今年已经８６岁高龄，从他第一次到吴江太湖之滨的庙港开弦弓村开展调查研究，到今年

正好是一个花甲。６０年间，他２１次访问江村，还走遍了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每一个省、市、自治

区，跟踪调查甘肃、内蒙等省区的一些贫困农牧地区。他不停地调查，不停地研究，不停地写作。纵

观费老６０年的调查研究，他年轻时立志以社会调查作为济世之道，他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广大

农村，他所经历的两次人生劫难，进入古稀之年以后所达到的境界，以及许许多多感人肺腑、催人奋

进的事迹，撞击着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一连串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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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一：调查研究，大有可为。费老在江村调查６０年欢聚会上：【出录音】“我的一生总的

讲，主要的一条线就是搞学问、学术，学术的内容是很狭小的一块，就是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

研究中国人，中国社会，题目很大，所以搞了６０年了。我是把人家的话接过来，把它串成一篇文章。
谁的话？是群众的话，是农民讲的话，我从他们的话里看他们的生活，我看了之后把它记下来，变成

我的文章。一生就做这么件事情，还想继续做下去，做到最后一天吧！”

费老毕生调查研究的成果具有丰厚的学术价值，为此他获得了国际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他的调查研究成果还为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的主张做出了贡献。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

员会委员中根千枝教授说：【录音，英文略】“费教授在社会学领域中的长期艰辛努力在今天得到证明，

是贵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费教授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文化。当今世界上流行的关于人权与民

主的口号，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存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我们应当从中国人的智慧中去学习。”

费老努力探索农民脱贫致富的道路。他的调查研究在家乡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原吴江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说：【出录音】“在费老的指导下，我们吴江的经济得到了大步的发展。１９８１年

吴江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到１０亿元，现在工业总产值超过了３５０个亿。吴江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超过
４５００元。”费老６０年调查研究，为故乡造福，为人民造福。调查研究，的确是大有可为的！

“调查研究，大有可为”曾经是我们一个响亮的口号，调查研究是我党传统的工作方法之一，是

干部的一项基本功。然而，近些年来，这个口号逐渐淡忘了，有些同志无心扎扎实实地搞调查研究，

却搬出时髦的理由掩饰浮躁的心态，他们十分模糊地说，现在是信息时代，凭借新闻传媒和一台电

脑，就可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

有了发达的新闻传播事业和电脑是好事，但是，要掌握自己所在地区、系统、单位的具体情况，了

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实事求是地做出决定，指导工作，还是要迈开双脚，搞实地调查，舍此没有便捷的

办法。“调查研究，大有可为”是真理；换句话说，“要想大有作为，必须调查研究”，同样是有道理的！

启示之二：中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思想宝库，广大农村是调查研究的广阔天地。本世纪二

十年代开始，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农村，到农民中间去开展工作。毛泽东搞农村调

查，从政治、军事上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梁漱溟在农村推广科学技术，改良农村经济；陶行知推

行平民教育的主张，把乡村作为主要实践场所。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费孝通于１９３６

年初访江村。他认识到，中国农民传统的“男耕女织”表明农业孕育工业，中国的工业在良好的社

会条件下，会从农业中生长出来，中国不会象西方“羊吃人”那样通过牺牲农民的残酷过程来实现

工业化，与此对应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的大中城市未经充分发育，负载不了工业化过程中由

农业转向工业的人口。因而，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１９８０年前后勃

然兴起的苏南乡村工业就是费老期待了几十年终于应运而生的“农业中生长出来的工业。”随之而

来的苏南小城镇建设高潮几乎使费老的精神长期处于兴奋状态之中。

费老搞农村调查，以小学生的谦逊态度到农民当中去吸收智慧的养料。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

命时无限欣慰地说：“一旦我又有机会重返农村里去调查，我的思想也就象草木把根插入了土中，从

此又得到了滋养。”费老的学生、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对于他的这种理念体会尤深，马戎说：

【出录音】“你在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向群众学习。他说，很多地方好的经验，群众做了，但由于文化

和知识的限制，不一定能够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我们就是把群众的发明创造，用文字的语言和

社会学的术语把经验总结出来。实际上，真正的创造者是人民。”

４５３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启示之三：从事调查研究，要有崇高的目标。费老的老朋友，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出录

音】“费老说过，他一生之计，志在富民。一个学者的成就，能够达到的高度，不仅取决于他的才智、

韧劲和机遇，也取决于他的精神与人格的高度，在同样的机遇面前，心忧天下，埋头苦干，不求人知

的人，会取得超过常人的成就的。”费老６０年农村调查，一以贯之，因为有一个崇高的目标，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有一个精神支柱。１９３５年他开始社会调查，在广西大瑶山跌进捕捉老虎的陷阱，自

己身负重伤，妻子寻呼救援时坠崖溺水身亡。他在悲痛中下决心，从此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事，完

成亡妻的未竟事业。１９５７年重访江村后，说了句真话，被定为大右派，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他致力

于翻译社会学著作。在崇高的目标支撑下，他终于等来了好时光。费老的经历应了两句古诗：“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调查研究是滴水穿石的工作，要下水磨工夫。调查研究的结论是逐步逼近真理，成果需要随事

态发展反复修正，只有怀着崇高的目标，不问收获问耕耘的人，才有希望做出独特的建树。

启示之四：调查研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江村调查６０年欢聚会上，中共中央

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概述了费老６０年的业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出录音】“改革开放以来，费

老重新焕发了青春，在掌握了详实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多次就区域发展等重大问题，向中共中

央、国务院建言献策，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０日，江泽民总书记邀请费

老在中南海晤谈，费老就“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谈了一个多小时，江总书记不

时点头，认真做笔记，最后说：“这个设想是个好主意”，并用英语重复着说：“Ｇｏｏｄｉｄｅａ！Ｇｏｏｄｉｄｅａ！”

中央对费老调查研究的重视，反映了时代对调查研究的需求和呼唤。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日新月异，社会经济急剧变革，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制订政策，如何对各种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如

何规划未来，都必须以切切实实的调查成果作为依据。

然而，许多同志对此缺乏敏感，他们大量的宝贵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文山会海和庸俗应酬之中，

在迎来送往中虚度时日。

不错，在费老带动下，我们吴江，乃至苏州形成了一支调查研究专业力量，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

果。但调研工作基本上是领导出题目，秀才做文章，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有时不免隔靴搔痒。如果

各级领导带头，再加上专业力量，解决实际问题的力度就会强得多。例如苏州古城保护和古城改造

问题，苏州市委领导亲临居民区调查，发现６万户居民还在用马桶，感到苏州人不能提着马桶进入

２１世纪，提出了街坊改造的设想。苏州市委、市政府形成共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取得了突

破，受到市民万众一心的肯定。我们的调查研究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说明我们还没有取得

费老的真经。对一个对象跟踪调查，搞它许多年，揭示出比较深层次的带普遍性的理性认识来，这

才是费老江村调查６０年的真谛。

我们要恢复调查研究的权威，重新实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做出好样子，带头练

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困难户家里去，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亲自动笔做

记录，写调查报告。这样，机关干部、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也会跟上，调查研究就会蔚然成风。

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苏州广播电台、吴江广播电台合作，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０日播出

主创人员：沈建洪、张惠明、王学新、徐万秋、徐斌、汪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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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度中国广播奖三等奖１９９６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

华鑫之路

【《经济立交桥》节目开始曲……】

（女）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红柳，坐在我旁边的是黄华，我俩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见面。

（男）欢迎收听今天的《经济立交桥》节目。

（女）听众朋友，我市有一家乡镇企业，它在困境中改变思路，把目光转向农业，发展养殖业，短

短五年，它成了“１９９５年中国最高利税总额乡镇企业”。这就是位于八都镇的中国华鑫集团。

【音乐，压混，然后渐隐去……】

（男）１９８４年，太湖边上出现了一家专门生产丝巾的小厂———吴江工艺纺织厂，厂子从成立那

天起，日子就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张剑明受命于危难之时，摆在他面前的是３台织机，１８名两年没领

工资的工人。

当时，通过电视，张剑明了解到，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常戴的那种黑白相间的头巾在中东地

区比较流行。

（女）张剑明不辞辛苦找资金、跑市场，总算把阿拉伯头巾研制成功了，然而，刚刚拿到出口中

东的许可证，还没容他们喘口气，海湾战争爆发了，厂里一下子积压了５０多万条头巾。

路，在哪儿呢？

（男）一天，张剑明从一个外地朋友那儿得到信息，现在不光江南有“无鳖不成宴”的说法，北方

人也爱吃甲鱼了，张剑明一听，乐了。他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甲鱼的需求会日益增大，

因为，中医认为甲鱼全身都是宝，营养全面，有强大的抗肿瘤功效，开发甲鱼市场前景乐观。从１９８６

年到１９９０年，甲鱼的价格以每年５０％的速度上涨，价格高，效益好，政府又一贯重视农业，优惠政策

多。而且八都靠着太湖，有大量的荡滩，水质好，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运河、３１８国

道从境内穿过，交通便利，厂里的职工又有好多搞过这种家庭养殖。

（女）张剑明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他们都占了。

【出录音】“我们当时考虑还是搞农副业，但是搞农副业究竟搞什么，人家比较成功的养四大家鱼、

家禽、家畜啊，养鳗等等。人家比较成功的路，我们不去走，为什么不去走，你去走，往往就跟在人家后

面，人家有效益了，大家都去上，上了就下来了。所以，我们选了甲鱼这样一个空白。”【录音结束】

（女）１９９１年，他们筹集１４０万元资金，征用２３亩土地，成立华鑫公司，走上了养鳖之路。一年

下来，产值２４０万元，创利１１２万元，一下子抱了个“金娃娃”。

（男）市场不需要一律的思维方式，从田野上崛起的华鑫在陷入困境后，没像有些企业那样如

陀螺般在原地打转，或是从一种工业跳到另一种工业，而是又回归到了农业。

（女）这是一种跨产业、跨城乡的资源优势组合方式，它比传统的“工业支援农村”的模式更加

深刻，更加有效。在市场机制推动下，企业主动把观念、技术、资金和管理的资源优势同农业土地，

劳动力资源优势组合，就能共同突破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农副产品供给的瓶颈。

（男）华鑫开始走上养鳖之路的１９９１年，我市一些小规模丝绸企业在市场冲击下纷纷陷入困境，而大

规模的丝绸企业却稳立潮头。张剑明从吴江星罗棋布的小规模丝绸企业的兴衰中领悟到：船大才能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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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所以，华鑫集团成立之时就提出：如果今后甲鱼市场不景气，中国只剩一家养鳖企业，那就是华鑫。

（女）走规模化、集约化道路，使华鑫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一点，张剑明感触颇深：

【出录音】“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甲鱼上投资１亿５千万元，保证这１亿５千万元资产年年要产
出，而且产出要比人家高。所以，我们到９５年底基本上固定资产利润率在５０％，销售利润在４７％，

比同行都要翻几番。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说是靠了规模，靠了配套优势。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

尽快地搞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饲料配套，一个是良种配套，这两个项目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

【录音结束】

（男）１９９２年春节前，邓小平同志迈出了他南巡的步伐，香港报纸首先披露消息，辐射全中国，

震惊世界，大批国外客商纷纷看好中国市场；国内一些大企业、大财团、大专院校也在踊跃寻找合作

伙伴；而此时的华鑫养鳖事业也正是“水中捞金”，众多国内外客商看到了华鑫的潜力和希望。

（女）张剑明紧紧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向外开拓，向上挂靠、向内横联。华鑫经过与一些国内外

客商多次谈判，反复筛选，本着互惠互利，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先后与中国纺织物资总公司、

澳大利亚ＣＴＲ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香港轩星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吴江华
昌、华洲、华港三个水产养殖公司，成立了中华鳖繁殖基地，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国内唯一的中华鳖

专用全价饲料企业———华东甲鱼饲料有限公司，运用气流筛选新工艺，年产全价甲鱼饲料６０００吨。
华鑫还与中国纺织物资总公司、澳大利亚ＣＴＲＣ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创办了吴江华尔康天然保

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华鑫牌纯鳖粉和中华鳖口服液系列。整个集团形成了从种鳖产蛋、幼鳖孵化

到成鳖饲养、商品鳖销售和深加工以及鳖饲配套生产的工厂化养殖、集约化生产体系。

（男）回归并不是退回去搞农业，而是在高起点上创办一种以农产品为原料、运用新技术、有高

附加值的新型农工商企业。

（女）谈到华鑫集团公司如何重视科技、用好人才时，总经理张剑明介绍说：

【出录音】“为搞好养殖，我们下了很大功夫。从两个方面考虑，主要是提高技术力量，在技术

力量上，我们是自己培养和引进相结合。从目前来说，我们从全国各大水产学院和水产研究所聘请

了８位教授，其中一位教授常住在我们这里担任我们研究所的所长。而且我们又在今年办了一个
２３名同学的水产专业班，又送了６名到上海水产学院去培训，这样就把低水平、粗放型的养殖提高

到了规模型、集约型的养殖上。”【录音结束】

（男）他们立足高起点，重视依托科技，对养殖业进行深度开发。针对甲鱼工厂化养殖完全改

变了甲鱼生长环境和生产规律，技术要求高、风险大的情况，他们请来了专家教授连续攻克了甲鱼

的孵化关、越冬关、防病治病关和饲料关，使每只种鳖产蛋达３５枚，鳖蛋受精率８８％，幼鳖成活率从

野生的２３％提高到９２％，商品鳖外池成活率为９５％，生长期从野生的四五年缩短为十四个月，料肉
比为１．６∶１，突破了目前有关资料的最高纪录。

（女）至目前为止，华鑫集团公司已拥有１２家成员企业和３个研究所，现有员工９７２人，其中各
类技术人员近百人，总资产达２８４００万元。

（男）华鑫已被农业部批准为第一个国家级集团，华鑫的甲鱼养殖场占地面积达１５００亩，年产

幼鳖１５０万只，商品鳖１００万只，养鳖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１９９５年，华鑫集团公司创利４０６２万
元，今年他们又制定了确保利润６０００万元，争取实现利润８０００万元的目标。

（女）大家知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屡屡出现趋同现象，其症结在于思维上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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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方向的单向性，特别是大多数人在思想上根本回归不到农业这个第一产业上来，从而形成了

这样一个错误认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取决于摆脱农业的程度，甚至不少地区以破坏性方

式，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并以此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而华鑫却毅然将目光转向

农业，一跃而成为“经济巨人”。

（男）华鑫的实践证明，农业要取得好的效益，关键在于把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经营转变为种养

加、贸工农一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关键在于资本、资源、技术、管理等要素上的优化组合。

（女）华鑫研究市场，及时转轨，进而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机制，为乡镇企业拉动农业

的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结束曲】

（男）听众朋友，今天的《经济立交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下周一继续收听我们的节

目，再见！

（吴江广播电台１９９６年２月５日播出，主创人员：许姝雯、王华凤、黄家华）

１９９６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作品二等奖

利康集团实施南北挂钩发展区域经济

昨天，投资１２００万元的淮阴康捷医用纱布炼漂有限公司在苏北淮阴县老张集乡建成揭牌，这

是我市江苏利康集团在苏北兴办的第五个独资企业。它标志着利康集团在淮安、淮阴等地顺利建

成了一个完整的医用材料生产体系，实现了第一阶段的产业转移。

利康集团是“全国卫生材料行业４０家最大经济规模企业”之一，又是全国１０家最大经营规模的

乡镇企业之一。利康集团在美国休斯顿建立美国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不断开拓美国市场，公司生

产销售的医用手术巾、隔离服、医用鞋帽等占美国市场的４０％。利康集团虽有广阔的国际市场，但是

近年来因成本的提高，制约了规模经济效益。苏南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危机，带来务工人员严重的

不稳定，利康劳动力流动年更换率高达７０％。利康集团董事长沈其南从省委、省政府的南北挂钩、区
域经济共同发展、加快全省奔小康步伐的决策中受到启发，大胆地实施了“把企业龙头留在苏南、生产

基地转到苏北、创汇窗口设在海外”这样一条三位一体的经营策略。从去年５月起，先后２０次考察淮

安、淮阴，陆续在淮安市复兴乡、溪河镇、徐杨镇和淮阴县渔沟镇、老张集乡办起了康兴、康和、康阳、康

平、康捷５家子公司。这５家子公司全部招收当地员工，并由利康集团独资经营、管理，仅用一年半的

时间迅速形成了规模的生产经营能力，成为我省发展区域经济的一个成功典范。

利康集团把生产基地转移苏北，为１２００多名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全年增加了４００多万元的

工资收入，促使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还培养了一批生产经营型、技术型和管理型的人才。同时上交

税金２００多万元，为当地盘活存量资产提供了条件，还带动了当地一批为利康集团子公司提供原辅

材料的企业，推动了淮阴地区经济发展。利康集团实施了“三位一体”战略，使企业初步实现了跨

区域集约化经营的规模效应。今年集团公司销售额达４．５亿元，比１９９５年递增了５３％。

（吴江广播电台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９日播出，主创人员：孙玉良、秦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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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度江苏省优秀电视作品二等奖

吴江市造地面积超过建设用地

画面 解　说　词

　　现场背景大面积水稻

田，成熟的稻穗随风起着

波浪。

　　收割现场。

收割机往返作业。

　　农机手面对过去还是低

洼的荒草地，如今变成丰产

田，感叹不已。

　　丰收的农民忙着将机割

脱粒后的稻谷装上车。

　　市领导现场办公，规划

复垦面积，落实土方。

土地复垦现场多台推土

机将荒地高岗推平。农民铲

除废田埂，肩挑土方，平整

土地。

挖泥船载河中吸取河底

淤泥，输泥管道从河中一直

排到陆地，卷着沙石的泥水

从管口喷出，沉淀后凸现出

新的田块。

全国人大、政协专项调

研组在吴江考察土地复垦

情况。

成片的复垦田中，农民

在播种、施肥。长势喜人的

水稻、小麦、油菜丰收在望。

　　主持人：观众朋友，秋收时节，我身后的这片农田，稻浪翻滚，遍地金黄。然而，谁能

想到，这片丰收在望的稻田，一年前还是一片不长庄稼的荒地。

【采访农创村村长陆阿弟】

陆：我们村去冬今春以来，复垦整治土地近１３公顷，根据收割后的测产，亩产量有

６００公斤左右，预计（全村）增加产量１２万公斤左右。

【采访收割机手】

收割机手：这里原来是一片荒草地、废河浜，今年复垦今年就种上了水稻。现在收

割，想不到有这么高的产量。

农创村当年复垦当年丰收在全市仅是一个缩影。今年，吴江市有１９８公顷的复垦

田，当年都获得了好收成。

近年，寸土寸金的吴江市在快速高效发展经济的同时，因地制宜，掀起了一个又一个

土地开发复垦的热潮。

全市结合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挑高填低，把废高地、废土坑、废河浜和

老宅基地变为综合配套、稳产高产的良田。全市复垦整治土地达２３９１公顷。

贯穿吴江市的京杭大运河和太浦河综合整治工程，因拓宽疏浚河道，清出的淤泥将

压废大量农田，同样，吴江境内的３１８国道改建拓宽工程又要挖废大量耕地。在两大工

程中，吴江市实行一土多用的整治方案，在河道沿线选择３０多个荒废水面和低洼地作为

排泥场，冲泥复垦、穿堤筑路。不仅解决了拓宽国道所需的土源，而且还新造土地３６３

公顷。

【采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

吴：汾湖滩的复垦造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把一些矛盾转化成为互相促进的因

素。本来国道重要，但缺少泥，结果泥又用上了，这完全是辩证法。

自国务院颁布《土地复垦规定》以来，吴江市累计投入资金３２８４万元，开发复垦土地

２７５４公顷，而全市非农业建设用地２４４０公顷，造地规模超过建设用地３１４公顷，实现了

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为全市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

万：人口多，地少，而且经济发达，需要非农业生产占地。但是怎么样解决矛盾，还要

达到粮食自给，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总的来讲，江苏在土地这个问题上做得好。

主持人：经济发达的吴江市，建设用地与土地保护矛盾十分突出。吴江市造地规模

超过建设用地，为经济发达地区合理使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走出了新的路子。

（吴江电视台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日播出，主创人员：钱繤、柏林、王林弟、魏雪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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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度江苏省优秀乡镇广播自办节目二等奖

家乡好

【开始曲，压低混播】

七都镇广播电视站，现在是广播自办节目时间。

甲：听众朋友，大家好！《家乡好》节目又和您见面了。【音乐渐止】

乙：今天是１０月１０日，农历九月初九，在这重阳佳节，我们祝老年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甲：昨天，全镇各条战线的１５０位老人被请到镇政府，听了镇领导的介绍，又乘上了七都公交

车，看了镇容镇貌。【出录音，混播】接着又参观了亨通、金装、双塔等镇办企业，整整一个上午，老

人们对家乡的变化感慨万千！

【出录音】

老杨：“噢！变化真大啊！我们七都的变化真是大得不得了，一年不来就不认识路了，商店一爿

一爿，厂越来越多，路越来越宽，清洁卫生，搞得很好啊！”

徐老太：“我们七都发展得最快，变化最大。走（转）过许多乡镇，（觉得）都比不上我们七都建

设得好！”

乙：是啊，农村老人平时上街的机会不多，现在请他们来看看城镇建设，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变

化，老姐妹老弟兄聚一聚，老人怎能不高兴呢？

甲：这趟出来，老人们碰到的新鲜事还真多。

乙：哦？说来听听。

甲：先说说乘的小四轮公交车，干净舒适，招手即停，价格合理。都说以前真羡慕城里人有车

乘，现在七都有了公交车，出门真方便！

乙：要不是这两年镇上花大力气拓宽了２０多公里的镇级公路，村村通了柏油路，哪有这么方便

的交通呢！

甲：对！全镇６２辆公交车，在１２条镇级线路上往返营运。最近镇上又投资了１０万元建了１９

个不锈钢候车亭，使省级卫生镇的面貌更富现代气息。

乙：听说一个乡镇开通那么多公交车，在全国也属少有呢！

【间奏乐】

甲：再说说老人们参观过的几个厂吧，现在七都是“电缆之乡”，名声响当当。全镇三家国家级

的电缆集团生产的通信电缆占全国的七分之一，亨通集团电缆产量销量连续两年名列全国的第一

位，今年发展趋势良好，可望夺得三连冠。

乙：那么，电缆厂也是老人们参观的重点吧？

甲：当然了，大家到了亨通集团，看到全厂上下都在为生产京津高速公路用的光缆干线而奋力

拼搏。在一台台先进的高科技设备面前，老人们啧啧称赞，可算开了眼界！

乙：现在老人们不稀罕吃的、着的，镇上请他们来看看，觉得比什么都有意义。还有啥新鲜

事呢？

甲：这第三件新鲜事，老人们感慨更多！他们听了镇长介绍全镇引进大批科技人才的情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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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专家１０名，还招进２００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在企业工作。不少老人说，以前交通闭塞引不进也

留不住人，现在经济发展了，交通也方便了，进来了金凤凰啊！

乙：是啊！老一辈为家乡的发展出过力流过汗，看到家乡的变化自然欣喜万分。因为今天的成

果，都是他们打下的基础呀，我们大家不能忘记他们的功绩。

甲：对！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在前天，镇妇联表彰了６８名“尊老敬老”好媳
妇。在全镇２８个村中，受表彰人数最多的要数丁家湾村。

【音乐扬起，压低混播】

乙：说起丁家湾呀，可真是了不起，物质精神双丰收。这个村开展的“八星家庭评比”活动还被

苏州市树为典型呢。

听众朋友，现在就随我们的录音机到丁家湾村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村的精神文明新风尚

吧。【音乐止】

【出录音】“我们感到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思想相当活跃，精神文

明建设也必须要抓上去，否则要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因为我们感到每一个家庭都是社会的一个细

胞，只要一个家庭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整个村上的工作，所以结合我们村的实际，开展了争创“八

星”家庭的活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一个家庭。”

乙：生活中，人们常爱用“星”来比喻各行各业的代表，“星”的多少也成了级别的标志。丁家湾

村就是把“星”和家庭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新风户活动，三年来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甲：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你一定想知道“八星户”的具体内容，让我慢慢告诉你听。这八星是

指守法星、节余星、和睦星、育子星、养老星、义务星、卫生星、致富星。丁家湾村的“八星家庭”活动

每两年评定一次，采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评比方式。这项活动评比实打实，不是搞形式、走

过场。

乙：那么评比的依据是什么呢？

甲：评比的依据是他们制定的《评比八星家庭的章程》，对每颗星的要求都有具体内容，符合实

际，看得见，摸得着。村民对照着章程要求做，心里踏实。

乙：现在，丁家湾村已评出星级家庭３０５户，占全村总户数的９７．４％，其中有４户得６颗星，１７

户得５颗星。在村里，农户很看重这个荣誉，并为此做出了努力。我们采访了８组的村民张永才。
【出录音】

记者：张永才你好，你们家评上了几颗星呢？

张：我们家评上了五颗星。

记者：哦，哪五颗星呢？

张：致富星、卫生星、义务星、和睦星、守法星。

记者：你觉得开展评比星级活动有什么好处呢？

张：开展评比活动好处很多，首先对我们内心起鞭策、督促作用。我是搞经营的，在做生意经营

上很有好处，“星”争得多、争得少很有讲究，星争得越多，人的光荣感越强，别人的信任感增强，在

某种意义上说，“争星”和“争钱”差不多重要。

甲：八星家庭评比，“长短自己量，斤两他人掂”，没想到一掂一量，就掂量出了丁家湾人的荣

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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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最初，有人不在乎，认为寻得着钞票就够了，有星没星无所谓。后来发现，各家的斤两长短

明摆着，代表各家脸面，于是开始看重这星的价值。

甲：６组的村民陆新伟是个党员，他家１９９５年一颗星也没评上。村里召开表彰大会那天，他怀
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颗星也没捧回来，心里也不是滋味。夫妻俩分析原因，觉得在

家庭和睦和敬老方面做得还不够。两人商量一定要努力，争取来年得几颗星。于是，夫妻两人克服

缺点，严格要求，终于在今年评比时捧回了敬老星、和睦星、义务星三颗星。

乙：俗话说邻里好、赛金宝，家和万事兴。评星活动对这方面也有很大的促进。下面，让我们听

听丁家湾村８组的冯根英是怎么说的。

【出录音】

记者：冯根英，你好！

冯：您好！

记者：开展星级活动有几年了？

冯：三年了。

记者：哦，三年了。那么你觉得开展活动以来村里的面貌有没有改变呢？

冯：有改变。比如“和睦星”，就拿我们家来说，婆媳关系就一直很好。现在，村里、邻里再听不

到吵架的声音了。

记者：现在吵架的声音听不到了，风气很好哇，是么？

冯：是啊！

甲：如今，村里的公益事业大家也关心。上半年，村里投资４６万元建一条柏油村道，４６万元中，

有１０多万元是各家自愿捐献的。
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难做，人所共知，而丁家湾村的八星家庭评比活动却成为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同步发展的有效载体。张树林书记说：【出录音】“我们村通过三年来的“八星家庭”评比活

动，现在，一个遵纪守法、团结和睦、敬老爱幼、文明卫生、勤劳致富，积极完成各项任务的良好风气

正在形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间奏乐】

甲：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结束前再给大家播几条快讯。

乙：通讯员报道：今天薛埠、行军两个村的老年活动室正式挂牌活动，这样，全镇２８个行政村村

村建起了老年活动室。

甲：眼下正是水稻灌浆抽穗的关键时刻，水浆管理很重要，镇农技服务站要求农户抓住最近几

天，勤打跑马水，夺取今年水稻丰收。

乙：从最近镇决战四季度动员大会上了解到：我镇今年以来工业生产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产销

两旺，全镇完成总产值２２亿元，镇政府要求全镇上下奋力拼搏，决战四季度，完成全年２８亿元的目标。
【结束曲】

甲：听众朋友，快讯就播送到这里，今天的《家乡好》节目全部播送完了。

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甲：再见！

（七都镇广电站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播出，主创人员：章政瑛、小侯、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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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度江苏省文化好新闻二等奖

芦墟山歌韵味长

甲：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红柳。

乙：我是阳光，欢迎收听由我俩为您主持的《鲈乡采风》节目。

【出芦墟山歌录音（方言歌词）】

“官塘路勿走么草盘窠哎，吾山歌勿唱忘记多哎，嗨嗨嗳，哎嗨嗨，忘记多哎，嗨嗨嗳【从这里开

始压低混播】……”

甲：哎，阳光，你知道吗？我市芦墟不但盛产鱼米，也盛产山歌，芦墟山歌那充满泥土气息的优

美旋律潺潺地从水乡一隅流淌出来，像汾湖水一样清澈亮丽，刚柔相济，沐浴在芦墟山歌里，你能感

受到山歌贴肤的温暖和泥土一样坚韧而又质朴的精神。

乙：是呵，芦墟山歌这门植根于汾湖之滨的民间艺术，以它独特的艺术形式、顽强的生命力和广

泛的群众基础世代流传在江、浙、沪毗邻地区，不久前，江苏省文化厅还把我市芦墟镇命名为江苏省

民间艺术之乡———山歌之乡。

甲：其实，芦墟山歌也叫“吴江山歌”，又称“响山歌”或“呜哎嗨嗨山歌”，是吴歌的一个重要支

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歌谣学会会员、吴江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徐文初告诉

记者：

【出录音】“根据《县志》记载，是在宋代以后，芦墟山歌就有了文字记载，芦墟山歌在吴江特别

是芦墟那个地方广泛传唱，而且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不管男女老少，都能够哼几句，可以说是非常

普遍的。”【录音止】

乙：解放前，芦墟人用《苦长工》等山歌来诉说人间不平事；解放后，他们用《长工翻身歌》、《幸

福不忘共产党》等山歌来歌唱新生活。十年“浩劫”，山歌受贬，歌手哑了嘴，山歌断了腔。如今，改

革开放为山歌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氛围，芦墟山歌这一散发泥土芬芳的民间文化艺术，又重新焕

发出了它夺目的光彩。

甲：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音乐社会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曲

指挥庄汉对芦墟山歌是这样评价的：

【出录音】“我觉得这个芦墟山歌它的特色独具一格，我很受感动的是它的高亢、它的古朴；再

一个，旋律进行是很动人的，确实是优美动听。我觉得它跟一般的小调比起来，它的层次要高。它

反映的生活角度、生活的深度要比一般的深。”【录音止】

乙：在芦墟山歌中最著名的要数长篇叙事山歌《五姑娘》。这首长达２０００多行的《五姑娘》是

迄今发现的汉族最长的叙事山歌，专家学者称这是继《阿诗玛》、《刘三姐》之后，我国又一部民间文

学巨作，它填补了长期以来“汉族无长篇叙事民歌”的空白，被誉为“伟大的史诗，卓越的发现”。

《民间文学》、《诗刊》、《钟山》、《新华日报》等报刊相继刊登，还被编成苏剧、锡剧、电视剧上演、

播放。

甲：是呵，《五姑娘》的发现确实轰动了海内外。１９８８年以来，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员施聂女

士及丈夫高文厚先生慕名八顾芦墟，走遍芦墟每个村庄，访问上百名老歌手，录音录像，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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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墟山歌丰富的蕴藏量和精深的艺术内涵令他们赞叹不已，称这是“中国的乡土明珠，世界的艺术

瑰宝”。回国后，他们编著出版了《中国吴歌》一书，详尽地介绍了芦墟山歌。１９９０年，日本东京学

艺大学汉学家铃木键子，也专程来芦墟考察芦墟山歌。１９９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苏州考察吴
歌后，称芦墟山歌是“中国民族民间艺苑中的一朵奇葩”。

乙：芦墟山歌通过许多外国友人的热心传播，已远涉重洋，蜚声海外。

甲：十月下旬，我市一批文艺骨干赴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芦墟山歌这一民间艺术也作为吴江市

的特色文化，漂洋过海，登上了日本内滩町的艺术舞台，得到了日本友人的高度评价。

乙：唱山歌是非常闲适而富有情趣的。人们在田间插秧耘苗，或在夏夜乘凉歇息时放声高歌，

自唱、对唱或一唱众和，广袤的田野、静谧的乡村，俨然成了一个唱山歌的大舞台，或高昂或低缓，或

叙事或抒情，蜿蜿蜒蜒飘荡开来。田野之风为山歌伴奏，河边垂柳为山歌翩翩起舞，劳动的困顿在

山歌声中得到缓解，心中的郁积在山歌声中得到释放，未来的憧憬在山歌声中得到抒发……

甲：唱山歌呢离不开山歌手，山歌手更离不开山歌。芦墟的一方水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山歌

手。如“山歌女王”陆阿妹，“山歌老虎”蒋连生，“山歌知了”赵永明，山歌传人郁伟、杨文英等等。

乙：山歌手唱红了芦墟山歌，山歌与歌手，凝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水乡风情画；歌手与山歌，谱

就了一首韵味隽永的江南田园诗。

甲：现在芦墟镇已有了山歌协会、山歌社，还创办了山歌专刊《芦漪》。山歌社的社员已有７０多

人，年龄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只有１１岁，他们不仅会唱而且还会编芦墟山歌。

乙：记者采访了荣字村一位叫叶文加的山歌社员。

【出录音】

记者：“听说你非常喜欢唱山歌，是吗？”

叶文加：“对对对，我喜欢唱的。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唱，现在我们文化站组织一批人练，成立

了山歌社，我也参加了。我呢，听见人家拉呵，唱呵，我走过也忍不住就要进去唱。解放前我们荣字

村苦呵，这个“荣字船，浪里钻，芦菲只赅两张半，吃了上顿没下顿，鞋皮踢踏两头穿”，苦得不得了

的。那么现在形势好了，我把好的形势编出来，让大家一起唱出来。”

【录音止】

甲：与山歌结下不解之缘的芦墟人在继承传统民间艺术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他们对芦墟

山歌在内容上、形式上、旋律上不断加以创新，使芦墟山歌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乙：继《五姑娘》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后，芦墟山歌多次参加省、市的民间文艺汇演，获得

了许多荣誉。去年，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苏州举办“‘庆七一，迎回归’江苏省民间歌手演唱

会”，芦墟文化站站长郁伟自编自唱的山歌《七一港九国旗逢》获得了二等奖。

甲：今年四月份，郁伟根据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芦墟发生的巨变创作了响山歌《汾湖边上新

事多》。　
【出芦墟山歌录音（方言歌词）】

“汾湖边浪么新事哎呜哎嗨嗨多，到说是伲小小个芦墟江总书记也到过，那国家主席视察永鼎

电缆厂，称赞伲么芦墟格乡镇工业创新路……”【从这里开始压低混播】

这首山歌参加《首届江浙沪毗邻地区田（山）歌大会串》活动，以其高亢的声腔、朴实的唱词、幽

默的衬白，征服了嘉善影剧院的满场观众，每唱一句观众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真是“一曲响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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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满堂彩”。

乙：多年来，芦墟的群众文化工作者们还利用芦墟山歌的知名度，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为当地的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他们创作编排了上百首新山歌，有劝人禁赌的《赌博害死李桂香》，宣传环保

的《环境保护多重要》等等，内容涉及计划生育、创建工作等方方面面。芦墟镇党委宣传委员王志

清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出录音】“芦墟山歌它都是我们自己的语言，熟悉的唱腔，它说的就是身边的事，所以群众一

听以后入耳入脑，收到效果是很明显的，它比其他的一些宣传方式更有效。”【录音止】

【出少儿唱芦墟山歌录音（方言歌词）】

“芦墟么山歌哎呜哎哎嗨嗨响，一日么不唱哟，就心不爽哎，民间么艺术咯代代么传咯，好比么

汾湖哎一浪么高一浪哎……”【从这里开始压低混播】

甲：汾湖岸边的小学校里，稚嫩的童音韵味十足地唱起了芦墟山歌。“得其精髓，传其神韵”，

芦墟中心小学将学生素质教育与弘扬民族文化相结合，创办了“山歌少儿班”，使全校学生人人都

能哼几段芦墟山歌。

乙：芦墟山歌这朵散发泥土芬芳的民间艺术奇葩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芦墟山歌随着时代的节

拍一定会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少儿唱芦墟山歌录音渐扬】

甲：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鲈乡采风》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

目再会。

乙：听众朋友，再见！

（吴江广播电台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日播出，主创人员：朱林珍、王华凤、庞世杰）

１９９９年度江苏省广播作品二等奖

养鸭专业户金洪兴包机舱卖苗鸭

【出飞机起飞效果】

昨天上午９点２０分，２２０班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与乘客同机飞往海南省海口市的还有

８０００羽苗鸭，苗鸭的主人是我市桃源镇宅里桥村农民金洪兴。上海虹桥机场航空服务公司货运部

经理谈勇介绍说：

【出录音】“金洪兴包下了２２０航班唯一的一个有氧货舱。农民包机舱搞运销，而且运的是鲜
活的小动物，这在虹桥机场还是第一次看到。”

金洪兴家１９８２年开始养鸭办哺坊，目前共饲养丹麦佳丽鸭、法国奥白星鸭等良种蛋鸭１５０００

多只，年出孵苗鸭３００万羽，已形成饲养、孵化、销售一体化经营。他重质量，讲信誉，价格公道，并

通过互联网发送信息，客户遍及广东、海南、重庆等２０多个省市。由于苗鸭出壳４０小时内必须进

食，金洪兴就根据路程远近选择搭乘飞机、火车来运销苗鸭。

昨天凌晨５点，记者来到金洪兴的养鸭场，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将刚出壳的苗鸭装箱装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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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虹桥机场发货。【出小鸭叫声，后混播】只见一只只金黄色的苗鸭在围栏里欢蹦乱跳，煞是惹

人喜爱。金洪兴告诉记者：

【出录音】“我的哺坊每天孵出来上万只苗鸭，这些苗鸭不能只限在本省本地区销售，要面向全

国市场，在各个地区的差价中，才能赚到大钱。”

最近，苗鸭销售进入旺季，海南客户对苗鸭的需求量大增。金洪兴得知这一消息后，索性找到

海南航空公司签订了长年合作协议，包下２２０航班的有氧舱：
【出录音】“包机舱发货，我自己控制好发货量，用不着担心苗鸭缺氧死亡，可以保证供货，不失

信用，而且非常方便。”

从此以后，金洪兴每天都要用大卡车装上８０箱左右的苗鸭运往虹桥机场。据测算，一年中，他

家将有１５０万羽苗鸭乘飞机包舱飞往海南。

（吴江广播电台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６日播出，主创人员：周明华、杨玉杰）

１９９９年度中国广播新闻三等奖、江苏省优秀广播作品一等奖

我送亲人过大江

【出《背影》歌曲，混播，渐弱】

各位听众，在昨晚（８月１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７２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上，这首颂扬军

民鱼水深情的歌曲《背影》牵出了两个历史老人，一位是反映渡江战役的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中

的大辫子姑娘，另一位就是当年新华社的随军记者、照片的作者邹健东。【歌曲结束】

两位老人经历５０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北京重逢了。当年的大辫子姑娘，如今已年近古稀。

这位名叫颜红英的老人，现在就生活在太湖之滨的吴江市菀坪镇。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王安鲁，吴江

台记者秦冬伟、汪帆采制的特别报道《我送亲人过大江》。

【出歌曲《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混播】

男：５０年前的４月２１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起强大的攻击。
长江北岸，千帆竞发，解放大军和支前民工奋勇向前，直扑南岸。这一壮观场面，曾被无数艺术作品

所反映，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弥足珍贵。【歌曲结束】

照片上，２０多位解放军战士挤在一艘木船上。一位大辫子姑娘背对镜头，双手在奋力划桨；一

旁，姑娘的父亲牢牢把着船舵，姑娘的妹妹则紧紧跟着解放军战士，半蹲在船舱中。人们虽然看不

见姑娘年轻的脸庞，但从她英姿飒爽的背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豪迈精

神。这张照片，便是著名的《我送亲人过大江》。如今，这张照片作为历史见证，珍藏在中国革命历

史博物馆里。

女：照片的作者叫邹健东，当年是新华社的随军记者。今年已经８４岁的邹老回忆起当年在渡

江出发地扬中拍摄这张照片的情景，仍激动不已：

【出录音】“她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渡长江，有成千上万的船工，老的、少的、妇女都有，（其

中）像她这样的不多，是很有代表性的。渡江时，她划船划得挺有劲的，从她的背影，可以看得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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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的一片深情。”

男：邹老拍摄过几十张反映渡江战役的照片，但他认为，《我送亲人过大江》最为珍贵。照片创

作完成后，很快就登载在《新华日报》上。可惜，当年由于战事激烈，作者没有来得及询问姑娘姓甚

名谁，而只把姑娘青春的背影留给了历史。

女：５０年来，面对这张充满感染力的黑白照片，多少人都在询问：这位不知名的大辫子姑娘究
竟是谁？后来她怎么样了？现在，她又在哪里？

男：１９９８年６月，南京电视台在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风雨钟山路》时，对寻找照片《我送亲人
过大江》中的大辫子姑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多次努力都没有结果。摄制组在采访原中央军委副

主席张震将军时，也提到了这件事。当年参与指挥渡江战役的张震将军拿着照片动情地说：“一定

要找到这位小姑娘，百万雄师过大江，是人民把我们送过江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过不

了江。”

女：整整５０年了。为了寻找当年舍生忘死送亲人过大江的大辫子姑娘，扬中市的党史部门曾

先后走访过当地的航运公司和渔业社，拿着照片询问过当年的老船工，甚至还在当地的广播、电视

和报纸上播发过寻人启事。

男：可是，岁月荏苒，历史仿佛有意要把很多珍贵的东西尘封秘藏。人们探寻的目光似乎难以

穿透岁月的风霜。

谁能想到，寻找大辫子姑娘的努力竟会在不经意间获得了突破！

今年４月２７日，江苏卫视播放了纪录片《风雨钟山路》。当片子渐入高潮，镜头把那张照片推
成特写的时候，解说员声情并茂地说道：“照片上的小姑娘啊，如果您还健在，已该是６０多岁的老人

了。您是否记得５０年前的那个傍晚，您以纤弱的身躯，担当着历史的重任，奋力摇着小船？如今，
您生活得怎么样？您还记得５０年前曾做出的壮举吗？”

女：动情的呼唤引起了一位名叫董小妹的常熟农家妇女的注意，她把目光集中到荧屏推出的那

张照片上，然后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这会不会就是我那年老的妈妈？”

【出录音】“我看了电视，一夜没睡觉，因为我妈在１９４９年也是这样一回事。我母亲在我们小
时候，一直跟我们讲，渡江时船上有多少人，她说她们姐妹两个，还有爹爹，她还讲，那时候梳了什么

头发，扎的什么辫子。荧幕上讲的跟我母亲基本相同。”

男：董小妹的母亲叫颜红英，原籍苏北宝应，如今生活在太湖之滨的吴江市菀坪镇农场村。看

到电视片的第二天，董小妹就急着赶回娘家，询问母亲当年送解放军过长江的情况。为确认母亲的

身份，董小妹拉上老母亲又赶到宝应老家，找到当年和母亲一同渡江的姨娘颜根兄。母女几个辗转

来到江苏卫视，提出要再看一看《风雨钟山路》的片子。

女：摄制组喜出望外，赶紧拿出了片子。当荧屏上又一次重现出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特

写镜头时，６９岁的颜红英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她指着荧屏上的大辫
子姑娘，连声说：“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男：南京、镇江、扬中等地的党史部门根据颜红英、颜根兄姐妹俩描述的情况，经过多方调查核

实，最后确认：颜红英就是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中的大辫子姑娘。

５０年过去了，当年送亲人强渡长江的姑娘已经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粗黑的大辫子也已变成

了稀松花白的发髻。６９岁的颜红英如今和小儿子一起生活。三间稍显破旧的农舍掩映在一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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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中，屋前，一条小河缓缓流过。黝黑、苍老，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的老人说起当年的情景，混浊

的眼睛里便突然放射出光芒：

【出录音】“解放军要渡江，隔江呢６０里，大江呢６０里，（一共）１２０里，（最后）到大马营、到焦
山那边上岸的。”

女：颜红英是苏北宝应县广洋乡一户船家的女儿。１９４９年初，颜家的木船被解放军征集，为大
军运输给养。那一年，颜红英才１９岁。

男：１９４９年４月，渡江战役即将打响，颜红英一家又配合解放军做渡江训练。一天，颜红英一家
驾船送解放军到江中侦察的时候，遇上了国民党军舰，炮弹在木船船舷不远处爆炸，颜红英只觉得

头脑嗡的一声，而后，就好像什么也听不见了。

【出录音】“我把驳子一带，炮弹就落在了下边，把我脸打碎掉了，头脑子不清爽了，糊里糊涂，

耳朵也震聋了。解放军说：‘你头脑被打坏了，你还不晓得咧。’他说，‘你要好好地休养休养。’”

女：从那以后，颜红英的听力就大大下降，大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可是，这位坚强的船

家姑娘没有退却。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４月２２日下午四五点钟，颜红英
家的木船载上两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从扬中出发，直扑对岸的镇江。

【出录音】“他们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把解放军送到前方打胜仗，不怕……（那天）好多船

哪，你赶我，我赶他，（赶到焦山那边，上岸了。）”

男：著名的《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片，便是颜红英一家驾船出发时的情景。当时，站在岸边的

新华社随军记者邹建东借着夕阳的余晖，满怀激情，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历史瞬间。

遗憾的是，照片中的主角直到５０年后，才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

【出录音】“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的妹妹，这是我爸爸……”

女：渡江胜利后，颜红英、颜根兄姐妹俩跟随父亲，参加了在扬州召开的庆功会，全家荣获了二

等功。可惜，１９５７年，宝应老家的一场大火，烧去了颜红英一家的立功证书。颜红英的父亲颜建发
也于１９５９年离开了人世。

男：在此之前，颜红英经人介绍，于１９５１年离开老家，和在苏州胥门搞船运的老乡董培年成婚，
并定居在吴江菀坪。

女：由于种种原因，颜红英一家的生活十分清贫。但颜红英以渡江时那种“我不怕”的顽强精

神，辛辛苦苦拉扯大了家中的７个子女。１９９５年，董培年去世后，家里还欠下了１万多元的债务。

男：今年５月，颜红英的身份被确认以后，当地领导和各级组织纷纷上门看望老人，但老人却从
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就在那一个月前，颜红英母女几个上南京找《风雨钟山路》摄制组的时

候，为了节省费用，晚饭只吃一块钱一碗的馄饨；舍不得８块钱一条被子的租金，就在汽车站外的人
行道上坐了一夜；为怕坐错公交车，硬是走走停停，从车站步行几个小时走到电视台……

女：就是这样一位清贫、节俭的老人，前不久却一下子拿出了１００多元钱，购置了２０多条新毛
巾，走上环太湖大堤，慰问抗洪第一线的子弟兵。那时，解放军驻苏某部吴江农场的官兵，已经在大

堤上连续奋战了１０天１０夜。颜红英在儿子的搀扶下，一路蹒跚，登上了离家四五百米的太湖大

堤。看到年轻的战士磨破了肩膀，老人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她轻轻地擦去战士脸上的泥水，颤声说

道：“娃啊，你们辛苦了……”

男：５０年沧海桑田，半世纪背影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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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８４岁的邹健东老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５０年前把他们送过长江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出录音】“我们解放军打胜仗，都是靠老百姓支援的……能够把蒋介石打败，消灭蒋家王朝，

都是靠的老百姓。现在，我们还要依靠他们，不能忘记他们。”

女：颜红英离京前，邹健东特地把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翻拍放大，送给颜红英留念。颜红英

把照片抱在怀里，身体有些颤抖，她想起了她的老父亲，想起了当年一起送亲人过大江的人们……

（吴江广播电台、苏州广播电台合作

吴江广播电台１９９９年８月２日播出，主创人员：王安鲁、秦冬伟、汪帆、周明南）

１９９９年度江苏省电视彩虹奖二等奖

金婚夫妇走三桥

画　面 解　说　词

　　同里古镇外景。
小 桥、流 水、

人家。

　　在江南古镇的同里有这样三座相互环通的石桥，一座是太平桥，一座是吉利桥，还有一座是
长庆桥。小镇人家凡新婚嫁娶、六六大寿都要在这三座桥上走一圈，以图吉祥如意，岁岁平安。

这一古老的民间风俗始于何年何月，已无法考证，但却给小镇上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今天是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镇上的１８对金婚夫妇将结伴走上这三桥。

　　早晨，弄堂内街
坊邻居对参加金婚庆

典的老人表示羡慕和

祝福。

　　陈德贞老人和老伴邹渭熊都是土生土长的同里人，街坊四邻得知他们今天要去走三桥，都
十分羡慕和由衷地祝福。

【同期声】

阿姨，你来拿牛奶，你们今天要去走三桥吧？

是的，走三桥挺好的。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要去走三桥啊！

哎，走三桥。

今天穿得漂亮点，真开心。

好啊，好啊。

老年人：走三桥多好，你们老两口真有福气，开心啊。开心。

　　民居内。
金婚老人早餐相

互关照。

　　（陈德贞、邹渭熊老夫妇家）
【同期声】

好了，来吃吧，渭熊，今天要去三桥啊。

好的。留心点，蛮嫩的，“溏黄”的，今天天气冷，你吃的时候要留心点。

晓得。

刘声和、杨健霞夫妇也是这１８对金婚夫妇中的一对，今天他们比往常起得都早。妻子杨健
霞随丈夫从湖南来到同里定居后，像这样隆重地走三桥还是头一回。

另一对金婚老人相互

整理着装。

　　（刘声和、杨健霞老夫妇家）
【同期声】

你穿什么？

我就穿身上这一件。

这次活动是相当隆重的，一共１８对（先）到崇本堂拍照以后走三桥，要牵着红球，红球昨天
你不是看到了吗，走过三桥后再坐三轮车游景点，再到退思园开祝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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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画　面 解　说　词

　　老人回忆结婚时
的情景。

　　（陈德贞、邹渭熊夫妇家）
【同期声】

（结婚）５７年了，整整５７年了。（大女婿）克成今年５８岁，我们是在他出生的那年结的婚。
那个时候也走三桥，新娘子坐在轿子里走三桥。那个时候走三桥你走的，我在家里等你，没有来

接你。当时只有２４岁、２３岁。现在８１岁、８０岁了。看上去还好活１０年，到时候再走三桥还请
他们来。

　　女儿接父母去参
加庆典。

　　（刘声和、杨健霞老夫妇家）
【同期声】

爸爸、妈妈你们好去了，他们在等你们了。

噢，噢。

快走吧，等会要冷的，穿穿好，鞋带没系好啊。

　　１８对金婚老人
在崇本堂拍金婚照。

　　三桥的旁边有一座明清建筑崇本堂，堂内陈列着江南人家新婚庆典和高堂贺寿的场景。１８
对金婚夫妇双双端坐寿堂，留下他们一生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合影。

【同期声】

再靠近点。好，看这儿，阿姨朝前看。

５０年前的结婚照有的已经褪了色，有的在几经迁徙中不知了去向，有的老人当初没有留下
合影，开开心心拍一张金婚照弥补了许多遗憾。

【现场采访两对金婚夫妇】

结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拍结婚照？

拍是拍的，走来走去丢了。

当时的结婚照是什么样子的？

黑白的。（结婚的时候）一样都没有，拍照什么的没有的。

　　１８对金婚夫妇
双双牵着红彩球在唢

呐声中，走过三桥。

　　在喜庆的唢呐声中，１８对金婚夫妇走上了三桥。小镇不大，老人们的家离三桥都很近，平日
不知看过多少新人从三桥上走过，不知不觉间自己也走过一回又一回，可今日里披红戴花地正式

走三桥还是第一次。在这些相互搀扶着走过几十年风雨人生路的老夫妇中，婚龄最长的达６９年。
【同期声】

我是２０岁结婚的，她只有１７岁。
当时是在同里结婚的吗？

哎，是的，同里结婚的。

当时有没有走三桥？

走的，走三桥的。今天正好是他七个九相逢。

哪七个九？

今年是一九九九年，三个九；今天是九月九重阳节，五个九；他今年是八十九岁，六个九。今

年又是他结婚六十九周年，七个九相逢。所以今天老人很早就起来了，他非常开心。

“走过太平桥，一年四季身体好；走过吉利桥，晚年生活步步高；走过长庆桥，鹤发童颜寿比

南山高。”和着这老年人走三桥的谚语，金婚夫妇们深情地、满足地走过三桥，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同期声】

太高兴了，党和政府这样关怀老人，太感谢了。

【现场采访】

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怎么样，刚刚走过三桥累不累？

不累不累，常跑的。

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走三桥？

没有的，那个时候是封建社会，国民党时期，一般人家没有的。

今天走三桥你心情怎么样？

心里很快活。靠国家的福，（我们的）身体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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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画　面 解　说　词

　　金婚夫妇乘坐三
轮车。通过主要街道。

　　桥还是那桥，街还是那街，可今天这一切在金婚夫妇们的眼里比平日更美、更鲜。
看看现在，想想过去，老人们的脸犹如盛开的菊花。

【现场采访】

开心啊，同里变化大不大？

还好。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样盛大的（聚）会比较少，只有现在有，只有共产党领导有，对老人

敬重。

　　外国游客见到中
国老人的幸福生活不

禁赞叹。

　　如织的游客没料到在小桥流水人家之外，同里还有这样一道风景，羡慕的眼光中饱含着深
深的祝福。

【同期声】

外国游客的翻译：她说她能不能也参加？她也老了。

这里老年人的生活怎么样？

他们看上去身体都很健康。看他们的穿着跟他们有这样一个好的条件相符合，他们肯定生

活得很幸福。有道是桃李花易飘，松柏色难凋，人生最美夕阳红。

（吴江电视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５日播出，主创人员：柏林、金顺萍、欧冬、杨长辉、顾志峰）

２００１年度江苏省计生专题广播节目一等奖

魂系国策

———记全国优秀乡镇街道计生工作者芦墟镇计生办主任孙红珍

【音乐声混播】

落实基本国策，提高人口质量。请听《人口与社会》节目。【音乐渐隐】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持人红柳，欢迎收听由我主持的《人口与社会》专栏节目。今天的

节目将播出由本台记者陈梅采写的人物通讯《魂系国策》，介绍全国优秀乡镇街道计生工作者、芦

墟镇计生办主任孙红珍的先进事迹。

【出《爱的奉献》音乐，以下混播】

她叫孙红珍，是芦墟镇计生办主任，一名国家公务员。芦墟镇的育龄妇女年纪大的管她叫“红

珍”，年轻的喜欢称她“孙大姐”，而且都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她。

一位做着“天下第一难事”的计生干部是怎样和育龄妇女结下姐妹情谊的，她靠的是什么得到

了那么多姐妹的信任和热爱呢？

当我们带着好奇来到芦墟镇采访孙红珍，她与我们诉说了一位计生干部最朴素的情怀。

当我们带着疑问走访芦墟镇的育龄妇女，她们给我们讲述了关于孙红珍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于是我们找到了答案。【乐曲渐隐】

１９８６年，年仅２６岁的孙红珍从一家国营印刷厂被选拔为芦墟镇的计生专干，到如今屈指算来

已是第十五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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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里，孙红珍的足迹遍布全镇５４平方公里，２２个行政村。她记不清自己在乡间泥泞的小

道上，风里来，雨里去，摔过多少跤；她记不清自己在计生困难户的家门外，守候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她记不清自己被不理解计生工作的群众辱骂、威吓过多少次；她记不清自己忙于计生工作放弃了多

少个节假日。个人姻缘良机几次错过，青春年华在忙碌中悄悄流逝，到如今仍是孑然一身。

然而，她无怨无悔，她说：

【出录音】“我刚开始干这项工作的时候，心里很担心，怕做不好。但十五年坐下来，尽管酸、

甜、苦、辣什么滋味都尝过了，但我还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份工作。”【录音止】

在她的眼里，育龄妇女就是自己的姐妹。伟明村一位叫陆根宝的妇女，在生下女儿后的几年

里，满脑子想的都是再生个儿子，甚至为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一次，陆根宝在做完终止妊娠手术后情绪低落，孙红珍就天天上门开导，每次去，她都卷袖捋

臂，帮着洗衣、拣菜、扫地、倒水……

可陆根宝还是趁人不注意，跑去跳进了汾湖，被人救上来后，她对孙红珍说：“不让我生儿子，我

就死给你看。你不让人生孩子，所以没人要你，怪不得到现在你还是个老姑娘。”

尖刻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孙红珍的心，干工作再苦再累再难她都没有哭过，可这一次，她回到

家里，泪水汹涌而出，她不停地问自己：什么事不好做，为什么偏偏要干这一行？

可哭过了她却想：陆根宝家生活困难，她想生个儿子改变现状是可以理解的，要解开陆根宝心

中的疙瘩，还是要让她的生活富起来。

于是第二天孙红珍就开始四处奔波，找村支书商量，找镇领导汇报，终于把她安排在村电线厂

工作。

以后只要陆根宝要她帮忙的，孙红珍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解决。

陆根宝有５０００元集资款一时无法兑现，急得差点又犯病，孙红珍就自己拿出５０００元钱认购下

来；陆根宝的女儿上学缺５００元学费，孙红珍帮着垫上；陆根宝家中余粮卖不掉，孙红珍帮着联系推
销；甚至陆根宝家中装电话想要个好号码，孙红珍也托人满足她的要求。

就这样陆根宝心中的结在孙红珍的一片真情和爱心中解开了。如今陆根宝对生活充满信心，

日子也好起来了。去年家里还盖起了新楼房，现在她逢人就说：“红珍，就是我的亲姐妹。”

这几年，芦墟镇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外来人员逐年增多，目前全镇外来人员已达４０００多人。
于是在孙红珍的姐妹中又多了外来的育龄妇女。她说：

【出录音】“我觉得外来育龄妇女来我们这里打工挺不容易的，我作为一名计生干部应该主动

地去关心她们，把她们看作是自己的姐妹，为她们提供优质的服务，只有服务好了才能管理好。”

【录音止】

为了迎合外来打工者的作息时间，孙红珍就带领计生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常常利用早晚和双休

日的时间，来到外来人员打工的地方和居住地，为姐妹们做Ｂ超、妇检，举办新婚夫妇培训班。
现在孙红珍更忙了，更累了，休息的时间更少了，但是她对外来育龄妇女的关心和爱护却丝毫

没有减少。

有一位名叫吴胜的贵州籍姑娘与本地一位已离异的农村青年相爱，并未婚先孕。孙红珍得知

后，多次说服开导她。吴胜终于同意到医院采取补救措施。手术后孙红珍拿着营养品上门探望，还

亲自陪护照顾，可吴胜仍是愁眉不展、哭泣不语。在孙红珍关切的询问下，吴胜哭着说：“我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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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鱼亏了本，我们连结婚登记的钱都没有了。”

孙红珍听了立刻从包里掏出了５００元钱交到吴胜手里说：“快去办理结婚手续吧，这样你能安

心在这儿安家落户了。”

以后的几天，孙红珍又四处联系，帮助吴胜在一家外资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

可没过多久，吴胜又来找孙红珍了。这次她是想办理二孩准生证，身上又没有钱。望着泪流满

面、孤独无依的贵州姑娘，孙红珍又拿出了５００元钱对姑娘说：“别哭了，快拿着到市里去办吧。”

前不久，当我们记者来到吴胜的家中，她的二孩准生证已经批下来，可当提到孙红珍时，她又

哭了：

【出录音】“她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反正在每一个方面她对我都太好了，我是激动得哭了。”【录

音止】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从孙红珍的身上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在孙红珍办公室的抽屉里总会存放着好几张外来姐妹的毕业证书和身份证件，这是孙红珍为

能随时帮她们联系工作而准备的。

在孙红珍的病历卡上，时常开着好几种常用药，这是为没钱看病的外来姐妹而准备的。

可就是这样一位胜似亲人的好大姐却成了常人眼里的“不孝女儿”。

去年５月１１日上午，她正在爱好村查验外来人员计划生育、婚育证明和做妇检时，突然接到家

里电话，说父亲病重，让她赶快回家。可是来做检查的外来人员实在太多了，孙红珍想她们聚集起

来也不容易，还是检查完了再去看父亲吧。

当孙红珍做完所有检查匆匆赶到医院时，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已离她而去。望着父亲的遗容，孙

红珍捶胸顿足，放声痛哭，她呼喊着，也懊悔着。想到十年前，也因自己忙于工作未能将动脉血管破

裂大出血的母亲及时送医院，使母亲过早离世。现在相依为命的父亲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就走

了，想到这些她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她说自己亏欠父母亲的太多太多。

这一次孙红珍几乎被击垮，在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星期没能从床上爬起来。但是当流动人员专

项治理进入最紧张阶段的时候，在外来人员的聚集地，大家又看到了她憔悴却果敢的身影。

在镇机关大院里，孙红珍是出了名的节俭。吃的填饱肚子就行，从没有穿过什么名牌衣服，连

化妆品也不买。在她的房间里，除了几件必备的家具外，再没有高档的消费品，联系工作用的手机

是她唯一的奢侈品。常年超负荷工作，使她患上了肾结石等多种疾病，可她总也舍不得给自己买一

点营养品，甚至上医院看病开药都舍不得。

亲人和朋友总是埋怨她“你对育龄妇女那么大方，干嘛对自己那么苛刻呢？”可孙红珍却说：

【出录音】“如果我的一点点付出，能换来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能换来育龄妇女对计生工作的

理解、支持，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欢乐。”【录音止】

【出录音，以下混播】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孙红珍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在孙红珍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芦墟镇计

划生育率连续十年达１００％，人口连续五年实现负增长，她也先后获得省、市、镇各级的许多荣誉称

号。２０００年９月份，她被国家计生委授予“全国优秀乡镇街道计生工作者”。【音乐渐隐】
孙红珍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献给了计生事业。

【出录音】“如果工作需要、组织允许的话，我愿意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录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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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音乐】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口与社会》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音

乐渐隐】

（吴江广播电台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８日播出，主创人员：陈梅等）

２００２年度江苏省广播社教二等奖

农村老大娘开车学电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洁，欢迎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鲈乡纵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为

您安排了《老年天地》专栏，和您说说农村老大娘开车学电脑的事儿。

【出片花】

“过去赤着脚一直在田里做，现在坐部车子开开像仙人了。”

“我老太婆还想着，要是金家坝有个学英语的地方那就更好了。”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天地》为您讲述老年人的新鲜事。

听众朋友，有识之士早就预言：说英语、打电脑、开汽车是２１世纪人们必备的“功夫”。因此，学

英语在全国早已成风，电脑和私家车也纷纷进入千家万户，又有几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还去赶这种时

髦？可最近，在我市金家坝镇杨文头村的金杨公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位老阿姨潇洒地驾驶着一辆白

色的“尼桑阳光”小轿车，去参加村里举办的电脑培训班，这位阿姨的名字叫胡玉英，是杨文头

村人。

今年６０岁的胡玉英，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一直相夫教子、种农田。她做梦都没有想到

的是，到了花甲之年，自己竟然学会了开车，还时常摸摸家中的电脑，帮老伴查查信息，看看宽带电

影，炒炒股票。

胡玉英学开车的念头萌发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有一天，老伴谭逢林逗她说：“你去学开车吧！逢

年过节，让驾驶员休息休息，你送我去上班。”老伴随便的一句玩笑话，却真的激发了胡玉英学车的

兴趣。尽管三个儿子对老妈这么大年纪学开车有些疑虑，怕出事情，但胡玉英还是选择了“学”。

【出录音】胡玉英：“（学）开车呢，（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为让老头子的驾驶员逢节日可

以休息一下，我稍微代代，本来一年四季他没有休息，我学了驾驶后，春节、“五一”劳动节驾驶员可

以休息几天；第二个理由是想开开便当些，老夫妻俩退休后，到小的地方去旅游旅游，开开白相相。”

说到学开车，胡玉英的话可多了。她告诉记者，有一天学车时，她坐在边上看，一位学车的年轻

人把胡玉英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忍不住问：“您是不是教练？”把胡玉英逗得咯咯直笑。当

那人知道胡玉英也是来学开车的，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

让胡玉英感到幸运的是，一起学车的年轻人对她都挺尊重的，都喜欢称她为“老师姐”。学车

时，不少年轻人觉得有点吃不消，有的手上起了泡，有的手臂酸得连热水瓶都拿不起来，毛巾也拧不

干了。可在家里干惯了家务活的胡玉英，一点儿不觉得累。让胡玉英感到新奇的是，学开车的花头

还真多。学车时开的是卡车，上坡下坡过障碍，模拟高速公路，１８０度转弯，她觉得最难的要算“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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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头了：

【出录音】胡玉英：“起先刚刚‘扳’不行，桩头噼里啪啦全部都摔倒了，‘扳’一阶段就行了。熟

练之后我一直去，每天去一两个钟头，下半天，天天去，要一个多月呢！考试到那边（苏州）去考，轮

到我第四个，考出来了，‘扳’桩头一次通过了。”

记者：“你考试时心里是否紧张？”

胡玉英：“有点紧张，刚刚上车时紧张的，到了车里倒还可以，不紧张了，一次过关时（从车上）

跳下来心里开心得不得了，年纪轻的也很开心。看到时都说：‘厉害，厉害！’有几个认识的还拍拍

手，有劲极了。”

那要求很严的理论考试，也没有把初中毕业的胡玉英难倒，１００道题目，她花了一些时间都一
一背下来了，最后顺利通过了考试。一起参加培训的人都服帖她。２０００年３月份，胡玉英拿到了驾

驶执照，正式加入了开车一族。

今年１月份，老伴谭逢林花了２０多万元，给她买了一辆“尼桑阳光”。如今，胡玉英一有空就开

着那辆白色的小轿车到老伴单位去接他下班，连那些你恩我爱的年轻人见了也都羡慕得不得了。

有时，胡玉英还开着“尼桑阳光”，到上海去看看小孙子，或带上年龄相仿的老姐妹一起上吴江、苏

州，进城游玩，不知不觉已有了１万多公里的行车史。胡玉英对自己开车还定了个安全规则：“思想
要集中，心态要平稳，做到眼观六路；跟车距离要远一点，车速慢一点，转弯看清楚一点。”

【出片花】

“过去赤着脚一直在田里做，现在坐部车子开开像仙人了。”

“我老太婆还想着，要是金家坝有个学英语的地方那就更好了。”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天地》为您讲述老年人的新鲜事。

村里的老姐妹，说起胡玉英，个个翘起大拇指，都说她不但人品好，对任何人不分穷富一样看

待，而且肯吃苦、求上进。

杨文头村五组的吴阿妹与胡玉英相处了十几年，还是同一年结的婚。她觉得胡玉英干劲足得

很，跟得上形势。

【出录音】吴阿妹：“像她这样的人家生活确实是好的，那么她的思想也挺更新的，一直很求上

进。那时候自行车时髦的时候，她四五十岁了，我亲眼看见，从我家楼上望出去，她在小的机耕路上

学骑车，一跤跌在菜花沟里，立起来又在骑了，第二天又在学了。现在讲起来，后生家在学电脑，她

又去学电脑了。总的说她这个人很钻的，这点岁数讲起来，学车子不多了，一个妇女还有家庭工作，

屋里家务事，她照样一心钻研，车子现在也开得很好了。以前，文艺宣传队她都参加过，沙家浜里沙

老太太都是她扮演的，她一直干劲足得很！”

从胡玉英把着方向盘的粗壮的双手上，记者了解到，胡玉英不但有过２０年的种田史，而且为了

把三个儿子拉扯大，还着实吃过不少苦。过去，每天早晨她总是天不亮就下田干农活，对她来说，起

早摸黑是家常便饭。１９７９年，胡玉英帮助丈夫从朋友那儿借来了２０００元钱，办起了一个小小的预

制场。今天杨文头村的兴旺发达，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当时，丈夫一心扑在厂里，三个儿子都在读书，家里６亩责任田都落在了她的肩上。田里、厂
里、家里，胡玉英的生活忙忙碌碌，但她硬是把里里外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邻里乡亲都夸她

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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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片花】

“过去赤着脚一直在田里做，现在坐部车子开开像仙人了。”

“我老太婆还想着，要是金家坝有个学英语的地方那就更好了。”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天地》为您讲述老年人的新鲜事。

随着党的政策越来越好，杨文头村里食堂、医院、学校、敬老院，该有的都有了。４９岁那年，胡
玉英开始专职主持家务，在家当“保姆”。如今村上大部分人家都有了电脑，今年杨文头村还成为

江苏省第一个宽带信息化村。不服老的她声称要与国际接轨，在学会开车后，今年１０月份又与老
伴一起走进了镇上的电脑培训班。

【出录音】胡玉英：“（培训班）一共有２０几个学生，我们公婆俩年纪最大，他们都是年轻人，而
且都有基础，我老头子比我都不如，开机关机都不行，鼠标根本不会移动，我稍微好一点，打打终究

不行，年纪大了指头骨硬邦邦的，眼睛一直盯着发花了，有时画画图，像热昏！”

记者：“画什么图？”

胡玉英：“画画猫、画画狗、画画花，画画白相，主要是（学的）日子太少了，这个东西到底要‘水

浸木头烂’，年纪大的人学一会儿根本不行。”

刚开始学打字时，胡玉英觉得特别难，五笔输入法不太好记，她喜欢打拼音字母，老师一直呆在

边上指点，有时就手把着手教。让胡玉英感到遗憾的是，培训时间太短了，所以她一直在家里练打

字，现在已经能给住在上海的孙子发Ｅｍａｉｌ了。平时一有空胡玉英就上网看看新闻、查查信息、炒

炒股票，有时还浏览一些医学保健知识，看看宽带电影。

【出录音】胡玉英：“网上有打仗片，反特故事片也有，有时听听越剧，看看新闻，真的挺有劲。

年纪大了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看看新闻挺有知识的，而且，对人思想有开动的。讲起来开车对人的

脑子也好的，到底一直思想集中的。”

年老年少搭得牢，不搓麻将不迷信的胡玉英生活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看看过去，想想现

在，胡玉英的心里乐开了花。

【出录音】胡玉英：“我一直讲，过去赤着脚一直在田里做，现在坐部车子开车像仙人，享不完的

（乐），过去在田里做农活，一把烂泥，一把鼻涕，现在坐在轿车里轿车开开，主要靠自己勤奋努力，

还靠政府政策宽。”

像胡玉英一样生活在杨文头村的老年人福气真的好，家里住的是洋房，６０岁以上老人村里每

月还发给他们１００元生活费呢！过上了小康生活的老年人还讲究起了生活的质量，一有空就到老
年活动室里看看书报、下下棋，新潮一点的在胡玉英的带动下，也都学会了上网，整天开心得就像泡

在蜜罐里。

如今，房子住得舒畅、会开车会上网、生活不输外国人的胡玉英，仍然保持着农妇质朴的性格。

她喜欢自己家中的粗茶淡饭，不爱上“馆子”，“尼桑阳光”脏了，她喜欢自己洗车。一次，她在外边

洗车，过路的驾驶员向她询问：“阿姨，洗一辆车要多少钱？”她咯咯咯地笑着告诉他们，自己不是洗

车员。

在闲谈时，胡玉英总是话中带笑，且笑得出声。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乐观向上的性格，激励着她

去攀登一个又一个新的目标。

老伴、儿子都说她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北京、海南、桂林、大连、西双版纳、缅甸，她都去开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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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老伴谭逢林告诉记者：

【出录音】谭逢林：“老太婆还想着，要是金家坝有个学英语的地方那就更好了，将来开车到上

海看世博会，不至于见了洋人像个呆子。”

【出音乐混播】

听众朋友，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不同阶段，胡玉英虽然已是花甲之年，但她却一直在追

求自己心中所向往的东西，活到老、学到老，使自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尝到了人生的风

味，走出了人生的风采。在这里，我们衷心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像胡玉英一样保持一颗年轻

的心，永不服老，抓住青春的小尾巴，让青春的活力常驻心中，使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有

滋有味！

【音乐扬起后混播】

听众朋友，今天的《鲈乡纵横》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音乐渐隐】

（吴江广播电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８日播出，主创人员：朱林珍、杨玉杰）

２００２年度江苏省优秀乡镇自办节目三等奖

团结治污　保护水源

【开始曲】盛泽镇广播电视站，现在是《绸乡之春》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绸都赋》的歌声中，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相约。我是主持人冰雪。

【出片花】水，是生命之源。

水，是活力之泉。

爱护水，就是爱护我们的生命！

保护水资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昨天，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来我镇对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一年来的情况进行了回

访检查。检查结束后，汪副局长对我们盛泽由过去与我们的邻居———浙江省嘉兴市王江泾镇污染

纠纷不断到现在的团结治污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期声】汪：“总体来看，团结治水、团结治污的的原则得到了落实，我们把一个坏事变成了两

个好事，变成了一个示范的事。”

汪副局长说的“坏事”，指的是去年的那一场轰动全国的江浙两省污染纠纷事件。事件的主角

之一就是我们盛泽镇，另一方是浙江省嘉兴市的王江泾镇。“好事”是说，两省在事件之后，团结合

作，联手治污有效控制了污染源；所谓“示范的事”，就是指，江浙两省团结治污的方法和措施已经

成为了国内解决跨地区污染的一个典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展开水环境保护这个话题。

【出片花】水，是生命之源。

水，是活力之泉。

爱护水，就是爱护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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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水资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京杭大运河，紧紧连着江苏和浙江两省。地处江浙交界的就是镇子河和下游嘉兴秀州区的王

江泾镇。千百年来，一衣带水的盛泽镇和王江泾镇都以丝绸业为主要产业，是江浙两省的丝绸重

镇。长期以来，两地的经济往来和人际交往都十分密切，然而，也正是这条运河一次又一次的污染，

让一河之隔的两镇平生事端。

我们都不会忘记，１９９５年５月，王江泾镇外河水域遭到大面积污染，近千名王江泾镇渔民把上

万斤死鱼倾倒在我们镇政府门前。此事引起了国家环保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专门对污染纠纷

处理意见下发了文件。由于水质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去年１１月２１日深夜，１０００多名嘉兴渔民

出动８台推土机、５０多条运输船聚集到江浙交界的王江泾镇西雁村的麻溪荡边，把２１条征集来的
船只全部沉到河里，并向河中扔石块，筑坝来拦截上游污水，到第二天中午，这条３０米宽的运河支

流被截断。这次筑坝事件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重要批示。国家环保总

局副局长汪纪戎等领导迅速赶往盛泽和王江泾两地，协调解决事端。

我们盛泽镇早先在迅速发展丝绸印染业的同时，治污手段没有跟上，大量超标和根本没有处理

的污水使河道水质急剧恶化。地处下游低洼地的王江泾镇本来就是个周边污水汇聚地，这下就更

受影响了。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从事水产养殖的王江泾镇渔民朱留根介绍说，原来这一段运河里的鱼很

多，渔民们的收入也蛮高。可污水一来，这一切都改变了。

【同期声】朱：“１９９４年的时候，就有污水了，我就采取措施养南湖菱。１９９７年的时候，不得了
了，这个污水，白花花的一片，一夜工夫，根都烂掉了，大风一吹，全都倒在一起。”

后来，朱留根听说养珍珠不太怕污水，经济效益又好，所以就从亲戚朋友那儿凑齐了钱，和别人

一起合股养珍珠。可谁知道，日趋严重的污水，使朱留根血本无归，珍珠养殖场总计亏损１００多

万元。

【同期声】朱：“去年，我在这里掉眼泪的。”

【出片花】水，是生命之源。

水，是活力之泉。

爱护水，就是爱护我们的生命！

保护水资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事实上，王江泾和盛泽都是丝绸重镇，我们镇在环保上存在的问题在王江泾同样存在。水污染

成为了水污染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在去年“１１·２１”水污染事件的协调会议签字仪式上，江苏省副

省长王荣炳、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都表示，两地人相亲、地相连，只要能从共同治污的原则出发，环

保工作一定能做好。

【同期声】江苏省副省长王荣炳：“我们将落实江苏这方面工作，水利、环保两个部门要根据各

自职责，做好工作。”

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我们两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很快，并且两省的关系也很密切，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只有我们两省边界安定团结了，大家一致了，社会安定了，确保稳定了，经济和社会

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正是本着团结合作、联手治污的原则，我们镇积极寻找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最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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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点，一方面我们对所有印染企业进行拉网式检查，对主要污染企业采取轮产、限产措施，一方面请

专家一起来出点子想法子，出台并实施了《盛泽地区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三年规划》和《盛泽

地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为主线，依托科技进步，改革传

统生产工艺和污水处理工艺，提升技术水平，营造区域优势，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新盛泽。在具体实施中，我们实现了从突击整治转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印染企业达标治

理转向环境综合整治；从单方作战转向团结治污、团结治水。这一年里，我们镇强行关闭了一家污

染超标的年产值超过亿元的大型印染企业，淘汰了２８０台老式印染设备，镇上现有的单日处理污水
为１２．５万吨的能力被控制在单日１０万吨以下。有１６家印染企业的废水通过管道输到联合污水

处理厂进行统一处理。一些企业还主动研制了污水处理的生产设备。盛虹印染厂就自己研制了一

套对苯二甲酸的处理回收装置。这家厂的副总经理唐金奎说，用这个回收装置处理一吨污水的费

用，比送到污水厂处理便宜三到四块钱。

【同期声】唐：“不处理（直接送到污水厂）的话，每吨要四到五块处理费，现在处理后平均１元

左右就够了。最近绍兴有２家集团都过来看过，我们是运用的第一家，我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困
难的时候，你们可以来看，而且我们大家相互沟通一下，假如你们那里有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双方合

作起来。”

在这个月里，我镇２７家印染企业全部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了省经贸委、省环保局组织的

专家组的验收。据我们手头掌握的数字显示，目前太湖流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印染企业仅占印

染企业的１５％，而我们镇的印染企业的比例已经达到了１００％，这在全省，是一个“排头兵”的位置。
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也的确让我们尝到了效益的“甜头”。到１１月底，通过验收的２７家印染企业共

节水６００万吨，取得经济效益１６５０万元，减少废水排放量约７００万吨，有效降低了排污总量，节能、
降耗、减污、增效的效果全都体现了出来。最早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新民印染厂副厂长韩士琪就着

实体会到了环保给社会、给企业带来的好处。

【同期声】韩：“环保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策，同时我们感到，作为一个企业应该对社会负

责，同时这也是牵涉到子孙后代的一个事情。反过来说，对我们企业本身是有利的，通过清洁生产

以后，把整个工序理顺了，在操作上达到了规范。”

今年年初，我们镇还和嘉兴方面的环保部门建立了环保联席制度，开展互查互学活动，交叉检

查两地印染企业的污水排放情况，并交流双方在整治工业废水、确保清洁生产方面的经验。最近国

家环保总局在江浙交界处新建了一座国家级的王江泾水质监测站，这个监测站就好比是孙大圣“火

眼金睛”，２４小时盯着这一区域的水质变化。通过一年来对水环境的大力整治，嘉兴方面对我们镇

的水处理有了新的评价。嘉兴市环保局局长黄启明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同期声】黄：“现在经过国家环保总局和嘉兴、盛泽两地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应该说，边界污

染问题基本得到控制。目前，水质基本稳定，基本达到国家环保总局规定的在年底前达到的水质标

准，基本上达到五类水的标准，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优于五类水。”

【出片花】水，是生命之源。

水，是活力之泉。

爱护水，就是爱护我们的生命！

保护水资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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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到曾被污水害苦了的王江泾镇油车港渔民朱留根身上。他不得已又投资了１０多万

元在养殖场外围用围网围了起来，试图把污水挡在外面。他说，从今年起，他的养殖场就没有发生

污水侵害，不过，这不是围网的功劳，而是盛泽方面加大了治污力度。

【同期声】朱：“他们开始控制了，控制了对我们嘉兴（有好处），我们渔业生产就得到保障了，这

是我们的想法，还是要感谢盛泽镇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大家是不是记得，汪副局长上次也来过我们镇上一次，那是去年的１２月２４号。浙江方筑坝拦
截上游污水的事件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汪副局长正是为协调解决两省污染纠纷而来。而昨天，

汪副局长的回访，正巧是也是１２月２４号。汪副局长对我镇着力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一年来的评价

是四句话：认识上有很大提高、整治有力、措施扎实、效果明显。

【结束曲扬起，压混，渐隐】听众朋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和王江泾镇团结治污的做法既

是现阶段工作的需要，也是经济和效益长期发展的需要。爱护水，就是爱护我们的生命；保护水资

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盛泽镇文广中心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播出，主创人员：吴颖育、宋连翠）

２００３年度江苏省文化新闻奖二等奖

百场文艺演出　贴近百姓　贴近生活

【导语】台上没有明星大腕，台下都是乡里乡亲，支一个露天的舞台，搬一个自家的小凳，伴着

星星伴着虫鸣，磕着瓜子摇着扇，看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看台下伸长脖子踮起脚，这是今夏我市举

办的“走进社区、走进农村”百场文艺演出活动在每一次演出中都出现的场景。这次活动成为广大

市民夏季生活中的一道精神大餐，为打响我市群众文化品牌开了个好头。

９月１日晚上不到六点半，家住八都镇花木桥村的刘好婆便带上孙子、孙女，急匆匆地直奔村

委广场，要去看晚上七点半演的“免费”广场文艺演出。

【同期声】刘好婆：“好多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宣传戏了，所以大家老早来，就是要抢一个好

的位置。”

有刘好婆这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舞台周围早已被闻讯而来的村民们挤

得个水泄不通。整个演出自始至终都沉浸在歌声、笑声、掌声中。“走进社区、走进农村”百场文艺

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如此热情的欢迎。

【同期声】演员：“到人家乡下演出，很多很多的人，唱了还要唱，还要叫你们唱越剧啊、锡剧啊，

都是戏。只要群众欢迎，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这次百场文艺演出活动从７月２２日开始，至９月１４日结束，历时近两个月，足迹遍布全市１８

个镇，３２个社区，６２个村及学校和部队，观众达１０万人次，先后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６千多人

次，这样的演出规模和观看人数都是吴江历史上空前的。１００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精彩演出，

一批内容健康向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唱响在吴江大地，把一台台原汁原味的“乡土

戏”送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让广大群众着实过足了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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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观众：“我连晚饭还没吃就出来看了。”记者：“怎么那么着急啊？”观众：“因为这个戏

我们平常没有看到，最近把这个戏送到我们家门口了，所以我们特别开心，看得很高兴。”

在乡村、社区，在部队、学校，无论在令人难熬的高温下，还是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都没能挡得

住演员出色敬业的表演，更挡不住观众观看的热情和无限的期望。

【同期声】观众：“我们希望以后的演出还要多一些，让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希望）将来以点

带面，各个社区、各个镇、各个农村都能自己搞精彩的文艺节目，自娱自乐、上下结合，让人们更多享

受精神文化的丰硕成果。”

【同期声】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陆虎荣：“（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贯彻代表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这个要求，贴近老百姓，贴近生活，让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时代的

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吴江有线电视台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播出，主创人员：徐骏、顾涌）

２００５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文艺二等奖

戏曲专题：讲述命运的故事

———记新编越剧《家》

吴江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给大家安排的是戏曲专题《讲

述命运的故事》———向各位介绍根据巴金同名小说《家》改编的越剧《家》，欢迎收听！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文坛泰斗巴金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１０１岁。巴金的一生为我们留下
了许多不朽的文学巨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部《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是

《家》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经典之作，它讲述的是家与人的命运的

关系。

去年１１月，为祝贺巴老的百岁诞辰，在中国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曾有四台根据《家》改编的戏

剧作品相继演出。应该说，四台戏都是佳作，然而许多观众和专家都认为简洁精致的越剧《家》较

成功地表现了这种悲剧下涌动的激情，在精神层面上更接近巴老的原著。

整出戏没有明确的幕序场次，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没有花哨的歌舞陪衬，却是充分运用了戏

曲表演上虚拟写意的手法，以及流派纷呈的声腔艺术，着力于揭示人物各自心灵颠覆与重建痛苦的

艰难曲折过程。首先出场的人物是高觉慧和鸣凤，他们出现在一片绚烂的梅林中，梅花怒放着，一

如两人初开的情窦。他们正在花前愉快地谈话。

【出唱段１】：

·鸣凤：这梅花真美呀！一朵两朵三四朵，送与心中爱哥哥。

·觉慧：五朵六朵七八朵，一朵朵飘向莲花湖。

·鸣凤：三少爷！

·觉慧：讲你求你无其数，莫再用少爷称呼我。

·鸣凤：人家叫惯了嘛！九朵十朵十一朵，在你头上翩翩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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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慧、鸣凤：迎风影不孤，追风轻轻捕，莫教再掉水上浮。

·鸣凤：九朵十朵十一朵，这第九朵最大最好看。

·觉慧：可花儿再好看也比不上你，依我看在这高公馆，只有你的纯洁，才能和这梅花媲美。

·鸣凤：这样的夸奖我可当不起。

·觉慧：这都是我的真心话。你听，这是大哥在吹奏“梅花三弄”。

·鸣凤：这箫声才美得像梅花呀！

·觉慧：鸣凤，近来我发现，每次梅表姐来，大哥都爱吹这支曲子。

·鸣凤：我知道，梅小姐最爱听这支曲子了。

·觉慧：我还发现，这箫声其实就是他们约会的暗号。

·鸣凤：我也知道，谁都看得出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

·觉慧：对，是天生的一对，天生的一对。

【混播】通过觉慧和鸣凤的对话，我们了解到觉新与梅芬之间纯真的爱情。两人在梅林促膝长

谈，一大段琴瑟和谐的唱段，此时的灯光也较先前的柔和了许多，恰似这对两小无猜的恋人的爱恋：

含蓄而温柔。

继续【出唱段１】：
·觉新：梅，你看，又蹦又跳的三弟。

·梅芬：还有可爱的小鸣凤。

·觉新：这梅林到处充满生机，特别想到能进修我喜爱的化学，我每天晚上都做好梦。

·梅芬：真羡慕你，可我妈妈每天打牌到深夜，我可做不成像你那样的好梦。

·觉新：告诉你，我不但要到上海、北京进修，我还想到德国去留学呢！

·梅芬：真的？大表哥，你想得好美好远啊！

·觉新：这么说你赞成我的打算？

·梅芬：当然赞成。

·觉新：那你不怕我离开你太久太远吗？

·梅芬：大表哥，你推荐我要好好读一读的这本———

·觉新：《新青年》啊！

·梅芬：对呀！我们既想做新青年，难道连古人还不如吗？

·觉新：梅，知我者，是你梅；信我者，也是你梅。梅，谢谢你的支持，今天是我俩最值得纪念的

好日子。梅，我想挑个爷爷高兴的日子，把我们俩的事告诉他。

·梅芬：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觉新：等我的好消息。

【混播】和许多同类改编作品不同，越剧《家》一上来并没有刻意营造高家大院压抑、沉闷及濒

临灭亡的气氛，而是大胆地展现了青春的美丽。觉慧与鸣凤嬉戏林间；觉新与梅芬互励共勉。一时

间台间充满花团锦绣，满眼春意盎然，加之极尽优美的唱词，既符合越剧一贯细腻温情的风格，尽展

所长，又与悲剧的结尾形成强烈的对比。

正当两人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中，突然，一个古董般的人物———陈姨太，不声不响地插

在了两个人的中间，她带来的消息打破了这对才子佳人的好梦，觉新的婚姻将由抓阄来决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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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来了那个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的老太爷的声音：“你是高家承重长孙，一言一行都要为弟妹们

树立榜样，啊！”觉新无奈地反抗：“爷爷，可结婚是终身大事，我不能用抓阄来决定我一生的婚姻命

运啊，爷爷！”（老太爷）：“怎么，你是在说爷爷的决定不对？”（觉新）：“不，不，不是！”（老太爷）：“不

是就好，在高家，我说是对的，谁都不能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应该怎样做！这就是你长房长孙

要牢记一辈子的家规！快抓阄吧，快抓阄吧！”觉新用一连串的“为什么”发问，可老太爷的“家规”

二字很快就把觉新的呼喊淹没了。除了掩面喊着梅的名字，觉新不能再做什么抗争，他接受了命运

的安排。

抓阄的结果让瑞珏成了觉新的妻子。这个结果后来被证实是觉新的幸运与瑞珏的不幸。觉新

与瑞珏的新婚之夜正是梅表妹被迫出嫁之时，舞台上两个新娘同时出现，一个是觉新心中的新娘，

一个是觉新现实中的新娘。

【出唱段２】：
·梅芬：洞房悄悄红烛摇，世事如梦梦飘渺；

·瑞珏：洞房悄悄红烛摇，面对烛花心狂跳。

·梅芬：表哥你今夜梦乡在何处？梅芬我逼嫁赵某你可知晓？

·瑞珏：新郎君为何迟迟不进房？瑞珏我忐忑不安如何好！

·梅芬：昏沉沉身不由己上颠簸桥，呜咽咽一路伴哭是断肠箫。懵懂懂冲喜拜堂方知晓，新郎

已难下床，替身是他金花冠帽。

·瑞珏：烛熊熊似有团团喜气胸中绕，情怯怯，又像丝丝不安挂心梢。娘夸他貌也好，才也好，

我只盼知心着意同到老。

·觉新：昏沉沉三杯喜酒愁肠搅，呜咽咽哭寻旧地旧踪杳，痛梅林絮狂舞，花乱飘，相约三弄曲，

不堪已成伤心调。

·瑞珏、觉新、梅芬：从今后他的家成了我的家，真情知己影渺渺，愿欢多愁少默默祝祷，何处再

召知音鸟？

【混播】“洞房悄悄，红烛摇。”一样的场景，两人却是完全两样的心情，一个新娘哀哀忧伤；一个

新娘殷殷期盼；而新郎却临路迟回，进退两难。他手捧梅花步履沉重地从梅林中走来，梅花虽在，人

却已非，一袭黑色的长衫在一对新娘耀眼的红色礼服的映衬下显得分外刺眼。这黑色的长衫便是

压在他身上的枷锁了。他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就像一个傀儡，昏昏沉沉演一出“新婚”的戏给别人

看，可他自己却“面对房中人念着心上人”，“山残水残梦不残，浅缘断了浓情难消”。

新郎迟迟不肯入新房，不仅引起了瑞珏的注意，也令她“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什么，而且让陈姨

太也沉不住气了，找来了说客。善良的或者说是懦弱的觉新再一次地妥协：“已经对不起一个了，不

能再对不起一个”。

觉新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的两个女子都是那么可爱，那么善解人意。瑞珏，一个纯洁温婉的

女子。跟梅芬一样，她也擅长音律、喜欢梅花、通晓文墨。觉新在她的身上找到了梅的影子。毕竟

是个年轻人，觉新很快就沉醉在另一个少女全心全意的爱恋中了。

夏天到了，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在洁白的荷花和大片大片碧绿的荷叶边立着一个长长发辫的

少女。觉慧向她奔来，她给他送上了一支最美的荷花。远处传来了箫声，是《梅花三弄》。觉新的

箫声告诉我们，他的心里并没有忘记梅芬。他时时刻刻在惦记着自己的初恋爱人。这种里外皆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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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的处境便是他一再妥协的代价。箫声不禁让鸣凤担心起来：梅芬和觉新这样青梅竹马的恋人都

被活活拆散了，何况是她和觉慧呢！虽然觉慧是她梦中的救星，在梦里，他可以为她驱赶一切妖魔

鬼怪。可是，在现实面前，面对两人悬殊的社会地位，觉慧真的能和自己有情人终成眷属么？

夏去了，冬又来，又是梅花盛开的季节。梅林中，觉新喝得烂醉，他要麻醉自己，让自己变成一

个没有感觉的木头人，让自己忘记过去，让自己的胆子大一些，因为，梅要回来了，他不知道自己该

怎样去面对已经心力交瘁的梅。觉慧来劝大哥，面对弟弟，觉新吐露了肺腑之言：越是爱瑞珏，瑞珏

越是对他好，他就越觉得对不起梅；而越是想梅，就越让他觉得愧对瑞珏。觉慧不忍让大哥这么折

磨自己，劝解他说也许梅表姐已经把过去忘记了……

【出唱段３】：
·觉慧：大哥，说不定，梅表姐也已把过去忘记了。

·觉新：不，三弟，你不懂啊！你不懂女儿家最易怀旧，重情人度日月心情相守，倘若她嫁得个

知心儿男，也许可淡忘些往事沉浮，可命运偏偏作弄人，她夫君竟死在洞房三天后。恍惚惚她梦里

含悲表哥叫，从此是早被殴打夜被羞，战兢兢受尽虐待回娘家，悲切切陪着个顽固母亲枯庵守，凄惨

惨如此遭遇中，她恨悠悠我思绵绵，这故人旧情怎能丢？

·觉慧：大哥，这一切我们都是瞒着你的，你怎么都知道了？

·觉新：因为梅表妹她从未离开过我的心。可就为这，我的心，又每时每刻觉得对不起你的

大嫂。

·觉慧：那你就更不能让她觉察。可怜大嫂是那样真心爱你，要你幸福，她待你实在太好了。

·觉新：可她越是待我好，我越是觉得对不起梅，梅是为了我才毁了一辈子的幸福的。

·觉慧：是谁？梅表姐！

·觉新：梅，你真的再也不肯饶恕我了吗？

·梅芬：大表哥，你快不要说这些了。

·觉新：那我求你不要同我这样无言告别，求你让我诉一诉我的心底苦处吧。

·梅芬：你要说的我知道。

·觉新：可是你不明白。

·梅芬：我明白！

【混播】原来，这个觉新，不是个木头人哪！原来他也懂得女儿心。他很明白，自己比梅芬幸

运，因为他还有瑞珏，瑞珏是他的安慰。可梅芬有什么？没有了感情寄托的梅芬该怎么活下去？恰

在此时梅芬也来到梅林，她听到此番悔恨的言语，能够减轻些内心的伤痛吗？《梅花三弄》的箫声

响起来了，梅林的灯光也暖起来了，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从前。觉新与梅芬徜徉在梅林里，忘情相

拥。可这毕竟不是几年前，他们也毕竟不再是恋人了。梅芬很快从梦境中醒来，挣脱开。回不去

了，箫声还依旧，可心境已非。然而，这一幕还是让瑞珏看到了。瑞珏很久以来的一个猜疑得到了

证实。

命运刚刚作弄了觉新和梅芬，又来作弄鸣凤了。７０多岁的冯老太爷要讨鸣凤做姨太，鸣凤的

梦也破碎了。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她唯一能够用来反抗命运的，就只有她的生命了。于是，

那片荷花塘，那承载了她温馨爱情回忆的地方也成了她最终的归宿。

觉慧要离开这个葬送了他的爱情、如桎梏一般的家。此时此刻，作为哥哥的觉新似乎顿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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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新不愿看到觉慧走他的老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个牺牲品。可他无力挽回什么，更无力改

变什么，一切希望就只能寄托在觉慧身上了。毕竟，他还有个家，他还有个家。

可是，命运怎么会轻易放过觉新呢？他妥协惯了。他的妥协葬送了他的初恋，现在，那“家规”

的黑影又来笼罩他相濡以沫的妻子瑞珏了。老太爷一死，陈姨太又提出了家里有长辈的灵柩，孕妇

就不能在家中生产，否则家里会有血光之灾的荒唐论调。瑞珏即将临盆，却要被送到乡下去。觉新

虽也反抗了一阵，但最终还是无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风雪之夜，觉新在冰天雪地里赶路。一边，他刚刚诀别了多愁多病的梅芬，眼睁睁看她不堪人

间的煎熬到那世去了；一边，他惦念着病榻上的妻子和新生的孩子，要尽快出城赶到他们身边去，他

已经失去了梅芬，不能再失去瑞珏了。他没命地奔跑，向来逆来顺受的他已经抑制不住内心悲愤的

爆发，他想要跟命运做最后的抗争。可，另一个噩耗还是劈头而来，瑞珏也成了这个家的牺牲品。

这个坟墓一般的家啊！

【出唱段４】：
·觉新：人间无限有情事，满眼只见人奈何。苦水河，曲曲弯弯和泪淌过；泥沼路，坎坎坷坷带

血踩过。为什么，家的重担压上肩，一颗心，从未真正打开过。说是恨，家是我心血浇过的根；说是

爱，家给我灾难套我桎梏。守着它犹如守苦痛，抛撇它又觉魂儿无归宿。痛亲人亡的亡，走的走，哀

家事败的败，破的破，唯有这死了的心头仍点着，那缠缠绵绵，滚烫烫的半根残烛一团火，为爱付出

终不悔，痛的是情缘亏欠何其多！

【混播】已经孑然一身的觉新，缓缓走入了那片惨白的梅林，长门长孙的重担把他压成了一个

没有理想、没有报复、没有爱情、没有伴侣的行尸走肉。他活得没有了自己。为了这个家，他付出的

代价太大了，他也真的累了……

家，是栖息生命的港湾；家，是安抚心灵的驿站。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家，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过去

的“家”，过去的家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启迪和沉思。回眸上个世纪的那些月光如水的夜，审视四川

成都的那个“家”，家中的那些曾经拥有美丽青春的面孔：觉新、瑞珏、梅芬、觉慧、鸣凤，他们的希

望，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徘徊，他们的悲哀……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情愫

始终牵系着我们的泪光，泪光中闪烁着巴金老人关于青春的永恒印记。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为大家安排的是戏曲专题：讲述命运的故事，向您介绍上海

越剧院根据巴金同名小说《家》改编的越剧《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吴江广播电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７日播出，主创人员：邬咏梅、杨阳、张兰飞）

２００７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江苏省优秀广播作品一等奖

“掌上宝”种水稻

【《新鲜农村》节目开始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娟，《新鲜农村》节目又跟您见面了。今天是１１月的第一天，农历是

九月二十二，真正是深秋了。古话说得好“春种一粒籽，秋收一季粮”。到了秋天，你到我们江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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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去看看，满眼都是金灿灿的金黄色，那个美，那是哪儿都没法比的！不光是沉甸甸的稻谷堆满了

仓，再看看打你面前走过的人，那个幸福感，那份喜庆，家家像过年。不过，今年和往年有点不一样。

【片花《乡村搜索》】

走进太湖之滨的吴江市，走近汾湖镇黎阳村民郁金海家的稻场前，他家稻谷就堆得特别高、特

别尖，他乐呵呵地说，这都要归功于他的“掌上宝”。他用“掌上电脑”种水稻，感受“精确农业”的魅

力，那个爽！今天的节目就来听听江苏台记者舒平和吴江台记者张丹华带给我们的新鲜报道《“掌

上宝”种水稻》。

郁金海是黎阳村的种粮大户，干农活可是个老把式。凭着多年大面积种植水稻的经验，亩产一

直保持在６００公斤左右。对“精确农业”这个新概念，他一开始并不怎么动心，因为每亩６００公斤的
产量在当地已经够厉害了，还能增产多少呢？

今年初，抱着看新鲜、赶热闹的心理，郁金海跟技术指导员学起了精确农业的技术。由于用药

精确，营养齐备，管理及时，郁金海种的稻子长得特别壮，特别好。可老天好像诚心要考验一下这项

技术似的，眼看就要收稻了，一场强台风刮来了。和其他农户一样，郁金海种的水稻出现了倒伏。

这时候他心急火燎，好在他想到了掌上电脑，连忙打开电脑上网，在网上把灾情跟农业技术专家说

了。专家在第一时间在线指导了他。这下好了！由于补救措施及时，郁金海的水稻产量没有像其

他农户那样因台风影响而降低，每亩产量６５０公斤。他马上在心里核计了一下，按每５０公斤８６块

算，足足多赚了５４００多元，这还不算化肥用的比去年少省下来的钱。郁金海这回信服了：【出录音】

“今年呢，用了这个电脑，上面都有了，用化肥的、农药的，效果是挺好的。每亩的成本都降低了，成

本降低了，每亩１０块钱吧，那么产量也增加了，增加８０斤。”【录音止】

【《新鲜感觉》片头】

郁金海说的电脑，就是他手中的“掌上宝”。跟一般电脑不同的是，这台“掌上宝”带有 ＧＰＳ自

动定位装置，而且还装着三套特别的软件。一套是基础资料，包括农户的姓名、承包地面积、所在田

块的土壤特质等等。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吴江市近年来的测土配方土样资料，加上３０多年来积累的

作物种植资料，丰富、可靠、科学的数据为精确农业技术教育的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套是管

理系统，可以指导农户怎么样施肥、灌溉，达到最佳效果；而且它还是一套学习系统，因为这台“掌上

宝”就像是一个“百宝箱”，它储存了多年来农业生产各个品种的生长特性和规律，还有各种病虫害

的防治方法，认识以前比较陌生的害虫、杂草等等。吴江市农林局作物栽培技术站站长吴福观说，

农民有了这个“掌上宝”等于有了本实用教科书：【出录音】“整个这个系统呢比较健全的，既有指导

你当前生产的管理，也帮助你大幅学习理论知识，跟你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录音止】

您瞧，多新鲜啊，农民用“掌上电脑”种水稻，还有电子管理、学习系统这些道道，可不比城里的

ＩＴ白领学问少。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可高了！所以，收音机旁的你也许会问了，这样完整的资料能

不能让文化水平有限的农民接受呢？像郁金海这样的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的农民、大户能掌握吗？

其实，专家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些因素。针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户，设计开发者把发放到农户手中的

电脑分为三种类型：文化层次最高的，可以直接用电脑上网和专家在网上交流；文化层次比较高的，

用的是高级ＰＤＡ掌上电脑，可以像手机一样收发短信，和专家互动，就像郁金海用的“掌上宝”；一
般的农户用普通的ＰＤＡ，只接收数据。虽说乍看上去用电脑挺复杂，但用起来不难，只要输入几个

简单的数据就可以了。为了让农户熟练掌握“掌上宝”，在现场，技术员许露生一边演示，一边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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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宝贝的与众不同：【出录音】“这个 ＧＰＳ它这个定位，你在那面走一圈，比如说从这个点走到那个

点，看一下，把它面积算出来，（就是说这一块地要施多少肥呀？对对。然后缺哪些肥料？对对。它

这个资料全都全了，是吗？对对对）这些都可以出来了。根据你前面的一些参数指导你，因为它是

（与专家）互动嘛，比如说他们那边可以发信息跟你说今年怎么样，施多少肥，然后指导自己生产。”

【录音止】

为了让农户熟练掌握这个“掌上宝”，吴江市农林局的技术员们走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农

户们操作。经过几天的学习，农户们就可以独立地使用这套技术指导生产了。

【《大户聊天室》片头】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这儿我们正在说的是吴江农民用“掌上宝”种水稻大丰收的事儿。说到

掌握精确农业技术的好处，体会最深的要数在江南农村从事规模经营的种粮大户了。胡雪明是吴

江市松陵镇的种粮大户，今年９月，他听说市农林局要向种粮大户推广精确农业技术，还给他们发
掌上电脑，他第一个报了名。在技术员手把手的指导下，胡雪明很快学会了使用掌上电脑，用了差

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他是越来越喜欢这个神奇的“小宝贝”：【出录音，压混】“条条框框、各个环节都

在里面了，用起来相当方便。它会指导我增施鸡粪等有机肥，少用氮素化肥，成本算下来，减少了５０

到６０元一亩，但产量倒反而增加了６０到８０斤，最高的一亩多出１２０斤左右，真是灵光得不得了，这
个真是小神仙了。”【录音止】

农民朋友，说到“精确农业”，大家并不太陌生，说笼统点就是科学种田。讲具体些就有这么几

条：第一，就是根据作物的目标产量，正确运筹肥料调控，做到施下去的化肥既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

要，又能得到理想的产量，这叫精确播种或者叫精确投入，它不会造成浪费，节约成本。特别是可以

避免滥施、多施肥料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同时也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

第二是精确管理。水稻一生都离不开水，但不同生长阶段对水的需求是不同的。什么时候要

浅水灌溉、什么时候要排水搁田，农户过去是凭经验、看天气的情况来判断的。应用精确农业技术，

农户对于水浆管理等信息通过电脑能够清楚地得到提示。水稻的一生都需要防虫防病，精确农业

技术的电脑系统能针对江南地区农作物病虫害的特点，把如何防治的具体办法教给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完了播种、投入和管理，就该问收成了。精确农业的第三个特点就

是能算出你的收成，这点最神奇了。以往的产量计算总是要等到水稻全部收割完毕才能得出数据，

但是用上精确农业技术以后，不用等到收割季节，庄稼的收成就可以精确地预估到小数点之后。最

关键的是精确农业技术是根据估测的产量来决定水稻一生的施肥和其他各项管理的。它就像“神

算盘”，算出农民朋友的大丰收。这可是传统农业技术做不到的。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吴江市农林局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开发“农业生产管理决策信息系统”项目。
现在，全市有２０户种粮大户有了这个神奇的“掌上宝”电脑。２０户种粮大户带动了周围的１０００多

户农户。吴江市作物栽培技术站站长吴福观对精确农业对大户的影响非常乐观：【出录音】“这个

２０个种粮大户我们今年承包了８４００多亩，当然我们还要逐步扩大。今年搞２０户，今后呢我们逐步

要通过这个系统来辐射，现在搞８０００多亩，通过大户的带动啊，特别是我们精确农业的科技落户

呢，在我们吴江呢有一个新的发展吧。”【录音止】

吴江市精确农业技术应用试点从最初的６块田、１０亩左右水稻面积，到今年推广、辐射到１０００

户、４万５千亩水稻，“掌上宝”给这里的农民种田带来了一场“技术革新”。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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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田方式，充分挖掘农田最大的生产潜力、合理利用水肥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大幅度地提高农产

品的产量和品质。

【《连线专家》片花】

“掌上宝”种水稻，让吴江农民和种粮大户郁金海、胡雪明尝到了甜头。他们的成功说明精确

农业技术是农民的增收致富的一条新路。对此，农业专家也特别欣慰。江苏省农科院院长严少华

说：【出录音】“从一个市一个县的范围之内使用这个东西，应该是走在前面的。从现代科学技术上

讲，在农民当中推开这个事情，尽快、尽早地应用是个好事，对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的科学种田

水平，是有好处的。”【录音止】

专家还说，精确农业的推广运用还将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出

录音】“使用精确农业对环境、对农产品的安全跟农业的标准化等方面，更确切一些，还可以包含将

来的信息技术来保障农产品的安全和产品的质量等各个方面，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运用

水平和农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录音止】

吴江市农林局副局长严大富坚信，推广精确农业前景广阔：【出录音】“跟常规技术相比，一个

是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的使用，使农作物

增产。经过我们几年来的实践，这项技术比常规的技术措施能够使农作物增产５％到７％。这一项

技术更科学更先进，通过这一项技术的推广呢，来提升我们整个吴江农民的科学种田水平，把我们

吴江这个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录音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明天的这个时间再见。

（吴江广播电台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播出、

江苏广播电台《新鲜农村》节目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播出。

主创人员：张丹华、舒平）

２００７年江苏省电视社教二等奖

难得布衣

画　面 解说词 同期声

古镇同里。

正福草堂。

布衣一家做琴会的准备工作。

琴会开始。

裴金宝老师发言。

字幕：苏州同里民居客栈。正福草堂。

字幕：裴金宝先生———布衣的古琴老师。

宋朝的崔尊度有一句话，

叫“清丽而近，和润而远”。

就是讲的这个古琴的声音。

那么同时“清”、“和”又是讲的做人。

这个琴集会叫清和琴会。

小陆是这里的主人。

小陆的儿子又叫陆清和。

这个事情蛮巧合的。

今天同门济济一堂都很愉快。

我们开场先来一个《梅花三弄》。

琴箫合奏曲。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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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画　面 解说词 同期声

【片名】难得布衣

草堂夜景。

灯笼。

正福草堂藏在同里幽静的小

巷中。

陆斌斌是这家客栈的主人。

朋友们都喜欢用他的网名“布

衣”称呼他。

布衣与客人在凉亭里喝茶、

聊天。

布衣弹琴。

客人在草堂拍照、嬉戏。

布衣弹琴。

字幕：江姐———客栈客人。

字幕：布衣———民居客栈正福草堂主人。

你有没有朋友过来这里？

没有啊。我就是为你准备的。

真的不好意思。

跟江姐已经相识了好多年了。

我们是有缘分哦。

对，对，对。

他从小喜欢古琴。

在传统音乐里我最喜欢就是古琴和箫这两样东西。

其实我的性格是有点内向，

不善于主动的跟别人交往。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害怕与人交往，

我又希望我有我的朋友。

在我的所做的这些客栈里面，

把我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完全地展示出来。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

客人不需要跟我交流，

你看懂了我的客栈，

看懂了里面的一草一木，

看懂了我的一桌一椅，

这就是在与我交流。

我认为这是比言语更好的一种方法。

字幕：客栈客人。

我们现在觉得因为平时很忙，

周末的时候到外面去放松放松。

最好是住一个晚上。

本来我们不是住这儿的，

然后一查同里住宿对吧。

在谷歌里面查的？

对。同里住宿，然后找到古镇网。

他网站做得蛮好，

这里的评价蛮高的。

他自己又有一个自己的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也做得蛮不错的。

突然停电。

布衣检查电箱的保险丝。

平静的客栈里。

偶尔会发生意外的情况。

布衣的生活中也有令他睡不着

的事情。

哎呀。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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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画　面 解说词 同期声

毛巾厂车间。

机器。

工人。

字幕：苏州同里。正福毛巾厂。

睡不着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工厂。

总是到两三点还不能睡着。

因为这个厂是几个亲戚一起做的，

对我那几个亲戚来说几乎是倾尽了一家一当，

所以这个给我的压力比较大。

当初是有一个朋友这样讲的。

他说他有单子，

只要质量能达到他的要求，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到现在一直也没有确切的消息。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马上停产的问题。

目前也在寻找一些出路吧。

布衣坐车去义乌。

在毛巾市场里打听行情。

布衣在义乌的毛巾批发市场买

过客房的毛巾。

那里有个同里的商户，

布衣决定和小舅子一同去义乌

找他碰碰运气。

字幕：浙江义乌。毛巾批发市场。

布衣在毛巾市场里。 这个克重有多少？

８６０克。
会差得那么多？

两分三你说还得要有利润。

现在没有找到吴江我们那边的商户只能打道回府喽。

反正跟这种人的话，你也不好谈，

因为一般的话他们都有自己的厂家。

这里面的商机是蕴涵了一点，

但是对我们，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不知道怎么弄。

草堂夜景。 客栈里依然平静。

有朋自远方来。自有好茶

相待。

从布衣的脸上似乎看不出他心

里的烦恼。

字幕：苏州同里民居客栈，正福草堂。

布衣与朋友一起喝茶。聊天。 字幕：张临希———布衣朋友，北京大学老师。

我说你啊，是书呆子，

读书把你脑子都读坏了。

你能跟他比吗。

我能跟谁比啊。

到这儿来才能轻松的讲话，

平常要做样子。

你在北大里面估计是很像样的。

我从来没有把袜子脱了垫在自己屁股下面坐。

朋友走了。

布衣一个人关窗。收拾。

现代人他们生活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然后比如说，他们来到了正福草堂。

他们发现这些东西还可以和现代人的生活那么和谐

的结合在一起。

那个时候对他们的心灵会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很多的客人来到了正福草堂之后。

就说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心灵可以栖息的地方。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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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画　面 解说词 同期声

布衣与舅舅坐在毛巾厂的办公

室里。

布衣为了小舅子的撤股发火。

布衣打电话给客户。

毛巾厂还是没有起色。

原来一同参股投资的小舅子提

出撤股。

在厂里主管业务的舅舅态度也

动摇了。

字幕：苏州同里。正福毛巾厂。

字幕：沈金生———布衣舅舅。

有朝一日这个厂好起来了，

你再想回来，不要你回来了。

你去打工吧。

气人。

我还是那样一句话。

就是说梅大哥的单子给我们，

我们可以活着，

给别人家，

别人家有可能就是多赚一点和少赚一点，

但是对我们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就能够活着一个厂了。好吧。

好。

行。

那我其他话我就不讲了。

好吧。

好。那就多多费心了。

那就这样。再见。

越是这样子，我越是要想办法让它活下去，

想办法让它好起来。

所以我从来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

低声下气地求一个人干嘛。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性格。

所以为什么当初做了旅店之后。

布衣与舅舅在车间里看产品。 感觉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

那就是因为只要你把旅店做好了，

你不需要去销售。

别人就会找上门来。

这个是比较符合我的个性的，

比较内向的个性。

那么现在这个毛巾厂，

存在着很多外向的东西。

这个希望太渺小了。

但是即使它只有一点点，

我们还是要去尝试一下，

因为现在工厂面临着困境。

琴会。

布衣与老师琴箫合奏。

我问我老师第一句话就是：

老师，我不懂五线谱，不懂简谱。

而且我的耳音很差。

我听不出哆 咪发嗖啦兮这些。

当时是三十一岁。

我说我都三十一岁了还能不能学琴。

我老师跟我这样讲：

学琴不要说三十一岁，

就是六十岁都不算晚。

他说当你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

相反你学起来会更加的容易。

也就是说当你在演奏

或者说是在弹一些曲子的时候，

你的人生阅历会在你曲子里面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你更能够理解琴曲的意趣。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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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画　面 解说词 同期声

束河古镇。

演奏纳西古乐的老人们。

布衣与老师。

字幕：云南丽江。束河古镇。

三年前，我的一个师弟到丽江来度蜜月。

他回家之后就说，

师兄那个地方实在太美了。

他说，你一定要去看一眼。

一到这个地方，

清清的流水地，

丽江古城四方街上光滑的，

好像打过蜡一样的五花石。

还有玉龙雪山，还有纳西古乐。

种种的这些东西，把我给吸引住了。

布衣与老师看院落。 布衣决定在丽江也开办一家

客栈。

他把老师从同里请来为他做

参谋。

布衣与木匠商量工程。 到时这个小庭院里面重新给它改造一下。

布衣走进花木商人的院子。 字幕：花木商人。

你可以买这个一二三四，

还有两个盆呐，两个盆是最好的。

这个花盆烂也不会烂。

布衣走进旧家具商人的院落。 你好，还认不认得我呀。

哎呀这个柜子漂亮的。

这个柜子要多少钱？

这个要一千五。

一千五好像有点贵了吧。

你们打电话给老何，这个柜子我要。

这个有一个人给一千二，他说不卖。

你说我们都是老生意了。

老生意了，但这次买来的贵了。

老何，你要不要回家啊。

你还不回家啊，我在你的院子里边。

我看中你一个小的万卷桌，

那个你要给我多少价钱呀。

咱们都是老生意了，

你是不是太贵了呀。

这样子吧，一千两百块钱。

夜色中的正福草堂。

拖拉机运来桌子。

布衣与大家在篝火边跳舞。

字幕：云南丽江民居客栈。正福草堂。

字幕：裴金宝先生———布衣的古琴老师。

这个大小正合适。

你看它和四个窗的距离，

就是为它设计的。

相当好。不错。

很协调。

草堂的房间。窗户。

布衣在院子里弹琴。

字幕：云南丽江民居客栈。正福草堂。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客栈。

我到每一个地方，

甚至我在丽江的束河。

我进入到每一个院子，

我认为这个院子就是我的家。

我是把它当作家在经营。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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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画　面 解说词 同期声

入住到我们草堂的人，

他都会觉得像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

那家庭的感觉一定是温馨、舒适，

是有感情的东西。

阿丽星给客人上菜。

广东客人吃饭。

客栈开张迎客。

员工是五个当地青年。

他们做的素食菜肴挺受欢迎。

客人与布衣聊天。留言。 字幕：客栈客人。

丽江最大的收获是来束河，

来束河最大的收获是来正福。

那是对我们最大的赞赏了，

那远远比给我们几百块钱的房费更有意义。

有胖金哥吗？

胖金哥是哪个？

胖金哥就是我们的小弟阿丽星，

人称束河王子，束河第一帅。

最喜欢这里的宁静、悠远，

还有这种很慢节奏的生活。

让我感觉很放松，

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好。

束河古镇街景。

赵珂打电话。

赵珂的父亲几次打电话来叫她

辞职回家准备高考。

可是小姑娘也不知道如何跟布

衣开口。

她和几个伙伴商量。

大家也意见各异。

几个年轻人吃早饭。 字幕：阿丽星———正福草堂员工。

你跟他说是你父亲叫你回去的。

草堂的员工大家一起吃晚饭。

讨论。

对联：素食一生。

你那个本子上写着“素食益生”。

是利益的“益”，这上面怎么写“一”的呢。

这个素食一生，

这个一生的话对我来讲是激励我自己。

到现在我素食将近有八年。

我希望我这个人的一生都是素食。

而本质上那个利益的益呢，

意思就是素食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

是这样的想法。

你们几位跟着一起吃素行不行呀？

习惯了。

刚开始阿丽星是三天就要跑回家一趟，

但是我不强迫他们。

我就说，你们想吃肉就买一点回来，

只要不在我们的厨房里煮就可以了，

就是自己买一点熟的就可以吃。

因为这个素食对我来说是我的人生选择，

但是不能把自己选择强加在别人身上，

因为这个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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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面 解说词 同期声

布衣叫赵珂进去谈话。 其实布衣已经知道了赵珂的

情况。

布衣给赵珂结清工资。

布衣弹琴。

赵珂走出门。

哪个“珂”啊？

王字旁。

就像老师说的，假如考上了那么是最好，

万一有什么的话，假如要工作还可以回到这里来。

这是你的工资。

那你今天是什么时候走呀？

十点半。

十点半是吧。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

以后如果来束河的话，可以来玩玩。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说句谢谢。

好好地读书。

来不及了，快点走吧。

布衣在琴会上弹琴。

听别人弹琴。

鼓掌。

黑场淡出。

好像我们写文章一样，

写到这个地方，

可以有一个小结。

当我每把一个院子做出来之后，

大家进来之后对它的认可，

对我来说简直是最大的一种认可。

这个远比我付出一些劳动、一些心血，

得到的东西要多得多。

也就是说我在一次一次不断肯定我的一些思想，

我做人的一些原则。

黑场。

字幕。

字幕：到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正福草堂民居客栈已经在苏
州同里开办一家，在云南丽江开办四家。

而正福毛巾厂依然在困境中坚持生产。

吴江电视台【结束】

（吴江电视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播出，主创人员：杨长辉、凌春明、李红跃）

２００７年江苏省电视社教二等奖

南社风云

【字幕】谨以此片献给南社发起１００周年、柳亚子诞辰１２０周年。

【解说词】当时间拉开了２０世纪大幕时，中华民族却并没有摆脱已经伴随着它半个多世纪的屈

辱。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尚未散去，八国联军的铁蹄又蹂躏着中华大地。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为何饱受欺凌，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又该何去何从？在国家的危亡之际，在时代的风云变

幻之中，民族知识分子纷纷挺身而出，学习先进思想，去寻找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而南社就是一

批知识分子精英为了这样的目标而组织的社团。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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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黑】

【出片头】片名

第一集　世纪危局
【解说词】清晨的阳光掠过旧式的街檐，黎里这座历史悠久的小镇开始苏醒过来。在粉墙黛瓦

的斑驳之中，恍然让人穿梭过了１００多年的光阴。
【渐黑】

【黑场　配音　字幕】“先正那拉氏伯母之名，然后责以乱纪罔上之罪……幽禁于颐和园，不使
干预政事，凡后党悉从诛戮。”———据柳亚子回忆《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解说词】１９００年，一名１４岁少年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在同龄人都还只顾着玩耍的年
纪，他却开始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的名字叫作柳亚子。１８８７年，柳亚子出生在吴江北厍一户

开明士绅家庭，１２岁那年，他随同父母搬到了黎里镇上。《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是他以自己对于时
事的理解写成的一封书信，而倾诉的对象则是当时的皇帝光绪。

柳亚子纪念馆原馆长李海珉：【同期声】“这封信写好以后，他准备寄出去。十四岁的柳亚子不

知天高地厚，他认为这个是我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父亲母亲看见了，（心想）这

封信寄出去，马上（就会落）在慈禧太后他们手里，可能会灭九族。所以拼命地把它夺下来，付之

一炬。”

【解说词】柳亚子的父亲是康梁的拥护者，有着革新改良的思想，这件事情让他又惊又喜，真正

认识到柳亚子并非是池中之物。因此，两年后，当高中秀才的柳亚子不愿继续科举之途时，并没有

遭到家中太多的反对。

【解说词】科举取士一直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无数读书人毕生努力的目标。

尽管此时封建王朝已经逐渐衰落，对于读书人来说放弃这样的目标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解说词】柳亚子之所以萌生出这样念头，是因为他在考秀才的考试中结识了同里人陈去病。

陈去病出身于商人家庭，少年起就有“江湖任侠之风”。两人都觉得清王朝已经穷途末路，而要挽

救国家民族，就要学习新式知识。

【解说词】１９０３年，柳亚子前往上海，进了新式学校爱国学社，而２９岁的陈去病则东渡日本

留学。

【解说词】出国留学是２０世纪初的一股风潮。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因路途近，文化传统相似，是

留学生的首选目标。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赵林凤：【同期声】“基本上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是分成几批，比如说１８９８

年是第一批的学生，它是十三个人，是比较少的；到１９００年以后，慢慢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到日本东
京的就达到了１００多人。”

【解说词】这些以秋瑾、宋教仁、胡汉民等为代表的留学生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是

怀着救亡图存的理想来日本求学的。而清政府的腐败与倒行逆施，促使这些爱国留学生开始转向

革命。

【解说词】而国内的形势同样是风云变幻。在爱国学社，柳亚子接触了大量的新式知识，更为

重要的是，他在这里结识了《革命军》的作者邹容，这使得他从一个康梁的崇拜者转成了一个革命

者。但是，不久后，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案发，因为在《苏报》上发表反清文章，邹容和章太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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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捕入狱，邹容不幸在狱中病逝。

【解说词】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正在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奋。１９０５年７月，孙中山从

欧洲抵达日本，在这里，他受到了留学生们的热烈欢迎。８月２０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
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方针。同盟

会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担负起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孙中山形容

说，当时的革命形势，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

势。１９０６年初，秋瑾、高天梅等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成员纷纷回国，准备把同盟会的组织和革命的
思想在全国传播。

【解说词】此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两百多年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１９０５年，绵延
千载的科举制度画上了句号。它的终结敲响了王朝不断更迭的帝国即将倾覆的丧钟，更打开了束

缚知识分子的名缰利锁，一夜醒来，这些读着四书五经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就面临着价值体系的

重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同期声】“科举制度的废除，斩断了知识分子接受传

统教育，为封建王朝服务，依附于封建王朝这条道路，迫使他们接受新的文化，迫使他们走上一条和

以前完全不同的道路。”

【解说词】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暇顾及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一

样，大清帝国正在试图给自己注入一剂强心针，以赢得喘息片刻的机会。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０６年，清政府

派出了五位大臣到国外进行考察，为所谓的宪政改革做准备。１９０６年，政府公布了宪法大纲，准备
实行君主立宪制，不过预备过渡期为９年。但是，这所谓的变革来的为时已晚，广大民众对于清政

府所谓的改革充满了疑虑，而革命党人更是看透了清政府的拖延之心，准备好以暴力的手段推翻腐

朽的政府。

【解说词】１９０７年，秋瑾的同乡，同为光复会会员的徐锡麟准备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权力来发
起起义。于是，将自己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交给了秋瑾。这座学堂是一座带有军事性质的

近代学堂。秋瑾在办学之余，经常女扮男装，四处奔走，联系会党。１９０７年７月，她和徐锡麟相约，
同时发动起义，由于消息泄漏，徐锡麟在安庆的起义失败了，徐锡麟被残忍杀害。几天后，清军包围

了大通学堂，秋瑾遭清军逮捕。

【解说词】７月１５日凌晨，秋瑾在轩亭口，踏着星光走向刑场。临刑前留下绝笔：“秋风秋雨愁

煞人”，随后英勇就义。

【解说词】秋瑾就义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很多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发表诗词悼念这位为革命

流血牺牲的女中豪杰。当时在上海的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等都参与到了悼念活动中。

【解说词】鉴于明末清初的反清社团给清王朝统治带来的不利影响，清朝的党禁非常严厉，公

开的结社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到了清朝末年，政府的控制力明显下降，党禁也就松动了。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之梅：【同期声】“党禁解开了，人们呢，各行各业都成立各

种各样的小团体。”

【解说词】为了悼念秋瑾，同时把革命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１９０７年，陈去病组织了神交社。
长春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郭长海：【同期声】“农历７月份，他过生日，他就请一些朋友到酒楼，

以过生日为名，来悼念秋瑾，结果来的朋友很多，７月７号那天就来了２０多人，大伙纪念秋瑾，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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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搞了一个名字，就叫神交社。神交，就是看着好像朋友之间，实际意思是怀念秋瑾。”

【解说词】高天梅、柳亚子两人虽然没有前往参加，但是都表示支持。第二年，陈去病又与秋瑾

的好友徐自华等组织了秋社。这些一心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开始组织在一起，汇聚成更大的力量。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之梅：【同期声】“什么东西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反

清，推翻清朝，追求民主共和，就是这个大旗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解说词】在那个暮霭沉沉的年代，天是阴沉沉的天，地是阴沉沉的地。在压抑阴沉的社会环

境中，心存天下的民族知识分子开始团结起来，去争取黎明的曙光。１９０７年冬天，神交社成立后不
久，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邀请了刘师培夫妇、邓实、黄节、朱少屏等聚会，决定在神交社的基础上，

组织一个新社团，名称就叫“南社”。一个富有革命朝气的全新社团即将踏上历史舞台，在这样一

个风云际会的年代里，注定闪耀出璀璨的星光。

第二集　风云际会
【解说词】历史就像大海，总在波澜壮阔之后归于平静。

【解说词】苏州虎丘山下的山塘街是一条老街，在街口有一座爬满了藤蔓的旧房子。往来的人

们或许只会把它当作街上的一座普通建筑。但是，在上个世纪初，这里却见证一个影响深远的社团

的成立。

【解说词】在斑驳的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寥寥的几行字，让人了解了这里就是南社成立的地

点张公祠。

【解说词】１９０９年的１１月，陈去病、柳亚子等１７人乘船到达山塘街，在这里举行了南社成立大
会。在这次南社第一次雅集上，通过了南社条例，条例规定了入社者要品行文学两优，同时要得到

社友介绍。而南社的主要活动方式是雅集和丛刻，雅集一年春秋两次，而辑录南社成员诗文的南社

丛刻的通信地址则被定为：上海民立报馆朱少屏或者苏州黎里柳亚子。这使得黎里从一开始就成

为了南社革命诗文的集散地，也使得柳亚子在南社中具有特殊的影响。

【配音】在出席第一次雅集的１７人中，除了胡颖之、黄宾虹、蔡守三人外，其余１４人都是同盟会

会员。因此，新生的南社从一开始就打上深深的同盟会的烙印，也预示着它是一个富有革命气息的

团体。

【解说词】在南社成立大会上，年仅２３岁的柳亚子面对黯淡的祖国河山，看到来自四面八方、朝
气蓬勃的青年，思潮起伏，写下了一首诗，表示要以文学作为武器，拯救民族、国家于危亡之间。在

这首诗的序里，他写下了：【配音字幕】“盖自社事零替以来，三百年无此盛矣”的句子。

【解说词】三百年无此盛所说的“盛”，指的１６３３年在虎丘成立的复社和其后成立的几社。这

是两个在明朝末年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力图以“复古学”为宗旨，传承传统文化，挽救明朝

政府。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同期声】“所以几社，复社的文人，它虽然是一个文

人团体，但是又是一个议政的团体，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后来的复社文人，许多都

参加了反清斗争。”

【解说词】明朝灭亡以后，清朝政府采取禁止结社的做法。但是，江南文人中的爱国思想并没

有随着明朝的灭亡和政府结社的禁止而消失，这样的传统几百年的流传下来，成为了与南社有着千

丝万缕联系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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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这样的渊源联系直接的体现在南社的名字上，社名的意思是【配音字幕】“操南音而

不忘其旧”，托借明末清初反抗南下的异族的立场，表明反清的意图。作为南社发起人之一的柳亚

子在民国成立之后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南社的宗旨是反抗清朝，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

的旗帜。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同期声】“历史上吴江地区，江南地区，是抗清的一

个传统地区，吴江周围，附近的太湖，太湖流域，当年就是抗清义军的根据地。”

【解说词】相隔三百年的历史就这样奇妙地联系在一起。南社发起人之一的陈去病还编辑了

大量明末清初反清志士们的书籍，公开出版，借以激发群众对于清政府的仇恨。

【解说词】在反清的共同志向下，爱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地集结在一起。和他们的先辈不同的

是，他们同时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熏陶。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同期声】“他们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类型，怎么说

呢，除了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化，受到儒学的影响外，还受到近代科学和近代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

苏州大学副教授徐永端：【同期声】“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这个使命感用宋代张载的话来说，就

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柳亚子外孙柳光辽：【同期声】“（他们）以气节相标榜，以文章相抵砺，以诗词相唱和。”

【解说词】由于南社的创始成员中，大部分是同盟会成员，因此南社的活动和同盟会在国内的

革命活动息息相关。柳亚子在《南社纪略》里说：【配音字幕】“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

做犄角。”

【解说词】南社作为一个文学革命团体，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支持革命的方式也有着自

己的特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柳亚子外孙陈君石：【同期声】“不用枪炮，是用诗词来作为武器。”

【配音】高举反清大旗的南社，得到了革命党人、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规

模不断扩大。

柳亚子外孙柳光辽：【同期声】“南社的诗文活泼，凌厉，有少壮朝气，青年人非常喜欢读，因为

它是前进的，革命的，富有民族意识的。”

【解说词】到武昌起义之前，南社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了２００多人。南社的活动范围也逐渐从上
海及周边向外延伸，１９１１年在绍兴、沈阳、广东、南京相继成立了南社的分社。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南社的成员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新兴的新闻出版行业的知识分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同期声】“上海主要的革命党人的报纸，掌握在南社

成员手上，另外全国有好多地方的报纸（也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它是同盟会的宣传

部并不过分。”

【解说词】１９１１年９月７日，南社在上海豫园进行了第五次雅集。同盟会中的两位重要人物宋
教仁和陈其美都参加了这次雅集，他们两人也都是南社成员。而当时正值同盟会正准备在湖北、上

海等地进行武装起义前夕。

【解说词】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南社成员掌握的报刊杂志立即展开了大规
模的宣传活动。柳亚子、朱少屏在上海创立《警报》，把革命军胜利的消息传播到千家万户。陈去

病、张默君等人创办《大汉报》，进行革命宣传。强大的宣传声势推动了革命波澜壮阔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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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立人：【同期声】“应该说（南社）这里面有一些先进分子就是孙中山所

讲的先知先觉，先知先觉可以带动更多的后知后觉，革命一成功，大家也是拥护革命反对清朝，南社

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说词】武昌起义的成功迅速在全国引发了连锁反应，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光复。在短短几

个月时间内，革命势如破竹，绵延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解说词】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独立的１７省代表云集南京，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

【解说词】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代表着共和政府

的五色旗在神州大地飘扬。

【解说词】民国的成立让南社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他们纷纷参与到新的共和政府中来，内务

次长居正、实业次长马君武、司法次长吕志伊、教育次长景耀月、交通次长于右任，都是南社成员，柳

亚子也受推荐，担任总统府秘书。

【解说词】但是，形势远要比乐观的革命者想象的要复杂。就在１９１１年底，走投无路的清政府
迫不得已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一方面派兵对南方政府采取高压态势，另一方面又派代表与南方政

府接触。

【解说词】面对袁世凯高压与怀柔的两手姿态，南方政府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主战派与主和派

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而最终，在南京政府内，主张议和的论调占了上风。强烈反对议和的柳亚子愤

而辞职，前往上海。

【解说词】柳亚子到上海以后，以青兕为笔名，在《天铎报》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议和的观点，

指出袁世凯的野心。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同期声】“柳亚子在这篇文章里就讲，袁世凯这个人

啊，专制成性，他是不可能拥护共和的，说你今天让他当总统，明天他就可能当大皇帝。”

【解说词】陈去病、高增等人在苏州《大汉报》上发表评论，反对议和，主张除恶务尽，“万不可苟

焉而止”。

【解说词】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主张议和的都是南京政府内的实权派，议和的定论已无可动摇。

南北政府的代表伍廷芳与唐绍仪达成协议，袁世凯迫使清室退位，而孙中山愿意让出大总统之位。

【解说词】１９１２年的２月１２日，宣统皇帝溥仪的母亲裕隆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退

位。中国的封建王朝正式宣告结束。

【解说词】清帝退位后，孙中山信守承诺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了袁世凯。此前，临时参议员匆忙

制定了《临时约法》，企图以此来限制袁世凯这位前清重臣的权力。

【解说词】随着政权的交接，新的民国政府的权力中心也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宋教仁作为第

一任内阁的农林总长也随其他成员一起前往北京。在途经上海时，他前往天铎报社，见到了柳亚子

与冯心侠，冯心侠也是南社成员，更是坚定的革命者，曾经变卖家产支持反清活动。

【解说词】或许是心有所感，宋教仁写下了一副“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的对联，赠给初次相

见的冯心侠。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近代文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张炯：

【同期声】“所谓白眼看天下，白眼就是不满吧，对于现实不满；另一方面，我虽然不满，但是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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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丹心，我要报国家，代表了他当时那种思想。”

【解说词】这样的一副对联对于宋教仁来说，自况的成分更多一些。他虽然同意议和，但是他

的内心里是反对袁世凯的。而他希望通过政党选举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内，宋教仁四处联络，筹划成立新政党，希望能够在国会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１９１３年初，宋教仁

组建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选，主张要限制总统权力，这让袁世凯深感忧虑。

【解说词】３月２０日，随着三声枪响，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刺客杀害，幕后凶手直指袁世凯。

【解说词】宋教仁被刺的血案破灭了很多人的幻想。孙中山匆忙从日本回国，与国民党其他领

导人商议反袁事宜。可是袁世凯早已撕下了民主共和的温情面纱，开始血腥镇压革命党人。

【解说词】面对袁世凯的暴政，革命党人并没有退缩。南社的诸多成员纷纷走上了反袁的第一

线，或利用舆论工具，或参加军事斗争，反对袁世凯。在反袁斗争中，先后有１０多位南社的重要成

员牺牲，这个数量竟比清政府统治时还多。柳亚子因此愤怒地写道：【配音字幕】“当年专制犹开

网，此日共和竟杀身。”

【解说词】血腥残酷的镇压并没有让南社的知识分子们屈服，南社创始人之一的高天梅在诗中

写道：【配音字幕】“眼底牺牲儿，流血恐未已。唯有诗界魂，枪炮轰不死。”

【解说词】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袁世凯开始了称帝的闹剧。中国在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四年后，
又迎来了一个新皇帝。这一幕闹剧并没有能持续多久，随着蔡锷率护国军讨袁开始，各地纷纷宣布

独立，在持续了８３天后，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轰然倒塌。

【解说词】反袁的成功，并没有为南社的民族知识分子们带来太多喜悦。随后，北洋军阀的频

繁更替，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陷入了连绵的内战之中。

【解说词】曾经满怀着推翻清朝建设共和，振兴民族、国家的理想的南社知识分子们，突然发

现，在为共和实现兴奋了没有多久之后，看到的依然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在刚刚看到了一丝曙

光之后，迎来的竟是另一个漫漫长夜。希望幻灭之后的迷茫困惑着他们。中国的希望究竟在何方？

他们为之付出一切的革命究竟有没有价值？

第三集　时代大潮
【解说词】【配音字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解说词】１９１６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孙中山从浙江海宁观潮后，回到上海写下了这样的一段名
言。海宁潮的声势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正值袁世凯的洪宪王朝破灭，袁世凯死后不

久，孙中山正准备发起新的革命。这番话既是对于袁世凯逆潮流而动遭遇灭亡的感叹，也是对于酝

酿新的革命潮流的期待。

【解说词】而就在此时，一场席卷文化领域新的革命潮流也正在酝酿之中。

【淡入黑场】

【解说词】民国成立之后，南社的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固然使南社的影响力不断得到扩展。

但是也使原来志向一致的团体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出现了“同社多异趣”的局面。同时，经历了反

袁斗争之后，南社损失很大，很多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分化。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近代文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张炯：

【同期声】“他有一部分人是消沉，喝酒还继续吟诗，当然有一部分人是追随孙中山，你就包括陈

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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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伴随着政治上的分化，原来在文化思想和文学主张上有着分歧的南社成员之间，开

始不断地发生争执。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近代文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张炯：

【同期声】“那么多人啊，各行各业都有，你要从家庭来分析来说，可能有人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家庭，

有的可能家里比较穷困了，他思想都不一样，有的到日本留学的，有的可能到美国留学，到英国留学

的，接受思想的来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一种新的历史转折的关头啊，分化是必然的。”

【解说词】南社的民族知识分子大多是从旧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很多人同时接受了新旧两

种教育。对他们来说，要摆脱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旧式教育带来的思想束缚并不容易。

【解说词】民国成立后，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废止尊孔读经的主张，柳亚子、高天梅等

人都积极赞成。但是，由于深受旧的教育体制的影响，南社中很多人都站在了尊孔的一面。１９１７

年，因为同光体的问题，南社的思想矛盾集中爆发了。

【解说词】所谓“同光体”，是指同治、光绪以来的一个诗歌派别。诗派的人喜用僻典冷字、险韵

拗句，风格枯涩瘦硬，而思想上大多抱残守缺，反对民主共和。

【解说词】在南社内部，同光体有着相当数量的拥趸。作为民主共和的拥护者，柳亚子自然对

此难以容忍。１９１７年７月，柳亚子与朱玺、成舍我等同光体的拥护者发生了论战，论战逐步升级为
南社内激进与保守派别之间的争论。柳亚子一怒之下，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将朱玺、成舍我开除出

南社。

【解说词】南社内的保守派别因此猛烈指责柳亚子，鼓动要把柳亚子赶下台。在激烈的斗争

中，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南社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选举，结果在４３２票中，柳亚子以３８５票继续当选为南社

主任，挫败了复古派想要夺取南社领导权的想法。

【解说词】可是，南社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样的激烈争论，相对于正在全国酝酿的一次

文化变革的浪潮来说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南社的这些知识分子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次

大潮中去。

【解说词】１９１５年９月，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杂志改名为《新青
年》。《新青年》的撰稿人，主要是在日本和西方长期接受了民主、科学思想留学归来的人。他们中

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胡适，他们猛烈批判尊经尊孔的学说，主张新思想与新文化，在青年中产生

了很大影响。

【解说词】面对新思想新文化，南社的成员们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

【解说词】《剑桥中国史》评价说：【配音字幕】“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很幸运地能够在由南社控制

的报纸上，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能赢得其他革命的报刊工作者和梁启超的追随者的支持。”

【解说词】但是，这些后起之秀明显在思想观念上和他们的前辈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卢文荟：【同期声】“南社的人群里面，他们受的教育还是传统为

主，他们也有留学生，但是大部分人的留学经历可能是比较少的，或者比较粗浅的，就是出去一两个

月、一两年那种，后来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都是西方教育为主。”

【解说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行，这种差异很快变成了论战的根源。

【解说词】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一首白话诗：【配音字幕】“两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突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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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直白的小诗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开端。

【解说词】《新青年》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的文章，打出了文学革命军的

大旗。

【解说词】白话的重要性早在晚清就已被进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南社成员陈去病创办的

《二十世纪大舞台》、南社成员林白水创办的《中国白话报》早已经把它作为一种群众启蒙的手段加

以运用。但是，这次胡适所提出的白话确确实实是不同的。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卢文荟：【同期声】“它不仅仅是一个语体，不仅仅作为白话文，也

不仅仅是作为文体或者文学，也不仅仅是文学，它是整个思想变革的一个载体。”

【解说词】一周后，曾经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废除古

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思想交锋就此拉开。南社的很多成员很难接受推翻过去的文学和文字方

式，这样的做法是对于他们固有价值观的一次颠覆，他们纷纷站在了拥护旧文学，反对白话文的立

场上。即使像柳亚子这样的南社中的激进派，一开始也很难接受这样巨大的变化。但是，柳亚子在

面对新生事物时，所持的态度十分开放。

柳亚子外孙、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同期声】“他是对着新生事物不怕，我相信就是他对于

新生事物的敏感性，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但是这个判断的环境，去研究，这是后天的。”

【解说词】正因为如此，柳亚子和南社的一部分观念开放者很快就认识到了新文化对于国家和

民族的意义。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了新文化运动中去。而南社中的其他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样的做

法。从民国成立之后就产生的思想裂痕，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越扩越大，最终导致了南社的

分裂。

【解说词】文学革命的大潮无可阻挡，而南社的成员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不可避免地参与

了到了这一场浪潮中去。在这过程中，南社的成员和他们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性通过一些小型

的聚会和诗文的来往等交换看法。

【解说词】南社成员李书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曾

东渡日本留学，是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
家中迎来了一批客人，他们将要在这里举行一场聚会。这对于经常高朋满座的南社成员们来说，是

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无论参与者是不是南社的成员，这样的聚会在南社各式各样的活动中似乎都

无足轻重。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来说，这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开端。

【解说词】这次看似寻常的聚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这座住宅后来也有了

一个新的名字———一大会址。

【解说词】南社和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渊源并不仅限于此。

南社研究者金建陵：【同期声】“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两种版本都是南社成员翻译的。”

【解说词】早在１９０８年，由南社成员陆恢权等主办的《天义报》就发表了由民鸣翻译的《共产党
宣言》。而公认的最早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也是新南社的发起人。

【解说词】而从一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情上，我们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渊源的奇妙，它的影响已

经超越了事件的本身，或许成为了往后大事的机缘。南社成员孔昭绶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而毛

泽东当时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校长李根源，张闻天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

时的校长许肇南，将周恩来、邓小平等送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朱少屏等也都是南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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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革命的愈加革命，保守的愈加保守。这是南社成员分化后出现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旧的南社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无以为继了。

【解说词】１９２３年５月，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八人发起组织了新南社，柳亚子当选
为新南社社长，到１９２４年２月新南社已经发展到２１３名会员，其中，原南社成员约占三分之一。陈

去病、朱少屏、姚光、杨杏佛等原南社成员都参加了新南社。在新加入的成员中还包括了廖仲恺、何

香凝这样的国民党重要人物以及新文学作家沈雁冰、刘大白，教育家杨贤江，青年画家叶天底等。

【解说词】新南社成立在国共合作的前夕，在新南社的成员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

因此和过去的南社已经有了很大不同。陈望道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配音字幕】“拟成立新南社，是

党发起的初期，想把南社改造成新的文学团体。”

【解说词】１９２４年５月，《新南社社刊》出版，全部使用白话文，内容包容度很高，既有大量文学

作品，更有很多反映国外新思潮以及中国社会现状的文章。社刊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向读者推荐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

刊等。

【解说词】就在新南社成立后不久，南社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也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南社

湘集。这个组织中聚集了大量的守旧派的知识分子。但是，也有不少只是因为喜欢国学的人加入

了这个组织。后来，随着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南社湘集的活动逐渐陷入停顿。

【解说词】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新南社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不久后，随

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新南社无以为继。

【解说词】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给当时激荡中的中国政局蒙上了一层阴

霾。新南社的成员因为政治和思想上的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等人都

成为了反共的国民党右派。

【解说词】而后，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

【解说词】这时候，柳亚子已经看清了蒋介石的真正的野心。在整理党务案之后，时任中国国

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怒斥蒋介石要做“陈炯明第二”，拂袖而去，回到家乡吴江。

【解说词】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了清党运动，派人来到吴江抓捕柳亚子。柳亚子被迫出逃日本。

【解说词】随着成员的飘零离散，此后的新南社也几乎陷入停顿。从２０世纪之初的风云变幻中
崭露头角，在此后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南社已经走完了它最辉煌的时光。

【解说词】南社的组织虽然停顿了，但是南社的成员们并没有忘记南社。南社成员、著名报人、

小说家包天笑等人倡议恢复南社，但是柳亚子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柳亚子表示，【配音字幕】“南

社的文学无需复活了，但是南社的精神却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

【解说词】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南社纪念会在上海成立，由柳亚子任会长，蔡元培任名誉会长，目的是

为了继承和发扬南社的精神。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近代文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张炯：

【同期声】“南社主张啊，我们的国学，还是要有所继承的，要有我们的国魂，今天说来就是我们还要

有民族特色，要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这在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有这个，

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解说词】１９３６年元宵节，南社纪念会在上海福州路同兴楼举行第二次聚餐会，共有１５７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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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南社的会员参加，柳亚子在觥筹交错间起立演说：【配音字幕】“南社是革命的，纪念南社，即所以

纪念革命。”

【解说词】革命，是南社精神最核心的实质。作为２０世纪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知识分

子们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不断地改革和创新。这样的精神激励着正走

在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每一个中国人。南社百年，精神永远。

（吴江电视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２日播出，主创人员：汪海、魏兴国、高坤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广播节目提名奖

“金土地”节目

【出“频率片花”和“金土地”片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梅。今天是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５日，星期一。《金土地》直播节目又和您
准时相约，欢迎大家收听。

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进入今天第一个版块《气象与农事》。

【出“气象与农事”片花】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气象与农事》。那么，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现在我

们已经连线到了吴江市气象台的老朋友汤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喂，汤工，你好！

汤工：嗯，你好！

主持人：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好吗？

汤工：嗯，好的。今天夜里还是有雨的，下半夜可能会有小的雨夹雪，到明天中午，这个雨雪基

本上会止了，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过后最低气温可能会比较低，降到零度以下。

主持人：零度以下？

汤工：对，所以还会感觉比较冷。到了后期，天气就转好，可能会感受到一些早春的气息吧。

主持人：那么对农业方面会有什么影响吗？

汤工：嗯，农业上，因为前期有这种阴雨天气嘛，所以湿度方面肯定要降一下吧，确保小麦、油菜

等作物的生长春发。然后还要及时做好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的准备工作，春天的天气

可能会变化比较多。

主持人：变化比较多？

汤工：对，所以要注意一下寒潮的天气，它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是不利的，还是提醒农民朋友要

多注意天气的变化，根据天气的变化对农作物做好一些防治准备工作。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你，汤工！再见！

汤工：再见！

【间奏乐】

好，听众朋友，了解了天气情况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三农快讯》，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地的三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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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农快讯”片花】

首先来关注一条喜人的消息：我市震泽镇成为全国首个“中国蚕丝被之乡”。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第２０届中国丝绸交易会上，我市的震泽镇被授予“中国蚕丝被之乡”的称
号，这也是震泽镇荣获的第七个国字头的桂冠。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彭桂福说：【出录

音】“消费者都比较喜欢，这个蚕丝被每年的产额也是不断地增长，甚至已经远销到海外。所以这

种蚕丝被应该说代表整个蚕丝被行业的一个形象，值得我们去推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震泽的蚕丝被由家庭作坊式生产开始起步，经过１０多年，逐步发展到现在
的工厂化、规模化生产，形成了蚕丝被产业板块。目前，震泽全镇共有蚕丝被生产企业７２家，原辅

料生产企业８６家，年生产蚕丝被３００万条。去年，震泽镇蚕丝被产业实现销售收入１９亿元，占全
镇工业销售收入的２４．８％，实现利税２．４亿元。

【间奏乐】

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震泽刚拿到个国字头桂冠，桃源的众诚鸭业就按捺不住了，他

们准备向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进军。来听听实习记者张薇发来的报道：

【出录音】“听众朋友，位于桃源镇的众诚鸭业集团已经是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最近，公司

和南京农业大学合作，研制涂膜包装生产流水线，提升鸭肉真空包装鲜美度，由此迈开进军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的步伐。目前，公司正在着手建造全国最大冷鲜鸭供应中心，众诚鸭业集团总经理孙建

民介绍说：【出录音】‘我们将实施苏州绿原冰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冷鲜鸭的生产供应中心。

我们的建设目标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日产１２万多只冷鲜白条鸭的生产供应中心，公司将具备两项全
国第一。’

众诚鸭业集团依托组织化的运作方式，采取“公司 ＋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去年年产苗鸭
２．５亿羽，生产专用鸭饲料５万吨，实现销售收入７．５亿元。目前众诚鸭业集团日孵化商品苗鸭数

已经突破６０万羽，日进场交易人数超过１５００人次，产品畅销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市，为全国
同行之最。”

【间奏乐】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们吴江的农业龙头企业在外地“借地生财”，为我市农业开拓了新的发展

空间，来听实习记者沈怡发来的报道：

【出录音】“听众朋友，我是沈怡，我从市委农办了解到，我们吴江的龙头企业通过外拓基地，成

功‘借地生财’。目前在外地开辟的种养基地已达３０多万亩。市委农办发展科科长沈卫良介绍说：
【出录音】‘我们吴江市在外地建立原料基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已经超过了１０家，足迹遍及天南海北

了。像我们的金杨油厂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建立了１５万亩的油菜种植基地。可以说我们吴江农业
走出去外拓基地，不仅向外输出了技术，还促进了区域共同发展。’

金杨油厂是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主产食用油。前些年，金杨油厂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收购油菜

籽，发现那里土地资源多，虫害也少，种植成本相对低。而当地农场或农民，也需要实力雄厚的企业

来发展订单农业，双方都有合作愿望，于是金杨油厂在当地发展油菜基地，确保了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料。

我市历来人多地少，随着经济发展，农业资源更显不足。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农业，是吴江建设

现代农业的基本思路。面临土地资源这一发展瓶颈，不少农业龙头企业也效仿金杨油厂的做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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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建立种养基地。沈卫良介绍说：【出录音】‘盛泽镇的华夏集团已经将我们的蚕桑生产基地建

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量已经超过了１８万亩。还有平望调料酱品厂在涟水、射阳等地都建立了

蔬菜生产基地，还有吴江永利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在安徽也建立了蔺草生产基地，面积都超过了

５０００亩。’”

这些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市场等优势，依托外拓基地土地、劳动力方面的资源优势，“借力”发

展，不但使自身的发展道路更加广阔，而且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间奏乐】

听众朋友，蔬菜是市民每天菜篮子里不可或缺的东西，为了保证市民能吃上安全放心的蔬菜，

吴江工商局承担了全市各镇主要农贸市场蔬菜农药残留的快速检测任务，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则承

担了蔬菜农药残留的微量及衡量数据的抽检和监测。让我们来听听实习记者冯广鑫发来的报道：

【出录音】“在市区西门农贸市场每天一大早就有专人到各个蔬菜摊点上抽样，并进行有机磷

的速测和蔬菜农药残留的机器检测，不让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流入市场，确保消费者吃上放心菜。

西门农贸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出录音】‘我们西门农贸市场的蔬菜检测，都是由市农产品检测中

心配备２个巡视人员监督市场工作人员检测，每天的批次是２０个品种的蔬菜。从早上５点３０分

到８点３０分检测结束，合格的产品我们实行挂牌上市，并且上墙公布，不合格的农贸市场立即进行
销毁处理，并且做好台帐记录。’

据了解，今年全市各镇区有２４个主要农贸市场参与了蔬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项目，总合格率

高达９９．９％。除了农贸市场每天的常规检测之外，市农产品检测中心也承担了农产品的例行检测、
抽检、监测和委托检测的任务。

通过农贸市场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较好地保证了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放心。”

【间奏乐】

听众朋友，说完了蔬菜检测的事儿，接下来我要给您介绍个可以一饱眼福的地方。

近日，由吴江市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投资建立的苏州首个淡水鱼类水族馆现身平望。目前水族

馆的框架结构已经完成，接下来马上开始布馆装修，预计明年五月就可以和市民见面了。

水族馆占地２０００多平方米，投资３００多万元。记者在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长漾基地上看到，

水族馆的长廊、展览厅和行政楼都已建设完成。公司董事长王荣泉告诉记者，吴江作为一个鱼米之

乡，水产品丰富，建立这个水族馆，通过活体展示、标本展览以及图片解说等形式，一方面可以展示

我们吴江的水产品；另一方面为青少年的科普教育提供平台。王荣泉：【出录音】“把我市养殖的产

品通过水族馆的形式展示出来，作为吴江水产业的窗口吧，宣传吴江的水产。那么另外一个下一步

的话我已经跟科协联系了，就是作为吴江的科普教育。小孩的话，现在整个这条鱼它从怎么出来

的、怎么养殖的（他吃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它的生长情况。”

【间奏乐】

好，让我们把视线转到村里。最近，平望镇顾扇村把几件实事儿都办到了村民的心坎上，村头

村尾，村民们都在津津乐道。让我们来听听记者许晓华发来的报道：

【出录音】“听众朋友，我现在是在顾扇村进村的主干道上。这条村道全长１．２公里，原本一面
是房子，另一面则沿湖，但是因为没有栏杆，村民进出时总觉得不够安全。这几天，村里把没栏杆的

一面全部围上了水泥筑的白色栏杆，这样一来，既显得美观大方又保证了村民进出的安全。６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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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民顾根本告诉我，以后他走在村道上，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了。顾根本：【出录音】‘这条路老

百姓人人个个说好的，一个是安全，又是好看。听好几个老人在说，说现在这个村里（做的）真是实

事，这个真的是实事，而且现在这个老百姓大家都看得到的。’

顾扇村为村民办的实事儿可不止这一件。顾扇村是由庙扇和原本的顾扇两村合并而成。去年

上半年，村里在原本顾扇村的中心位置建立了一个为农服务社，附近的村民闲暇时就有了活动的地

方。但是原本属于庙扇村的村民由于路途远，想来活动就不那么方便了。顾扇村村干部几个一商

量，就决定在庙扇也建一个为农服务社。村党总支书记顾荣明说，虽然建两个为农服务社花费了

１５０多万元，但村民得到了实惠，就是值得的。顾荣明：【出录音】‘这样呢就是在两个村民的集中区

建立了两个为农综合服务社，这个就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方便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有好处。特

别是最最得益的是那些老年人，说句实话，一般就是坐在家里没事干，没事坐在家里也没劲道，现在

就是早上和我们上班差不多时间，八点多钟，拿了一个茶杯到老年活动室来活动了，那就是感觉开

开心心的，这叫老有所乐，就是老有所乐。’”

【间奏乐】

为了更好地管理村级财务，落实好民主监督，今年，横扇镇戗港村推出了一套村民参与、民主理

财的好办法。请听记者姚尧发来的报道：

“戗港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５名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并指定一名分管经济的村委成

员作为民主理财小组的召集人，对村务、财务实施管理和监督。戗港村村书记陈爱根介绍说：【出录

音】‘每月１５号，民主理财小组都将审核当月收支情况和有关账目及开支，定期公布账目，接受村民
监督。同时理财小组还将参加本村各种会议，参与制定财务预算计划，决定分配方案和发展经济项

目等重大事项，并监督执行情况。’

戗港村实施民主理财制度，既使村务公开透明，又更好地凝聚了民心，对戗港村经济发展和构

建和谐新农村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间奏乐】

刚才我们所关注的是《三农快讯》。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两天的市场行情。

【出《市场晴雨表》片花】

主持人：“市场行情”和您来关注一下我市１到２月份的物价情况。我们连线到的是市物价局
价格管理科科长刘国翠。

主持人：喂，刘科长，您好！

刘科长：哎，你好！

主持人：１到２月我们吴江市的市场物价变化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
一下？

刘科长：好。１到２月份正好是逢元旦跟春节两大节日，市场价格情况呢，主要是食品价格普遍
上涨。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呢，主要就是由于一个国际原因，国际上面那个油价还有粮价，因为粮

价上涨主要是小麦库存下降，政府扩大了进口的关税，加剧了粮食的供求了，植物油价格上涨主要

是马来西亚的油价上涨，这是国际上的问题。那么国内呢，也是库存油的减少，产量难以大幅增加，

食用油呢它的自给不足了，只有７０％。（主持人：７０％？）对，所以副食品、农产品啊猪肉上涨，那么

就带动好多产品价格都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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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就是食品在上涨？

刘科长：唉，对，食品类价格上涨。

主持人：主要是食品的，其他方面没有一个上涨的情况，是不是？

刘科长：其他没有，因为正好逢着元旦跟春节嘛。它是在正常的年份也是上涨的，那么从去年

上半年猪肉开始上涨么，这么一直延续到元旦、春节的。

主持人：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刘科长。

刘科长：没关系。

主持人：好，谢谢，再见！

刘科长：再见！

【间奏乐】

主持人：好，这个时候我们连线到了西门农贸市场的张先生，请他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蔬菜还有

肉类制品的一些市场行情。

主持人：喂，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唉，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菜价，好吗？

张先生：好的。今天的菜价，我先报一下然后再做个解释吧，好吗？西红柿２块８、黄瓜３块５、

青椒５块、金针菇５块、长豆４块５、毛豆５块、茄子４块、丝瓜４块５、地蒲３块、土豆１块８、青菜８

毛；水产品：鳗鱼２７、鳜鱼２２、鲈鱼１４、黄鳝２５、草鱼５块、鲫鱼５块５、鳊鱼４块５、黑鱼８块５、甲鱼
２２块、河虾３４块；肉类：纯精肉１６块、后腿肉１５块、夹心肉１４块、大排１４块、小排１５块；家禽：草鸡

９块５、杂交鸡７块５、鸭舌１块５；蛋类：三黄鸡蛋３块８、草鸡蛋５块５、鸭蛋５块。主持人，这就是
今天的行情。（块：元）

主持人：今天的菜价给我们介绍得非常全面。那么今天和昨天比较来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张先生：今天的这个水产品呢，现在看起来已经是有往上走的趋势，这个为什么往上走呢？现

在像我们吴江本身是鱼米之乡，在前几年呢，我们吴江这个水产品呢往外运的，现在呢我们就是要

倒过来了，外面要往我们吴江运进，供应我们吴江，（主持人：往吴江来运进啊？）唉，（主持人：所以

说这个价格会有上涨啊。）对，你想这个蔬菜价格为什么会偏高，由于去年一场雪灾相当大，对蔬菜

有些影响，所以导致价格也往上走高的现象。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你，张先生，再见！

张先生：再见！

【间奏乐】

听众朋友，一名刚刚踏入社会的苏大高材生，面对城市的诱惑，他毅然选择投笔从农当起了“鸭

司令”，２８岁的小伙子成了村里联合致富的引路人。在今天的《种养能手》栏目里就让我们跟随实
习记者张薇去认识一下这位种养能手———杜健。

【出“种养能手”片花】

听众朋友，在桃源镇西北角、沈庄漾边上，有一个占地７０多亩的集绿化、养殖于一体的万隆生
态园，附近的村民们经常会在那几大间整洁的鸭舍中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在忙碌着，他就是万隆生

态园的总经理———杜健，一位毕业于苏州大学经济贸易系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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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生态园的鸭棚里找到了杜健，他正静静地蹲在那儿，观察鸭子的吃食情况。今年２８岁

的杜健，来自徐州农村。４年在苏大的学习使他积累了在城市打拼的资本。然而在学有所成后，他

又回到了农村。记者好奇眼前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一种缘分。”杜

健说，他之所以扎根桃源，首先是为了他的爱人高国芬；而选择弃笔从农则是源于对农村的眷恋，因

为他相信在农村有着更大的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杜健：【出录音】“我是这么考虑的，作为从大学

生创业这个角度来讲，不是说城里面我们大学生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么一个平台，我想，农村对于

我们大学生来讲，也许会有更大的一个平台让我们施展。这几年十七大开了以后一直提倡新农村

建设，这一块也是很好的一个平台。”

杜健把创业的目光首先定在了种鸭养殖上。他说，桃源的养殖业发达，又与浙江交界，市场成

熟、地理位置优越，而现在政府都在关注、支持农业，特别是近几年，对养殖企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加

大，这些都坚定了他选择这个行业的决心。杜健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特别是老丈人高阿二的支持。

由于多年从事化工贸易，有一些积蓄，高阿二拿出了１００万元给女婿作为创业资金。高阿二：【出录

音】“他（对）干事业感兴趣，一样东西弄了之后他很高兴，劲道很足。”

２００５年３月，万隆禽业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杜健在利群村领导的帮助下，在桃源镇民益村租用

了２０亩土地，建造了养鸭场，第一批引进８０００只英国进口的樱桃谷ＳＭ３种鸭。
可是引进容易养殖难，刚引进的小苗鸭，不仅要２４小时供食，晚上还极易扎堆轧死。为了防止

小鸭们的“自相残杀”，杜健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守在鸭棚里。这时的杜健明白，要搞好养殖单靠一

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解决技术问题是关键。杜健开始大量阅读专业书籍学习理论，同时又向老养

殖户请教实践经验，小鸭就在这个“鸭司令”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长大。

然而创业的路并不平坦。投入６个月，刚有收益的养殖场就遭遇了２００６年的禽流感。杜健：
【出录音】“禽流感对我们损失也是挺大的，一百二十万就剩几个棚了，鸭子都不值钱，总共亏了八

个多月。我们是６到７块钱一斤种蛋，就是说这个成本。卖出时最便宜卖到一块八毛钱一斤，我们
孵出来的鸭苗卖一毛钱一斤，有一部分是倒掉的，所以这个亏损是相当大的，养殖业的风险也是挺

大的。”

巨大的市场压力、经济压力，让杜健深深感受到了创业的艰难。杜健：【出录音】“刚创业么本

身就是自己比较困难的，再加上碰到这么一个行情不好的时间段，当时确实有点坚持不住的感觉。

反反复复想过若干次了，后来一直在琢磨，可能还是意志力比较坚强的一个性格，总是感觉不甘心。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养殖业中淘汰一批肯定也是有的，因为行情不好，倒掉一批也是有的。那么

我就是在想只要养殖业还有人站着，那我也要挤进他们的行列之中，反复地做思想斗争，所以就排

除一切困难，咬紧牙关，度过了最最困难的２００６（年）。”是的，就是这种“人能我也能”的不甘心终于
支撑着杜健挺过了黑色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市场开始回暖，杜健的事业有了起色。去年一年，公司的销

售产值达到１５００多万元。
噩梦暂时过去了，养殖户们开始庆幸灾难的终结，而此时的杜健却开始思考起一个问题，这么

大的风险如果再出现一次该怎么办？怎样才能尽可能地增强抗风险能力呢？２００７年，在杜健的提

议下，由吴江市供销合作总社牵头，杜健联合利群村６４户农民，成立了吴江万隆禽业专业合作社，
２８岁的大小伙成了大家联合致富的引路人。杜健：【出录音】“合作社操作模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

以降低成本，我们鸭苗统一引进，饲料统一配送，统一防疫，有这么一个优势，（可以）有这么一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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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的价格。”

除了这些资源的共享，杜健还在华东苗禽市场租了２组孵坊，把合作社内其他养殖户生产的种

蛋收购过来，统一进行孵化，并自找销路，推向市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从当初

的６４户发展到１０２户，每天生产１万多斤鸭蛋，有４万羽鸭苗销往全国各地的市场。更重要的是，

加入合作社后，社员们的养殖收入普遍增加了３０％到５０％。桃源的养殖户沈胜培就跟记者算起了
一笔增收账。沈胜培：【出录音】“没有加入合作社以前成本比现在要高一点，从小养到大一只鸭子

成本要１００块钱，现在加入合作社小鸭统一买来以后统一调配，饲料统一调配，成本就降下一点，卖
出去的蛋的（价格）他们也是统一的。以前我们生产出来的蛋卖不掉，卖给人家小贩。明明是４块

钱一斤，他们说２块钱一斤也没有办法。现在通过合作社，他们都有渠道，该应４块就４块，该应３
块就３块，人家不会卡你的。通过合作社，好处就在这里。我养了五、六百只鸭子，种蛋价格相差２

块钱一斤，那一年下来蛋上的收入就相差很多了。”

在别人看来，杜健已经取得了成功，然而他却并未就此满足。在网上，杜健看到了国外农场集

约化的一条龙运作方式，而就在桃源，在家门口也有众诚鸭业这个很好的榜样。杜健说他也要在两

三年之内将企业建成一个集苗鸭孵化、种鸭培育、有机肥料加工生产、生态养殖、种植、肉禽加工为

一体的生态企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企业。杜健：【出录音】“我想搞一个真正的生态

养殖基地，就是说，我（搞）这个种鸭培育、种鸭养殖，然后产苗鸭、孵化肉鸭，肉鸭以后做屠宰，那么

另外鸭子产生的废弃物，也就是鸭粪可以做肥料，这个有机肥料由合作社自己消化，种苗圃，我这个

田做好了种玉米，玉米种好后这个玉米又可以重新喂鸭子。另外的有机肥料可以（用在）种果树、

种蔬菜、种水稻这方面的，还有一部分有机饲料可以投放到鱼塘里养鱼。饲料，饲养，鸭苗培育，有

机肥料，那么这个整体循环起来了。”

土地租好了，苗木要开始种了，鱼要开始养了，可是眼下最让杜健觉得刻不容缓的则是有机肥

料加工厂的建设。杜健：【出录音】“我们赚钱了，富裕了，那么环境这一块不能破坏掉。这也是国

家提倡的，包括吴江市政府。我作为一个大学生，这个环保理念应该比其他人超前一点。有些养殖

户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有机肥料厂我是必须要搞，鸭粪处理这个环节也必须要做。我

们不光处理我们养殖厂鸭子产生的粪便、排泄物，另外，我们周边整个桃源的几十万只鸭子的粪便、

排泄物，我们都可以拿过来处理。处理后我们合作社自己消化，消化不完的可以包装以后推向市

场。那么就解决了中国养殖业最难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

在杜健心中，未来的万隆生态园蓝图明朗，前景乐观，对此，杜健充满信心。他要把万隆办出成

绩，为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做个榜样，并且是成功的榜样。

【间奏乐】

听众朋友，刚才听了杜建的创业故事，你是不是为杜健的创业精神所感动，你是不是也想去尝

试一下呢？还有，如果您在种养殖方面有好的经验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栏目：吴江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综合频率———《种养能手》，来讲讲您创业的经历，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您在种养殖

方面的经验和心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０５１２－６３４８８９８９。您也可以编辑数字９６９加上想说的文字

内容，发送到１０６２１２３８１，我们的短信平台是２４小时开通的。
【间奏乐】

听众朋友，松陵镇八坼社区生产加工鸭蛋已有百年历史，销量占全国６０％左右的份额。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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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陵鸭蛋尴尬的是，利润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么，松陵鸭蛋问题出在哪里呢？松

陵鸭蛋怎样才能扭转乾坤？在今天的“记者观察”里将为您详细解析。

【出“记者观察”片花】

听众朋友，松陵镇八坼社区生产加工鸭蛋已有百年历史，从走家串户叫喊收鸭蛋、做鸭蛋开始，

到现在每年“滚”向市场的咸蛋、皮蛋在４亿枚左右，占全国市场销售份额的６０％左右。有人笑言：
这些年来，松陵八坼滚出的鸭蛋，横着排可以箍一圈地球，竖着堆可以望一望月球。

那么既然松陵鸭蛋占全国市场销售份额的６０％，是不是可以说：松陵鸭蛋跺跺脚，禽蛋市场震
一震呢？事实上，松陵鸭蛋业要想左右市场还嫩了点，４亿只鸭蛋有它的尴尬。

【出片花】生产全凭两只手，营销全凭嘴与腿，回报全凭汗来摔，松陵鸭蛋，能滚多远？

近年来，尽管松陵的鸭蛋加工有了一定的创新，但总的来说生产技术、方式还是传统、原始的。

一般来讲，一只鲜蛋加工成一只成品蛋，需要经过选蛋、配料、浸蛋等八、九道程序。靠老祖宗传下

来的手艺，靠自身从小练就出来的本事，松陵的蛋品加工户们，手拿三只蛋，敲敲听听，哪只是碎蛋、

哑蛋，人人都知；浆料中放多少石灰，放多少盐，个个都晓。但黔驴之技，仅此而已。当提到用机器

解放两只手，加工户们挠挠脑门；提到是否以企业替代家庭作坊，加工户们摇摇脑袋。曾有人刻薄

地说，松陵的禽蛋加工手段、加工方式，一百年之前是这样，一百年之后也是这样。八坼社区黑龙村

村支书周虎荣告诉记者：【出录音】“我们总共要有两百多户农户生产咸蛋、皮蛋，它是各归各的，你

搞你的，他搞他的。（蛋品）加工（在）我们八坼，包括我都是在家里作坊式的。所以这个也是制约

蛋品加工的。”

松陵蛋品的销售市场主要是“二道贩子”及农贸市场地摊。蛋品销售，９０％是靠加工户“两条

腿跑出来的”，１０％是靠“一张嘴吆喝出来的”。由于蛋品缺乏深加工，所以有近９５％的蛋品进不了
超市的门，营销环节中缺了“超市”这条最关键的“链”。

单打、散打的营销加剧了行业内在价格上的竞争，无形中促使了业主们以极其微薄的利润代价

换取市场占有率。营销网络中缺少了“超市”那条“肥得冒油”的链，松陵人只能眼睁睁地从别人的

大钞中抽一点零头。周虎荣：【出录音】“我们这个蛋品加工呢它主要是零碎，就是你这个价格，行

情不好的时候，你买来六毛钱，现在你卖了八毛，我卖七毛五；你卖七毛五，我卖七毛，就是恶性竞争

也有的，所以价格卖出去呢不是那么好。”

市农林局局长张伟秋告诉记者：【出录音】“整个八坼，它的蛋品的加工，每个蛋的利润是很薄

的，它是通过量取胜，不是价格取胜的。农民感觉现在还能生存，还能赚钱，没有觉得这样做下去他

的路会越走越窄，效益越来越差。”

说到价格、利润，松陵鸭蛋会羞红脸。一般来说，每枚鲜蛋的成本约为０．６元，而每枚成品蛋出
售价也就只有０．６７～０．６８元，除去加工运输成本，到业主手中的每枚也就赚０．０３～０．０５元那么一

丁点了。与高邮鸭蛋比比，心里承受能力不佳的加工户或许会被气死。高邮蛋的销售价格普通咸

鸭蛋一般每枚在２元左右，有品牌的双黄蛋价格最低也要卖到８元一枚，够上八坼鸭蛋一提篮。张

伟秋：【出录音】“刚刚开始我们早就有２亿枚蛋了，它高邮刚启动。但是我们现在做到４亿枚蛋了，

说是说４亿枚，但人家多少赚钱。你看那个市场上他敢打牌子了，你说八坼打什么牌子，八坼蛋那
么多，你说卖什么牌子我都不知道。现在它没有高邮厉害，高邮它那个企业做得很大。你一定要有

一个领头的，一个龙头，然后把他们带起来，然后一起做。你大家千家万户你怎么去做品牌，怎么去

１１４

丛　　录



攻市场，你摆摊怎么弄得出，不行的，不可能的。这个里面确实首先一个意识的问题，怎么打品牌，

做精品，有了这个意识，定位定准了，然后相应的工作跟上去。”

【出片花】松陵蛋品生产缺什么？缺规模化联合生产加工基地。松陵蛋品销售缺什么？缺闪

亮亮的金字品牌。

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生产方式没能让八坼蛋品加工户们千根线拧成一股绳。不错，船小好调

头，但船大抗风浪也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自己响亮的品牌，松陵蛋品难登“大雅之堂”，大部分产品只能在地摊、商

贩手中混混。９０％的产量销给“二道贩子”，蛋品不断被压价。送货上门后，商贩认准你不会“满载

而归”，杀价没商量。加上业主们自身的“同室操戈”，利润空间不断在减少。剩下的一部分蛋，在

农贸市场地摊销售，吆五喝六，即使锱铢必较，也难鼓腰间荷包。松陵蛋品利润这么薄，怎么办？那

么松陵蛋品，出路又在何方？

周虎荣：【出录音】“那么我们要做大做强呢，现在缺少的就是生产基地。有了生产基地呢肯定

要几户人家联合起来一块儿加工。才能把这个蛋品的数量啊、质量啊提升上去。下一步呢打算把

这个合作社怎么样运作起来，最好有十家二十家。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蛋品生产基地。”

张伟秋：【出录音】“这块我们（要）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组成一个合作社，

一个联合体。然后由它建一个标准的加工示范区，在这个区里面，做出来的产品我们帮它检测，我

们帮它提供相关的指导。我们跟南农、跟无锡的食品学院都联系过，想提供技术支撑，把蛋品做出

来，我们帮它宣传，帮它促销，然后由它来带动周边的农户。那么这个产业可能会做得很大，而且很

有特色，也能赚到钱。”

可喜的是，有识之士已深刻地明白了问题所在。据透露，松陵镇为进一步做大八坼传统的禽蛋

产业，今后的禽蛋生产和蛋品加工将会走规模化之路、品牌之路。改变原来分散、细小、传统的生产

方式，通过“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统一标准”、“统一价位”、“统一销售”来形成信息、技术的资

源共享，实现蛋品从粗包装到精包装，从低档次到高档次，从地摊市场到超市市场的转变。

是的，松陵鸭蛋业是该变变面孔了。６０％的市场份额，是建立在起步早、基础大、低价位、低利
润倾销的前提下的。现在，整个鸭蛋业在变大变圆，生产方法、营销模式、市场定位、品牌理念都在

更新。人家高邮的鸭蛋已滚上了欧美人的餐桌；浙江的鸭蛋已填满了超市的货架；八坼鸭蛋如坐吃

老本，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没你的份！

【间奏乐】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农技热线”的环节。

【出“农技热线”片花】

农民朋友们，一直以来呢，农户使用的都是农林部门主推的双膜泥浆法育秧，而今年，在机插秧

的育秧中，有两项省工省时节本的新技术就要推广了。一个是塑盘育秧法，另外一个就是无纺布的

覆盖技术。那在今天的“农技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市农林局作栽站站长吴福官走进直播室，

请他来讲解一下，塑盘育秧和无纺布覆盖育秧这两种新的技术。农民朋友们，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

题需要来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６３４８８９８９，和吴站长进行直接的交流。
主持人：吴站长，您好！

吴福官：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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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嗯。吴站长，那么究竟什么是塑盘育秧和无纺布覆盖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吴福官：好的，塑盘育秧就是在我们原来双膜泥浆育秧的基础上，育秧的时候用塑料秧盘来育

秧，所以叫做塑盘育秧，一般我们每亩田用２０个塑盘。那么无纺布覆盖呢，过去我们双膜泥浆育秧
覆盖的时候上面是盖膜的，在有孔膜上面再盖稻草，现在采用了盖无纺布。

主持人：嗯。那采用塑盘育秧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吴福官：塑盘育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个，就是不需要人工切秧了。双膜泥浆育秧还

是要切成一块一块秧板，才能适应机器去插的，但是塑盘育秧就不需要去切了。第二个，就是塑盘

育秧的秧苗素质好。第三个，就是因为塑盘育秧，特别是细土啊，可以提前准备。所以相对而言，在

整个育秧阶段，它花的工功还是比较少的。

主持人：嗯。这是塑盘育秧的三个好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

喂，这位朋友，您好！

听众甲：喂，您好！

主持人：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要来问吴站长的？

听众甲：我想问一下，塑盘育秧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主持人：嗯。好，这个问题请吴站长来帮您解答一下啊。

吴福官：整个塑盘育秧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秧田位置的选

择，这个很重要的，秧田要选择在能灌能排、运秧比较方便的田块。第二个注意的呢，我们一般要求

一亩大田要准备２０个塑盘，要做足秧田面积，不要到时候缺秧了。第三个要合理播种，就是合理的
播种量，特别是对塑盘育秧要求比较高的，一般每一盘播芽谷１８０克，这个播种呢也要合理，你播得

多了，今后出苗就太多了，插到田里太多了，播得稀了可能容易引起缺口断垄。

主持人：嗯，好的。感谢吴站长，这位朋友，也谢谢您的参与。

听众甲：好的，谢谢，再见！

主持人：好，再见！我们再请吴站长来介绍一下塑盘育秧的一些相关的技术知识。

吴福官：这里还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塑盘育秧呢细土用的时候，基肥不能施用。因为

施了基肥以后，容易死苗，所以这个是切忌的。第二个，就是播种以后，上面要覆土。一般覆土厚度

以２厘米左右为宜，主要是（以）不见谷为主。在塑盘育秧过程中间，有的地方往往由于水分不够，
造成出苗差，所以我们播种结束以后要保持平沟水，这样呢能够保证正常出苗。

主持人：嗯，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喂，这位朋友，您好！

听众乙：喂，您好！

主持人：您好！请问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来向吴站长咨询？

听众乙：我想问一下这个无纺布育秧有哪些好处呢？

主持人：我们请吴站长来解答一下。

吴福官：我们推广运用无纺布育秧呢主要有三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呢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防止病

虫害。属于秧田季节防治灰飞虱、条纹叶枯病，因为无纺布可以延长盖膜时间。我们现在可以延长

到８到１２天，一般我们常规的用双膜育秧呢大致上在５到６天，这样盖的时间长，对控制病虫害的
好处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性好，盖了无纺布以后啊，不会出现高温死苗啊等等现象，

因为透气性比较好。第三个呢就是出苗比较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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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这位朋友你在听吗？

听众乙：嗯，在听，好的好的，谢谢吴站长！

主持人：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主持人：好。现在，我们请吴站再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个无纺布育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

的技术？

吴福官：无纺布育秧呢，实际上起到一个保湿和保温的作用。上面要盖一层，主要是为了提高

出苗率。这样出苗比较整齐，而且湿度比较好。如果我们不盖呢，就是太阳光一晒呢，秧板就干了，

所以出苗就差。那么过去呢，我们是采用双膜的，上面是用有孔膜，有孔膜上面要盖稻草。它的目

的主要是要保湿，那么现在改用工业上用的无纺布。一般我们每平方米用２０克这么一个标准，就
是直接平铺在秧板上，一个是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为了起到防治病虫害的作用。特别

是机插秧推广了无纺布育秧以后呢，明显比我们常规的育秧方式病虫害轻的多，特别是条纹叶枯

病，包括后期的灰飞虱。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治病虫害的一种物理措施。我们过去防治

病虫害可能要打药的，我们用无纺布就不需要打药了，就是能够采取一种物理措施，实际上这个作

用主要在这个方面。

主持人：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吴站长走进直播室和我们的农民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塑盘育秧技术

和无纺布覆盖的两种新技术。谢谢！

吴福官：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再见！

吴福官：听众朋友们，再见！

【间奏乐】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金土地》的最后一个版块———《大视野》。

【出“大视野”片花】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历时三年圆满结束。首先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日前从国家统计局传出消息，继１９９６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之后，我国在２００６年开展的第二
次全国农业普查历时近三年，已经圆满结束。

这次普查对我国所有住在农村的或从事农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调查，涉及２．３亿住户、４０万
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６５万多个村和４万多个乡镇，填报普查表近５亿张。

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条农资打假的消息：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出通知，春耕将至，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全国质检部门将

以农药、化肥、农膜、农机为重点产品，全面启动农资专项打假行动。３月１５日至４月１５日被确定
为农资打假集中行动月，在这期间，全国质检部门将与名优农资产品生产企业联合组织开展“进千

村、入千户、抽千样”农资打假下乡活动，严厉打击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积极宣传农资识

假、消费维权等知识；重点围绕农民投诉多的大案要案，帮助农民索赔维权；扶持一批名优农资企

业，向农民推荐一批名优农资产品。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

中国农业银行今天公布，农行成立了我国首个以农民工养老金管理为主的养老金管理中心，以

协助解决我国数亿农民工养老保险难以流动转移续保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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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缺乏转移续保功能，农民工养老金“人走钱留”问题突出。农民工在解除与原用工

单位的劳动关系转移异地打工后，只能领取原自缴部分在异地用工单位重新参保，致使农民工养老

难以连续，造成断档、不断重新参保的情况。

农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农行养老金管理中心旨在为建立城乡覆盖的社保体系提供金融服务支

持，统筹经营各类养老金托管、理财业务。目前主要工作目标是以服务农民养老金为主，为农民工

养老金搭建终身“流转桥”，为服务“三农”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土资源网的消息：

为规范土地登记行为、保护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土地登记办法》日前正式施行。

《土地登记办法》中明确规定，依法登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土

地抵押权、地役权均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最后来听一则有趣的报道：养鸡场出现奇怪鸡蛋，状似金元宝。

辽宁营口市民徐先生在大石桥市沟沿乡开了个养鸡场，养了一千多只鸡，前几天下了个元宝形

的蛋，不知道是哪个鸡下的，徐先生将鸡蛋冷藏起来，旁观者纷纷称奇：这样形状的鸡蛋，还是头一

次见到。

【间奏乐】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

时间再见。

（吴江广播电台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５日播出，主创人员：朱林珍、张晟、许晓华、萧然）

２００８年度江苏省广播社教节目奖二等奖

医疗改革一小步　幸福生活一大步
———从“母婴关怀工程”的启动看吴江的医疗惠民

听众朋友，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资源分布的不均

衡，据统计，目前，我国近五成居民有病不就医，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高达４１％。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特别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更是成了政府和老百姓的一块

心病。

大家知道，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是千家万户幸福的源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事关人民群

众的健康权、生存权。为了切实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近年来，我市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投入巨资，全面启动医疗惠民工程，并一步步向纵深拓展，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

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年，我市又率先启动“母婴关怀工程”，为妇女、儿童筑起了一道生命屏障。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医疗改革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从“母婴关怀工

程”的启动看吴江的医疗惠民。

【间奏乐】

生个孩子要多少钱？做了父母的人都知道，包括孕期保健、住院分娩、产后保健以及新生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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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的健康检查、免疫接种等在内的孩子出生全过程所花的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然而，随着４

月１号我市“母婴关怀工程”的正式启动和６月１号免费住院分娩服务的正式实施，这些费用都成

为历史。

【出片花】：医疗改革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医疗惠民，共享美好生活。

在“母婴关怀工程”启动仪式上，副市长周志芳把第一份“母婴关怀工程”免费服务券交到了同

里的新婚夫妇陈掌明和庞丽丽手中。陈掌明在接受采访时说，母婴关怀工程的实施，给他们家免去

了一大笔费用。陈掌明：【出录音】“我呢是个体户，妻子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家里经济上不太宽

裕，市里实施“母婴关怀工程”，给我们免去了好多费用，这对很多像我们一样的新婚夫妇来说，真

的是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国家卫生部妇幼保健和社区卫生司妇女处处长张伶俐给予了“母婴关怀工程”高度的评价。

张伶俐：【出录音】“吴江市对妇女儿童的健康给予很大的关注，全市妇幼卫生事业在新时期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尤其在婚前保健等妇幼与生殖健康保健服务方面，政府舍得投入实行免费服务，而

且还实行了免费住院分娩，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惠民工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来自八坼的王先生夫妇６月２号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生了个大胖儿子，正好享受到了免费住院

分娩服务，这锦上添花的好事儿让一家人乐得合不拢嘴。王先生告诉记者：【出录音】“想不到我们

碰到了这样的好政策，生孩子自己不用掏钱，真是太幸运了！我们夫妻两个人收入不高，所以平时

我们也舍不得花钱，现在好了，生孩子、体检什么的都免费了，太开心了！”

受益的不仅仅是陈掌明夫妇和王先生夫妇，随着“母婴关怀工程”的开展，我市每年将有５０００
多名孕产妇享受到免费的规范的孕产保健。市卫生局局长陈强：【出录音】“以前要收费的话，有可

能多收费多服务，少收费少服务，现在这样免费服务的话，不管你是有钱没钱，服务是一致的；另外

一个对老百姓讲起来，因为它是免费的，他会乐意接受你的服务。这样一来，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来

确保母婴的安全问题”。

所谓“母婴关怀工程”，是我市为了确保广大妇女儿童享有规范、系统、便捷的卫生保健服务，

而开展的“六免两关怀”系列服务。“两关怀”是指关怀妇女、关怀儿童，“六免”是指免费婚前保健、

免费孕期保健、免费住院分娩、免费产后保健、免费儿童保健和免费儿童计划免疫。从今年４月１

号起，凡是我市符合条件的新婚登记夫妇，在参加婚前检查时，凭当地劳动保障所出具的女方本人

参加的新型合作（居民）医疗保险证明和夫妇中有一方是吴江市户籍的证明原件，就可领取母婴保

健免费服务券。领到母婴保健免费服务券并符合生育政策的孕产妇，到我市具有《母婴保健专项技

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任何一家医疗保健机构，都可以享受到包括婚前保健、孕产期系统保健、住院

分娩、产后保健、婴儿出生后３岁内儿童保健服务和０～７岁儿童计划免疫在内的一条龙项目的免
费服务。其中，正常分娩的全套项目免费额度为４５００元，剖宫产的全套项目免费额度为６５００元。

同时，在今年４月１号之前结婚而在６月１号以后分娩的孕产妇，享受到的是自免费住院分娩开始
的母婴系列保健服务。

“母婴关怀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此，每年需要斥３０００万的巨款才能确保工程的顺

利实施。陈强：【出录音】“我们是通过政府出资一点，医疗保险报销一点，我们医疗机构让利一点，

还有我们通过社会上一些企业家、慈善家捐赠一点，通过这样四个一点来解决经费的问题。”

“母婴关怀工程”在我市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基础。２００４年我市就开始实施免费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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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６号，婚检一站式服务开通，集民政、计生、卫生服务于一体，使得全市的自愿婚检率

提高到９８％以上，大大提高了我市出生人口的素质。在我市医疗改革蒸蒸日上的大背景下，“母婴

关怀工程”的开展从着手准备的阶段就有着明晰的初衷，那就是让每一个吴江人都享受平等的生命

权。陈强：【出录音】“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吴江的老百姓在出生的时候

就能享受到公平的权利。”

中美妇女儿童与家庭健康合作项目研究中心主任李竹认为，吴江的“母婴关怀工程”从源头上

保障了人的生育权和生命权。李竹：【出录音】“吴江市把整个生育健康作为政府惠民工程的一个

重要部分，由政府拿出钱来保证妇女的生育权，让所有的孩子不论贫富，都能享受到同等优质的保

健服务，体现了对每个人生存权的重视和关怀。吴江的改革力度很大，比国外做得好，创造了很好

的经验，值得借鉴。”

【出片花】：医疗改革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医疗惠民，共享美好生活。

“母婴关怀工程”的实施，使我市的妇女儿童，不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只要参加了新型合

作（居民）医疗保险，都能享受到免费医疗服务的“大礼包”，这实际上也是我市医疗惠民工程的再

扩展。

我市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全面启动了医疗惠民工程。对于特困人群，所有门诊药费减免８０％、住院
药品费减免９５％以上，只要付２０元就可以做一次４００元的血透……这一系列医疗惠民政策的实

施，温暖了老百姓的心。今年４９岁的刘月美是桃源镇人，患尿毒症已经有７年的历史了。她的丈

夫在一家工厂里打工，每个月只有９００元的收入，而她自己因为身体的缘故，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农
活，生活异常艰难。刘月美告诉记者，实施医疗惠民政策后，她每年可以省去３万多块钱的费用，刘

月美：【出录音】“我７年前得了尿毒症，原来是在青云（医院）做血透的，原来做一次血透要４００块
钱，一年工夫要４万多块钱。享受这个政策后，做一次血透才２０块钱，一年总共５千多块钱，这个

政策好。”据统计，两年多来，我市为困难人群减免医疗费用３０００多万，其中光血透就减免费用５００
多万，大大减轻了救助对象的医疗负担。来自金家坝的周凤庆一边给病床上的妻子周秀珠捶着腿，

一边告诉记者，正是有了医疗民惠政策，才挽救了妻子的生命，周凤庆：【出录音】“没有人民政府这

个政策，（她）早就死掉了，好在政策好，现在优惠，还可以活条命。”

前几年，我市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着力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接下来，政府又在“看

病贵”的问题上狠下功夫，全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改

名为“居民医疗保险”，名字简单的变化却是惠民内涵的再扩大。陈强：【出录音】“从２００６年开始，
我们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已经扩大到了我们吴江的整个城乡，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

不管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从今年开始，我们

已经是改成居民医疗保险，包括少年儿童等等，都可以参加；而且在扩面基础上，我们又提高标准，

实际报销的部分我们已经报销到了４６％，这个数据足以在江苏省乃至全国在农村这个层面上是领
先的。”今年，我市还进一步提高了居民医疗保险的补偿（报销）比例和最高补偿额，降低了报销的

门槛。门诊补偿比例由２００７年的２５％提高到３０％；住院最高补偿额由２００７年的６７５００元提高到

１０４７２０元，起报点由２００７年的６０１元降低到４０１元。现在，我市的农业人口、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的城镇居民和新吴江人同样可以享受公共卫生服务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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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民健康水平”是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之一。我市在不断地探索和改革中，医疗惠民政策已经结

出累累硕果。陈强：【出录音】“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这个医疗惠民工程，目前政府投入的钱是全省最多

的，受益的面目前应该说也是最多的，而且报销的比例也是最多的，困难人群可以报到９５％以上，

基本上困难人群因病不能就诊的现象已经彻底解决了，这是我们医疗惠民工程这几年的一个重大

成就。另外我们对老年人也做了一个免费的体检；少儿这一块，我们今年出台了少儿补充医疗保

险，对一些患重病的少儿，我们在原来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又给了他补充医疗保险。”

在我国，农民、外来务工人员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几十年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这部分人一直

游离于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项政策和福利，而“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一直是我国社

会的顽疾。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系主任陈红霞表示，吴江市政府“取之于民，还之

于民”，发展经济不忘服务民生，吴江这几年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和做法，不但让改

革成果惠及１５０万吴江人和新吴江人，更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陈红霞：【出录音】“（这

种做法）突破了我们原来的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分割。所谓城乡一体的待遇，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我们是要到２０２０年建立起一个覆盖城乡居民一体化的保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吴江市应该说

领先全国也要十多年。”

“医疗改革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随着我市各项社会

事业的不断完善，随着医疗惠民工程的持续推进，我市的医疗卫生改革必将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

展，人民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强烈，幸福指数也将越来越高。

【间奏乐】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吴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吴江广播电台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播出，主创人员：朱林珍、朱唧唧、沈怡、王欣）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优秀人口新闻作品三等奖、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广播专题节目一等奖

１０枚“珍珠”串成第一个“中国人口文化基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王欣，欢迎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人口与社会》节目。

【歌曲“关爱女孩”压混】

在歌曲《关爱女孩》、《为了千秋事业》营造出的浓浓的人口文化氛围中，７月１８日，第一块“中

国人口文化基地”的金色牌匾落户我市，这是由国家授予的首个以“人口文化”命名的“国字号”基

地。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在揭牌仪式上，对吴江的人口文化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

【出录音】“吴江通过把散落在我们各地的精神文明的人口文化的明珠通过这么一个人口文化

基地的建设红线把它穿起来了，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了文化建设。采取了数字化、多媒体、

环境化、技术化的这种文化建设，让群众参与，让大家互动，为我们人口计生工作起到了一个非常好

的支撑和发展作用。”

人口文化是人口生产创造的精神结晶，是关于人类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和升华的文化，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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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婚姻观、伦理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放眼历史，富庶的吴江经过千年沉淀，形成了以传统婚俗、育俗、性俗为主体的人口文化。而时

至近代，费孝通、孙本文、柳亚子等吴江籍的有识之士，怀着爱国爱家乡的赤子之心，立足乡土文化，

引入国外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写出了不少新的人口理论著作，丰富了人口文化和理论。着眼今

日，吴江充分挖掘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将反映古代人口文化的同里珍珠塔、三桥、崇本堂、古风园

百床陈列馆、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和展现现代人口文化的吴江市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市妇幼与生殖健

康服务中心、市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心生命科学馆、吴江图书馆青春驿站、市人口学校等１０个点
进行有意识地改造和有机整合，把“以人为本、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作红线，串起这１０枚蕴含人口文

化的“珍珠”，把新型生育文化融入民俗民风之中，使民族性和地域性得到充分交汇，观赏性和教育

性得到很好的结合。业内人士评价说，这是新时期人口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再生的一个创举。

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孙燕丽：

【出录音】“国家人口文化基地花落吴江，这既是吴江人民的一件喜事，更是江苏人民的一件盛

事。吴江将人口计生的优势和旅游的优势整合在一起，充分挖掘本地文化中先进的人口文化资源，

以全新的视角融合、统筹、重组、渗透，将人口文化建设融入整个文化大背景之中，融入了吴江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框架之中。‘中国吴江人口文化基地’作为全国人口文化标志性工程，成为新时期传

播人口文化建设的新平台。”

承载着月季的芬芳，浸润着樟叶的清香，一张人口文化的蓝图在吴江１１７６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铺展开来。借助五湖环抱的千年古镇同里，把蕴藏在一面面粉墙内、一条条石桥上、一弯弯小巷里

的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出来，打造出一个极具特色的人口文化基地。

从反映追求自由恋爱与美好愿望的同里珍珠塔，到展示传统结婚习俗的同里三桥、崇本堂、古

风园百床陈列馆，再到如今的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偌大的历史舞台展示了吴江文化的悠久与独特。

在粉墙黛瓦的同里古镇流传着一段刻骨铭心、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珍珠塔”。主人公方

卿和陈翠娥忠于爱情、不弃贫贱、结为连理，凝聚了同里人的爱情观。

爱情吹响了迎亲的唢呐。当地居民嫁娶，必然在鼓乐声中先走同里三桥———“太平桥”、“吉利

桥”、“长庆桥”。它们分跨两河三街，被一泓绿水萦绕衔接起来，恰好环绕成了一个“圆”。团圆、圆

满，所有美好的祝福在这里都寻到了寄托。它们是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吉祥物。

吴江女儿坐进披红戴绿的花轿，由轿夫抬着，颤悠悠地品味大喜的甘甜……

当花轿抬进具有百年历史的崇本堂，人生便张灯结彩地翻开崭新的一章。

在江南水乡婚俗馆里，拜堂、进洞房、挑方巾、交杯酒……吴地水乡传统婚礼中的习俗流程在这

里一一再现。

古今４００多件婚俗实物和２００多件少儿用品，印证着吴地民间淳朴而率真的婚姻态度。

在古床陈列馆古风园里，陈列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一百来张民间的结婚喜床。这些巧夺天工

的精品融合了历史与文化，民俗与艺术。

婚姻的愉悦与优生，闪烁着性文化的智慧。在水乡小镇还有代表着中国近代最早女性教育事

业的丽则女校，而如今中华性文化博物馆便设立在女校的原址内。跨度九千年的近两千件文物和

民俗用品、历史资料，展示了中国性文化的源流、内容与实质。让人们以自然、科学、健康的态度对

待婚育与性，破除性神秘感，促进人性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谐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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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文化在这“五千年来第一展”中润物细无声……

当我们走出历史幽深的背景，人口文化的现实画卷铺展在我们面前。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主任张新华介绍说，我市以“政府倡导，社会参与，资源整合，市场运作”形式，把青春教育、江南

婚俗、中华性俗、优生优育和人口理论传播五大区域十个场馆融成一体，使现代与传统结合、婚与育

结合、未成年教育与性教育结合、块与点结合，突出反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以及传统的

婚、育和性历史文化。张新华：【出录音】“我们建‘中国人口文化基地’，主要想发挥它的四大功能：

一个就是人口文化的宣传传播功能，还有一个是人口文化培训功能，再一个就是人口文化的交流功

能和人口文化的论坛功能。”

从２００４年起，我市每年举办的“十镇（区）联动”文艺巡演活动中。每个镇（区）都要自创表演
人口计生节目并参与巡演。人口文化通过群众编、群众演、演群众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年观众人

数达３０多万人次。“十镇（区）联映”数码电影在全市１００多个村巡回放映１０００多场，映前播放宣
传人口文化的专题短片，寓教于乐，深受群众好评。我市还发放３０万份《婚育新风进万家便民服务

手册》，组建“健康生活讲师团”，深入乡村、企业、社区，开办讲座宣传婚育文明新风。

我市还注重把人口文化宣传阵地融入一批新建的公共设施中。在市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心

建立了“生命科学馆”；在市公共卫生中心设立“健康教育园”；在市镇村三级世代服务机构建立了

人口文化科普园；在市婚姻登记中心建立一站式优生指导计划生育政策服务窗口。利用这些社会

公众载体，以开放、互动的方法和手段传播婚育、优生、两性以及生殖健康知识。

在市婚姻登记“一站式”服务中心，一对对青年男女的笑颜映红了婚姻登记证，他们享受着人

口计生部门提供的免费婚检、优生优育、计划生育指导和知识大礼包，与婚育服务机构携起了手，架

起了桥梁。

从此新生活开始，人口文化在这里又一次起跑……

走进妇幼与生殖健康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普文化、优生优育、避孕节育、家庭保健、健康咨

询、技术培训、准妈妈学校等这些主要功能组成了一条个性化服务的人口文化流水线。而产前指导

室则最受“追捧”，每周一次的讲座，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才能得到满足。

占地２００多平方米的生命科学馆，以揭示生命、生育、遗传和基因的神奇奥秘为目的，将健康科

学的生命知识通过实物教学、科技实践活动等形式展示给广大青少年，让他们在活动中汲取知识、

得到启示。其中，有一片用“绿叶”装饰起来的区域，每一片“绿叶”的后面都隐藏着一个生殖健康

知识的“秘密”，轻轻拨开“叶片”，也就拨开了困惑的迷雾。

生命科学馆里还有一位坐着的“孕妇妈妈”，慈爱而博学。她生动而形象地解答着“我从哪里

来”的“身世”之谜以及男孩、女孩的奥秘。她犹如一位人口文化忠实的保护神与播火者，不让下一

代在“生命科学”上留白。

设立在市图书馆的青春驿站，是在公共场合专辟的一块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园地，是一

个开放式的“自修室”与“大教室”。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图书及宣传品展览，放置了大

量供群众免费领取的光盘、书籍、知识折页，以及利用展馆四壁布置了２６块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图

文展板。另一部分是视听区域，在展馆中央设立了四套视听设备，精心选择配备了各类青春期健康

教育知识ＶＣＤ光碟和相关书刊，供参观者自行选择和观看。

市镇村人口文化科普园向青少年免费开放，同时专业人员经常深入青少年聚集的地方，开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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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期生理及保健知识讲座，每年听众都达上万人次；市人口计生部门还特别设立热线电话和网站提

供咨询，热线开通至今，已有数以千计的人来电咨询。

当人口文化越过了少年、青年，坐落在市委党校内的人口学校定格了终生学习的坐标点。人口

学校不仅开设了人口理论和计划生育课程，还举办各类讲习班、研讨班、开展人口研究论坛等，将人

口问题作为和谐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加以研究。人口学校成为了全国、省、市开展人口理论学术研究

的阵地。

当老人们走进“退思园”，思索人生的进退，安享晚晴之乐，也算给人口文化圈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点吧……

在人口文化的熏陶下，婚育新风吹拂在稻花飘香的鲈乡大地。家住松陵镇新营村的村书记王

秋凤结婚是招婿上门的，她父母只生了她们姐妹俩。当时有人劝她父亲想办法再生一个儿子，她父

亲坚决表示不生了。王秋凤说，她父亲是一位普通农民，当年都有这样的觉悟，如今到了自己这一

代人，难道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说起婚育观念和谁“娶”谁“嫁”的问题，王秋凤的语气是轻松

和自信的。王秋凤：【出录音】“他们两个小孩子开心合得来么无所谓，女儿嫁过来或者我儿子嫁过

去。生女儿生儿子一样的，也可以防老的嘛。现在你看那个政策多优惠啊！”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滋养出一方风情与风俗。吴江既保留了一份婚育文化的历

史标本，又呈现出新时代人口文化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崭新水平。看到了我市在计生宣教等方面的

工作成效后，《中国人口报》社长仪宏伟感慨地说：【出录音】“吴江市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各个方

面都做得很好，特别是在人口文化建设方面，在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开展方面，还有在这个优质

服务工作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出音乐压混】

２００７年吴江市人口出生率为５．７８‰。

计划生育率为９９．５％。

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１１年保持负增长或零增长。

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稳定在１左右；性别比一直保持正常。

这一串坚实的数字，凝聚了我市人口和计生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使吴

江的人口计生工作结出了金灿灿的果实，博得了一系列的赞誉。

几年来，我市先后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先进单位，江苏省

人口和计划生育示范县（市），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先进集体。

推开吴江“中国人口文化基地”的“窗棂”，一扇叫作“历史”，一扇叫作“现实”。历史的沧桑与

现实的温暖，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交相辉映。

吴江人口文化这条珍珠项链将在全国人口文化建设中闪耀更加璀璨的光辉！

【歌曲压混】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口与社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吴江广播电台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１日播出，主创人员：朱林珍、沈怡、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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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少儿节目精品及动画精品优秀少儿广播栏目一等奖

“七色花”少儿节目

【出“七色花”少儿节目片头】

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吴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正在为你播出的《七

色花》少儿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薇姐姐！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同学们有什么意

见、建议或者问题，都可以编辑短信９６９６加上文字内容发送到１０６２１２３８１、１０６２１２３８１，小薇姐姐欢

迎大家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薇姐姐邀请了三位来自吴江市实验小学的同学走进我

们的直播室，和我一起主持节目，首先就请三位小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吧。

刘迪：大家好！我是吴江市实验小学六（１）中队的刘迪。

周嘉仪：大家好！我是吴江市实验小学六（４）中队的周嘉仪。

费风：大家好！我是吴江市实验小学六（５）中队的费风。

主持人：嗯，那三位小朋友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小薇姐姐一起主持《七色花》少儿节目开

不开心啊？

小朋友：开心。

费风：小薇姐姐，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节目哦！

主持人：哦，是什么啊？

费风：有学校最近发生的校园新闻。

周嘉仪：另外我们还带来了我校同学自己写作的文章和大家一起分享。

主持人：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个板块《奇奇小喇叭》，听听我们学校的江村娃小记者们都

发回了哪些校园新闻报道。

【奇奇小喇叭】———这里有琅琅的读书声，这里有快乐的欢笑声，这里有许多新鲜事、有趣事。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我是“江村娃”小记者冯思艺……收音机前的同学们，我是“江村娃”小记者钮

宏逸……我是“江村娃”小记者……我是“江村娃”小记者……奇奇小喇叭，声音传天下！

费风：首先请听我们吴江市实验小学江村娃小记者发来的报道：为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

队员的学习生活，促进队员的素质提高，９月１６日下午，市实验小学举行了校园小记者、小主持人招

聘活动。这次活动采用学生自荐、辅导员推荐的方式，最后有４２名三至六年级的队员参加了决赛。

报考小记者、小主持的队员要过“三关”：第一关是进行３０秒自我介绍，第二关是模拟现场报道，第

三关是笔试。尽管过“关”不易，但队员们个个显得信心十足。在活动中，他们充分体验到自己是

少先队的主人，增强了他们作为一个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不少队员的出色表现，让评委老

师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次招募活动，最后共有２４人竟聘成功，成为了校园小记者和小主持人。

费风：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其他学校的江村娃小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王韵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望实验小学六（２）中队的江村娃小记者王韵琴。最近我

们学校的大队部发起了一次爱心捐赠活动，江村娃们有的捐出了自己的衣服，有的捐出了书本，有

的甚至把自己喜爱的玩具都捐献了出来。在短短的几天里，同学们的捐赠物资就装了一屋子，大家

都希望和我们结对的苏北泗阳高渡的小伙伴们也能有丰富的课外书籍可看，有一件像样的棉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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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用我们的力量给那边的小朋友带来一点温暖，一点快乐。

主持人：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舜湖小学江村娃通讯站的小记者庞亚来发来的报道。

庞亚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舜湖小学江村娃通讯站的庞亚来。１８号下午，我们舜湖小学
的大队辅导员戴雨飞老师向全校每位学生下发了一封“给未成年人家长的公开信”。公开信中对

我们学生的心理健康、生理卫生、法律知识、消防安全、交通安全、远离网瘾等教育内容进行了详细

的介绍。现在戴老师就在我身边，我想请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戴雨飞：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舜湖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戴雨飞老师，这一次下发的“给未

成年人家长的公开信”，就是希望通过这封公开信能与家长携手，共同做好同学们的安全教育工作。

同时也希望学生们通过这封信能够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我救护能力。

费风：以上就是《奇奇小喇叭》带给同学们的新闻报道，下面请小伙伴们一起来听平望实验小

学、松陵二中心小学和屯村实验小学的三位同学在才艺ＰＫ台里的表演录音吧。
【才艺ＰＫ台】———“我是最棒的，我是最牛的”，才艺ＰＫ台，展示自我，秀出个性！

吴紫涵：大家好！我是平望实验小学二（２）中队的吴紫涵，我为大家演唱一首《花木兰》，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出表演内容】

尹苏皖：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松陵镇第二中心小学三（１）中队的尹苏皖，我为大家
讲一篇故事，名叫《驼背小龙虾》，希望大家喜欢。【出表演内容】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海边的一块大礁石底下，住着一只小龙虾。小龙虾长着十二条腿，爬起来

比螃蟹还要快，它还长着一只小蒲扇式的尾巴，游起来比大黄鱼还要快。有一天，小龙虾看到一只

大海螺在海里慢吞吞地爬着，它觉得好玩极了，轻轻一蹦，蹦到了大海螺的背上。‘嘿嘿，驼背了，驼

背了。’小龙虾嘲笑大海螺说。大海螺说，‘去去去，你说话真没规矩！’它生气地缩回了头，再也不

理小龙虾了。小龙虾得意极了，它整天弓着个背，学着大海螺的样子到处表演，逗得大伙儿哈哈大

笑。过了几天，出现了一件怪事，小龙虾的腰直不起来了，它用力一撑，‘哎呦！哎呦！’它疼得哇哇

大叫。它脸红了，连脊梁也红了，从此以后小龙虾变成了一个躬脊梁的小家伙了，它呀，再也不敢嘲

笑大海螺啦。”

王贤浩：大家好！我是屯村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王贤浩，今天我为大家表演的是笛子独奏

《陕北好》，希望大家能喜欢。【出表演内容】

主持人：有唱歌，有故事，还有乐器表演，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同学们最喜欢的是我们哪一位同

学带来的才艺表演呢？

【校长寄语】

【片花】———打包快乐，放飞梦想，尽在《七色花》！

【七彩心愿树】———有些愿望一直藏在心里，有些话一直就在嘴边，七彩心愿树给你一个话筒，

说你想说的！“妈妈我想对你说……老师我想对你说……小惠我想对你说……我想对你说……我

想对你说……对你说……”

王辰：大家好！我是震泽实验小学六（６）班的王辰，我的心愿就是自己能够长强壮一点，才能

好好学习。

周舒雯：大家好！我是同里实验小学六（２）班的周舒雯，我建议《七色花》栏目在一个一个节目

间接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大自然的声音，毕竟在一些城市里的孩子很少能聆听这种声音了，所以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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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让大家在课余时间也能放松一下身心。

陈步凡：大家好！我是屯村实验小学五（１）班的陈步凡，我希望我们的作息时间和爸爸妈妈的

一样，九点上学，五点放学。

汪琳：大家好！我叫汪琳，来自安徽，在横扇镇菀坪学校读书。今年暑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降临在我身上，从住院到出院已经花去了不少钱，后续治疗要半个月去一次，这对我们本来经济条

件就不好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现在我只希望我的病尽快好起来，健健康康的不让爸爸妈妈

操心了。

庞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长安花苑小学五（２）中队的庞虎。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

家，为人们发明机器人来保卫祖国，还要发明能飞、能潜水的坦克来参加战斗，为了这个理想我一定

要好好学习！

【小荷尖尖】———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荷尖尖，用文笔记录成长的足迹，让文

字插上声音的翅膀！

主持人：在我们节目开始前，三位小朋友也说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啊，还要给大家带来学校同学

自己创作的文章，是吗？

周嘉仪：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校金豆苗文学社的一位同学写的游记，现在呢，我要给大

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金豆苗文学社：吴江市实验小学江村娃金豆苗文学社在辅导员老师的关心下诞

生了，学员们都是从队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平时学员们不仅多看课外书籍，还注重从生活中学习，

从《时代广场的蟋蟀》到《夏洛的网》到《青铜葵花》，成了队员们课间谈论的主角。每周两次的活动

成了队员们企盼的时间，每天的循环日记更是队员们乐于写的，一篇篇优秀的文章就这样诞生了。

一份辛勤，一份收获，他们的勤劳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队员们的文章屡次在《少年文艺》、《少年科

普报》、《小朋友》等报刊杂志上发表。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金豆苗文学社赵凝
$

同学的文

字一起游览香港吧。

费风：《香港游记》———吴江市实验小学江村娃金豆苗文学社小作家赵凝
$

。

盼望已久的香港之旅终于开始了。６月３０号晚上，我们吴江的２２名小记者和其他各地的小记
者汇合后，坐上火车向香港出发。一路上，洒下我们的欢声笑语。经过二十多个小时，在７月２号

的早晨，火车在深圳停了下来，马上就要到香港啦！

我们吃完早饭，坐上汽车到皇岗口过关。带队老师提醒我们：“皇岗口是深圳最热闹的地方，大

家一定要认准我们３号团的旗子！认准我小胖姐姐！记住了吗？”“记住了！”我们异口同声。
我们拿起行李，跟着老师走。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出远门，自己的事情得自

己干，虽然行李箱不轻，但内心的兴奋让我不觉得累。

终于来到香港啦，只见香港的楼房鳞次栉比，这些楼房都是依山而建的。我们去香港的第一站

是科技馆。这个科技馆经常聚集着许多世界各国的人士来这里参观，可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浏览

了这个科技馆的构建，就匆匆离开了，许多科技设施没看仔细，有点遗憾。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赛马馆。一进入赛马馆的大门，首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英俊的赛马

手，骑着一匹雪白的马，看起来好威风哦！接着往里走，看见一具赛马的骨架，这是一匹连续获得冠

军的马，后来，它老了、去世了，人们为了纪念它，就把它的骨头珍藏到现在，这匹马真了不起！

浏览好了赛马馆，我们又去了太平山上的蜡像馆。那里有许多中外名人的蜡像，比如：刘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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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古巨基、莫扎特、还有爱迪生等人。这些蜡像与真人一模一样，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名人、明

星”集中在一起，心里非常激动。我们纷纷掏出照相机，与“名人”合影。

参观好了蜡像馆，我们爬上了太平山的山顶，太平山是港岛第一高峰，从山上俯瞰维多利亚港

及九龙半岛，一览无遗。

香港真是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不愧为“东方之珠”啊！

主持人：嗯，听了我们江村娃金豆苗文学社小朋友自己创作的文章，写得真的是很不错。收音

机前的同学们如果你也有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可以把它直接发送到我

们《七色花》的邮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ｑｉｓｅｈｕａ９６９＠１２６．ｃｏｍ，欢迎小朋友的投稿。

【心灵氧吧】———“这次考试考砸了，我有点不开心……爸妈老逼着我学这学那，我的心里有点

烦……”最近我上课老打瞌睡……”你有成长的烦恼吗？请到心灵氧吧来坐坐，把你的烦恼大声说

出来，放松心情，快乐每一天！

刘迪：在今天的《心灵氧吧》里，有一位小朋友发来短信问：每到考试，我就紧张心慌，怎么办？

下面我们就请来自吴江情商教育培训中心的张老师来回答这位小朋友的问题。

张老师：收音机前的这位小朋友，你好。每到考试你就会紧张心慌，你该怎么办？首先，张老师

先帮你了解一下你自己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要问一下自己，在以前的考试当中

是不是有一次偶尔的失利？还是呢，自己太过于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压

力？当然还有一些张老师现在无法去了解的其他原因对你的影响，所以呢，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

题的出现。那么针对你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张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可以呢适当地降低对

自己的一些期望值，给自己一点回旋的余地，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每到考试之前的时候，给

自己一些好的自我暗示，这种方法就是先握紧拳头，然后告诉自己说：我能行！这样的话可以释放

一下，然后让好的暗示可以进入自己的身体；另外呢，也可以向父母去倾诉一下，向朋友倾诉一下，

释放一下压力；还有呢，在考试之前的话可以听听轻音乐，然后呢，幻想一些比较优美的意境来缓

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去克服考试焦虑的一系列的症状了。

刘迪：谢谢张老师给我们的解答，相信各位同学们也知道了怎样缓解考试前紧张的心情了吧！

【片花———校长寄语】

【芝麻开门】———“小猫为什么喜欢吃鱼？宇宙飞船为什么能在太空飞行？”打开快乐宝藏，开

启智慧大门，芝麻开门！

周嘉仪：费风、刘迪，你们知道世界上哪些动物最聪明吗？

费风：我觉得黑猩猩很聪明。它是人类的近亲，因为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９８％是相同的呢，它

们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还能有组织地打猎。黑猩猩在许多记忆测试中比人的得分还要高呢。

刘迪：我认为猪也很聪明啊，猪总是一身污泥，似乎不太讲卫生，由于没有汗腺，猪才会在泥浆

中打滚，以便让身体保持凉爽。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试验找到了猪也是很聪明的证据。实验中，

猪要用嘴巴移动屏幕上的指针，让指针找到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涂鸦，结果显示它们完成这项任务所

需的时间居然和黑猩猩差不多，由此可见，猪也是很聪明的动物。

周嘉仪：你们的介绍真是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原来猪也很爱干净啊，而且智商又高，它改变了

猪在我心目当中又懒又脏的形象。在我们知道百科知识之后，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队长会客

厅》，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少先队的知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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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会客厅】

周嘉仪：费风，再过二十几天就是我们少先队的盛大节日———建队节了。

费风：是啊，到时候又会有一批新的小同学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周嘉仪，你还记得我们小时

候入队的情景吗？

周嘉仪：当然记得了。那时候有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为我们带红领巾呢。

费风：我们带好红领巾，还会唱队歌。

周嘉仪：辅导员们还要带着我们呼号，我高兴极了。

周嘉仪：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来到《队长会客厅》的嘉宾———老黑叔叔入队时的情形

吧。老黑叔叔，您好！

老黑叔叔：你们好！

费风：老黑叔叔，那你们小时候入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老黑叔叔：我上的小学是农村的小学，我们整个班级也就二十几个人，所以说我们的入队仪式

比你们实验小学的仪式要简朴很多，我觉得当时的辅导员给我们首先是讲了一下我们少先队的一

些历史，就是说怎样产生的，后来又是怎么发展的，还讲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红领巾的意义。当时我

们记得老师用了一瓶红药水，放在那个玻璃杯里面，告诉我说红领巾就是烈士用这样的鲜血来染成

的，当时还嘱咐我们，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给红领巾增添新的荣誉。

周嘉仪：哦，原来是这样啊！

费风：周嘉仪，你记得我们入队之前老师教过我们关于红领巾的事情吗？

周嘉仪：当然记得了，老师还带着我们说“十知道”呢！

费风：戴好红领巾我回到家的时候也不想拿掉，因为我太喜欢这个红领巾了。

周嘉仪：我还炫耀给爸爸妈妈看呢。他们都说我长大了。我回家，表妹到我家里来了，我把我

的红领巾炫耀给她看，她羡慕极了，还老是摸我的红领巾呢。希望一年级的小同学们能够早日加入

少先队。

费风：成为一名健康快乐的江村娃。

主持人：好的，谢谢我们两位小主持人，也非常感谢老黑叔叔的到来，今天的《队长会客厅》就

到这里，欢迎江村娃们有空常来坐坐。

主持人：时间过得真快，那在节目结束前啊，小薇姐姐要给大家出题目了。题目是这样的，可要

听仔细了哦：猪爱不爱干净？知道答案的小朋友们啊，可以编辑短信９６９６加上你的答案发送到
１０６２１２３８１，小薇姐姐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公布答案，并且抽取我们的幸运小听众，送上一份精美的

小礼品。那要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直播室的三位小主持、小嘉宾，觉得今天的主持好玩吗？

费风、刘迪、周嘉仪：好玩。

主持人：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再到《七色花》做客吗？

费风、刘迪、周嘉仪：想！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你们，那现在就请你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费风、刘迪、周嘉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主持人：嗯，感谢各位同学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吴江广播电台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１播出，主创人员：朱林珍、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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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度江苏省优秀电视社教片一等奖

蚕蛹虫草高产培育技术

【口播】冬虫夏草简称虫草，是珍贵的中药材，人们常常把它与人参、鹿茸列为三大补品，被人

们誉为“软黄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冬虫夏草的功效，市场对冬虫夏草的需求量也越来越

大，加上过度采挖，不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也使冬虫夏草的天然资源十分稀缺，因此研发可人

工栽培的冬虫夏草或其替代品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蚕蛹虫草就是一个方向。我们今天的节

目就带你一起去了解一下由吴江市蚕桑指导站、平望镇农服中心和苏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作开

发蚕蛹虫草的过程。

【配音】大自然是神奇的，蕴藏了无穷的奥秘。像鳞翅目昆虫，会虫变蛹、蛹化蛾、蛾产卵，生命

在这样的循环中完成了交替和繁育。而昆虫鳞翅目中的蝙蝠蛾科幼虫或蛹被虫草菌感染形成的昆

虫和植物的混合体，如冬虫夏草或蛹虫草，这个过程又蕴含了怎样的奥秘呢？

苏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潘中华：【同期声】“蝙蝠蛾科幼虫生长习性比较苛刻，它一般生长

在海拔３０００米以上的雪山上，它在取食期，就是天热的时候被冬虫夏草菌感染，到天冷的时候，它

钻在土里越冬的时候就完全感染上了冬虫夏草菌。冬虫夏草菌感染它的过程比较缓慢，要经过一

个冬季才能完全感染，到第二年开春，覆盖在高原上的雪融化形成湿气，冬虫夏草菌就发育长成子

实体，形成的产品叫冬虫夏草，关键是蝙蝠蛾科幼虫非常难人工饲养，现在主要的关口就是它不能

完全实现人工制种。”

【配音】家蚕与蝙蝠蛾科幼虫同属鳞翅目昆虫，根据冬虫夏草形成的原理，来培育蚕蛹虫草

应该是可行的。加上蚕蛹的营养非常丰富的，很适合作为一种替代品进行研究。同时，栽桑养蚕

是我市的一个传统产业，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因此，开发培育蚕蛹虫草的可能性非常高。而蚕

蛹虫草的开发主要的攻关难题就是育种、感染和培育三道关口。为此科研技术人员进行了这方

面的探索研究。首先进行的是育种，这一步很关键的是先要分离虫草菌，再进一步提纯复壮，以

育出纯菌种。

苏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潘中华：【同期声】“种子的繁育分为菌种的选育、菌种的鉴定和菌

种的繁殖三个步骤，选育寄生快、长草能力好的品种进行培育，培育好的原始种选蚕蛹进行活体鉴

定，确定菌种之后大量繁育满足生产上的需要。”

【配音】有了菌种如何让蚕蛹感染呢？技术人员选择了创伤感染的办法。首选要选取饲养环

境优良、生产过程中没有添加过化学药物、健康状况良好的活体蚕蛹，然后在其腹部比较柔软的

部位注射２～３毫升的虫草菌，这种方式不但接种成功率高，而且不会对蛹体产生太大的伤害。

接着，把感染后的蚕蛹平放在干燥、清洁的塑料盒内，盖上盖子。从蚕蛹虫草的构成来讲，我们一

般把上面的草体称为子实体，下面的虫体则被称为子座，而蚕蛹虫草的生长则分为蛹体硬化、菌

丝发育、子座形成和子实体长成这４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实验室研究表明，虫草的不同

生长发育阶段都有最适宜的温湿度，而且对光照也有一定的需求。菌丝生长的最适温度为

１８℃～２２℃，空气的相对湿度保持在６０％～７０％；子实体的最适宜生长温度为２０℃～２３℃，空气

的相对湿度保持在８０％～９０％。一般情况下，整个生长过程需要补一次水。在孢子萌发和菌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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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的阶段可以不要光照，但转化到生殖生长阶段则需要明亮的散射光，光照强，菌丝色泽深，质

量好，产量高。有了相对适宜的环境之后，受感染的蚕蛹体内慢慢产生了变化，８天后蛹体完全

硬化；然后发育的菌丝经过３天的时间透出蛹体外，子座形成；接着再通过３０天左右的生长，子

实体长成了。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需要定期观察，及时把坏死的蚕蛹挑出来，以免影响其他蚕蛹

虫草的质量。

一般子实体长到５～８公分左右时，会出现凸起，这个时候孢子粉尚未破壁，蛹体也没有空掉，
是采收的最好时机。需要把长成的蚕蛹虫草进行自然风干、初步脱水，然后放进干燥箱烘干，低温

灭菌和包装。通过这种方法，蚕蛹虫草的接种成功率和培育成功率可以稳定在９０％以上，而且蚕

蛹虫草的有效成分可与野生冬虫夏草或野生的蛹虫草相媲美。

苏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潘中华：【同期声】“在中国药科大学进行了系统的成分分析，从分

析结果来看，蚕蛹虫草的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抗菌蛋白、免疫蛋白、昆虫激素等有益成分与冬虫

夏草的成分十分接近。其中，虫草素的含量还大大超过了冬虫夏草。在药效试验上，一是进行动物

药理试验，二是经过志愿者的临床服用，在增强抵抗力、化疗辅助治疗上、改善老年病方面的效果非

常明显。”

【配音】目前，蚕蛹虫草的市场售价在５０００元／公斤，按照１００斤蚕蛹产４０斤虫草来计算，蚕蛹

虫草的开发使得栽桑养蚕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几十倍。

【口播】专家认为，蚕蛹虫草是冬虫夏草最理想的替代品。蚕蛹虫草生产的关键原料是活的蚕

蛹，我市具有非常丰富的桑蚕资源，这就为蚕蛹虫草工厂化、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而蚕蛹虫草

这项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还将对拉长桑蚕产业链、做大做强桑蚕优势产业起到巨大的推动

作用。

（吴江电视台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播出，主创人员：陈晓红、魏兴国）

２００８年江苏省电视新闻二等奖

新闻评论：盛泽纺织产业的“危”与“机”

【口播】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爆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使得从次贷危机以来就受到冲击的世界经济

雪上加霜。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对中国的纺织产业来说是重大的考验。在危机中，盛泽纺

织集群，用艰难但又坚定的步伐在风暴中前行，加快走上产业升级的步伐，让金融风暴成为这个产

业集群“浴火重生”的催化剂。

【配音字幕】２００８年的７月２５日上海

【配音】盛虹集团和瑞士欧瑞康集团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世界上首条专业ＰＴＴ纤维生产

线在盛虹集团投产。ＰＴＴ是一种新型的化纤纤维，它具有特别优异的柔软性和弹性回复性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记忆性，是备受市场追捧的记忆布的原料。未来盛虹集团旗下的中鲈科技ＰＴＴ记忆纤

维生产能力将扩大到１０万吨，并延伸至ＰＴＴ切片，使中鲈科技成为继壳牌和杜邦后，全世界第三个

ＰＴＴ切片生产基地。盛虹旗下的这家企业未来产值将达到５０亿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ＰＴＴ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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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丝的龙头企业。

盛虹集团董事长缪汉根：【同期声】“盛虹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在纤维领域做成世界级的领先

企业。”

【配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瑞康集团和盛虹集团合作设立新纤维研发中心，盛虹计划初期

投入１０００万欧元。此外，盛虹集团还将启动投资１０多亿元的加弹项目。未来的几年内，盛虹集团
将投入超过２０亿元的资金。

【配音】此时，中国纺织业正面临着被称为前所未见的困局，从２００８年３、４月起，认为纺织业出
现问题的声音就随处可见。人民币升值、宏观调控、银行银根紧缩带来的种种困难让很多企业惶惶

终日。

【配音】盛虹集团的这一举动无异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行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样的时

候选择投下巨资，是否是明智之举。而随后从２００８年８月到１０月，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不
断扩大，国际油价一落千丈。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浙江多家纺织企业或停产或倒闭。盛虹的这种做

法是急功近利的赌博，还是化危机为契机的妙手？

【配音】这还得从中国化纤业的发展说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化纤业度过了成绩斐然的３０

年，２００７年总产能达到了２５７２万吨，产量２３９０万吨，超过了世界总产能和总产量的一半，是世界上
最大的化纤生产国。但是，依然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常规品种生产过剩，产品差别化、功能化水

平低等问题。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孙瑞哲：【同期声】“产业的发展它总是从粗放到集约的，中国纺织产

业的发展实际上到了一个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时候。”

东华大学现代纺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俞建勇：【同期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它可

能有一个内生的需求，就是它整个的产品的结构必须要调整，它的产业必须要升级，它升级的压力

就越来越大。”

【配音】盛泽纺织集群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同质化、产能过剩从几年前就开始困扰这个活

力四射的产业集群。一些企业家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制造优势的基础上的，而

其他方面则还很滞后。

东华大学现代纺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俞建勇：【同期声】“我们这个产业，应该说从

供应链来看，包含的环节也还比较多，但是我们比较强势的就是这段时间，主要的发展是在制造环

节。它的相应环节，即研发，品牌，相互对接，它的要素发展相对滞后，包括它产业自主创新的

跨越。”

【配音】为了适应这一过程，过去几年，恒力、盛虹等企业都纷纷在创新上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

力。恒力集团的超亮光丝，盛虹集团的超细旦纤维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迎接纺织业的产业调

整做好准备。

东华大学现代纺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俞建勇：【同期声】“从整个行业来看，这样的

一些努力可能是起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是碰到很大问题。应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

整个产业升级，缺少的环节比较多。”

【配音】金融危机的到来，加速并且加剧了纺织业调整升级的过程。它的猛烈程度不但超过了

毫无准备的企业的想象，也超过了尚未做好准备的企业的想象。很多在危机中倒下的企业固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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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因为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无法适应产业调整的需要。显然，化纤行业

已经步入了“周期性低谷”，企业正在经历难熬的“苦日子”。

【配音】但是，这样的一种局面真的完全是一个坏消息么？

中国化纤协会副会长叶永茂：【同期声】“通过国外的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会进一步加

速我们民营企业的优化和调整，行业洗牌，产业升级。”

【配音】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纺织业的调整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进行。这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盲目扩张，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一过程则是建立在残酷的洗牌之上。

【配音】“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的行业”，纺织业的发展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孙瑞哲：【同期声】“现在应该说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是应该思考一

下下一步的路，下一步的方向，那么发展方向还是应该对一个市场的主题定位的问题，我们现在关

键是建立一种信心，一个市场消费的基本面，并没有被破坏掉，而且市场消费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

外，还在持续增长。”

【配音】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起，涤纶长丝价格一路下滑，甚至跌到只有高点价格一半，市场观望气
息严重，企业库存增加。而此时，投产几个月的中鲈科技的生产车间内却是春意昂然。公司的两条

专业的ＰＴＴ生产线正在满负荷工作。正式投产以来，ＰＴＴ记忆丝的产销量稳步增长，目前每个月的
产量在４００吨左右，并且维持产销平衡，仓库内几乎没有库存。

江苏中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小卫：【同期声】“到１０月份，应该说我们的销量，在

国内已经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配音】最让人惊讶的是，ＰＴＴ纤维并没有受到化纤丝急速下跌的影响，价格依然保持稳定。从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到１２月，ＰＴＴ记忆纤维的市场价格始终维持在３万多一吨，价格最高和最低时相差不
到１０％。

【配音】这样的成绩为盛虹的投资写上了一段完美的注解，也为如何化危机为机遇点亮了一盏

指路的灯。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孙瑞哲：【同期声】“从企业来说呢，肯定要避免这种同质化竞争，

避免大家在同一个领域里生产同质化的产品，这个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问题，我觉得错位经营

呢，实际上还是要企业分析自己的实力所在，分析市场的需求所在，生产针对市场某一个终端的

产品。”

【配音】盛虹的做法正是契合了这样一种思路，无论是超细旦纤维、ＰＴＴ记忆纤维还是即将
投入的加弹项目，都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和避免产品同质化的举动。与盛虹的举动不谋而合的

是，２００８年的１０月１８日，就在金融风暴最为狂暴的时候，恒力集团投资２０亿元，引进世界先
进的生产线，建设２０万吨工业丝项目。两家龙头企业勇于创新的举动在金融风暴带来的寒冬

中，既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同样也是立足未来的布局，为了在产业的洗牌之后，占据更加有利

的地位。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孙瑞哲：【同期声】“规模是一个方向，创新的集中度也是一个方向。

创新并不仅仅是大企业，有实力去做，中小企业，在细分的领域，细分的市场，创新他有很大的

市场。”

【配音】而这也正是马洪鹿在思考的问题。马洪鹿是盛泽一家纺织企业的老板，企业规模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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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大。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和很多企业一样，他的企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吴江市鹿鸣纺织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洪鹿：【同期声】“到了１０月份就明显体现出来，更糟

糕的情况出现了，因为一下子整个市场原材料价位跌价，但是贸易出口这块基本上很少有单子

下来。”

【配音】从１０月开始，马洪鹿的企业销售开始下滑，比往年下降了２０％～３０％左右。而这样的

情况，在盛泽的中小企业中已经算是不错的。对于目前糟糕的销售形势，马洪鹿显得很坦然，他明

白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时间，但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必须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吴江市鹿鸣纺织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洪鹿：【同期声】“一个企业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产品。

如果没有特色产品的话，等于说老是跟着人家后面走路，利润空间大的话是不可能的。”

【配音】鹿鸣在弹力春亚纺上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但规格品种齐全，在产品创新和质量上也有

着独到之处。虽然金融危机中，企业的整体销售量下滑，但是企业仍旧依靠高端品种保持了不错的

利润。

【配音】像鹿鸣这样的特色纺织企业在盛泽还有不少，他们依靠自身的特色在金融危机冲击中

能够维持稳定。金融危机也让他们更加认识到了在细分市场创造优势的重要性。

吴江市鹿鸣纺织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洪鹿：【同期声】“我们争取在２００８年的基础上，有特

色的产品争取增长５０％以上。”

【配音】正因为很多企业都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盛泽的纺织集群虽艰难，但是也非常坚定地

迈上转型升级的道路。为了支持集群的升级转型，盛泽设立了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创立了“融通

仓”的新型金融服务，并且设立了纺织专利的交易平台，为企业发展服务。

【配音】当然，这样的转型升级目前还处在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创新所带来的累积效应也还

没有完全体现。

东华大学现代纺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俞建勇：【同期声】“现在你局部性的一些创

新的举动啊，对整体带来的作用一下子不能完全体现出来，但是我们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必须

要朝着这个方向做。我们是存在着整体性的升级的困难，并不因为我今年做了这个动作，可能要做

五十个、一百个动作。”

【配音】盛泽纺织产业集群像一个生态系统，在金融风暴前，这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太单一，无

论是规模大的企业还是规模小的企业，都挤在一起竞争市场。金融风暴是一个催化剂，使企业之间

的分化速度加快。大型企业将依赖他们的规模优势，建立起高科技、专业化、多元化的产品链，中小

企业则要解决产品专业化的问题，形成自身的特色。

【配音】大浪淘沙始见金。衣食住行，衣为先。纺织始终是一个朝阳产业。通过金融风暴的催

化，盛泽纺织产业集群像凤凰涅?重生，能够形成一个更为稳定的集群结构，也更能够适应纺织产

业发展的需要。

（吴江电视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播出，主创人员：汪海、曹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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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　他

中共吴江市委书记徐明在吴江电视台建台１５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为吴江自己的电视台———吴江电视台

建台１５周年举行庆典，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吴江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表示热烈的祝贺。
１５年来，吴江电视台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弘扬主旋律，电视台的节目已经成为

吴江人民喜爱的节目，吴江电视台已经成为吴江的主流媒体。吴江电视台虽然是个县级电视台，但

制作的节目不能是县级水平的。今天江苏广电总台、上海文广新闻集团、苏州广电总台的领导都来

了，我希望吴江电视台要制作更高质量的节目，能够拿到这些大台上去播放，来扩大吴江对外的影

响力。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吴江电视台进一步与吴江人民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多做群众喜欢看的节

目，多发群众希望发出的声音。通过不懈的努力，使我们吴江电视成为吴江市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办好节目，提高收视率，特别是吴江新闻要成为吴江市民认为到时候

必看的电视节目，宁愿把其他的电视剧，其他的节目停下来。

通过今天的庆典，吴江电视台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想，在我们全体吴江人民的关

心、呵护下，在吴江市文广局、吴江电视台自身的努力下，吴江电视一定能够穿越更多的彩虹，创造

更新的辉煌。谢谢大家！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

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温祥华为纪念《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开办５周年发表文章

办好政风行风热线　推动吴江和谐发展

九月的鲈乡，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吴江广播电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迎来了开播五周年的日

子。在此，我谨代表吴江市委、市政府对热线节目五年来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衷心的祝贺，向

为热线节目付出辛勤劳动的各地各部门和支持热线工作的社会各界表示诚挚的感谢！

五年来，吴江广播电台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坚持政府主导、媒体动作、群众参与、社会监督

的工作机制，以“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为宗旨，紧紧围绕吴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坚持部门

一把手上线，大力宣传政策法规，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妥善处理咨询投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五年来，热线先后播出２３２期，受理咨询投诉１０８２件，当场解答８８９件，事后反馈１９３件，切实解决

了一大批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推动了政风行风建设，为优化发展环境、构建

和谐吴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办好《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是吴江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举措，是转变机关作

风、提高行政效能的客观需要，也是市委、市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今年适逢新中国

成立６０周年和吴江建县１１００周年，全市上下要以此为契机，一如既往地办好热线节目，努力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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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真正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提高机关效能的助推器。为此，相关

部门要始终确保“一把手”上线，亲自宣传政策法规，亲自倾听群众呼声，亲自督促问题的解决，做

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吴江电台的热线节目组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热线形式，丰富热线

内涵，赋予热线新的生命力。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参与热线互动，使热线常办常“热”、越办

越“热”。我相信，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热线节目一定能够越办越好，为加强全市政风行风建

设，推动吴江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２００９年９月《吴江日报》发表

《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论证会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吴江市广电局召开《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和《吴江市有线广播

电视系统技术方案》论证会，江苏省广电厅、苏州市广电局和吴江市有关专家、领导参加论证会。论证

会认为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总体规划以５５０兆赫邻频传输系统，采用光缆作传输干线技术方案

先进。同时要求，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系统建设应按照《总体规划》实施，加强对各镇有线电视网络建

设的领导和管理；指导各镇《总体规划》起草论证工作；根据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建议把规划重点

放在２０００年以前，对２０００年以后的发展规划可作些设想；同时，加快自办节目制作和播出，发展有线

电视与有线广播共缆传输。考虑到资金等方面因素，建议下行传输频道开始不宜过多，要有长远规

划，向高层次发展。有线电视主、支干线走向要与城建规划密切结合，以免造成损失。

附表：１９９５年吴江市有线广播电视论证会出席人员一览表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江苏省广电厅 王　杰 处长 高级工程师

江苏省广电厅 申兰萍（女） 工程师

苏州市广电局 苏简亚 局长

苏州市广电局 崔兆鸿 副局长 工程师

苏州市广电局 孙宗俊 科长 工程师

苏州市广电局 倪　飞 副科长 工程师

苏州市广电局 张炎庆 高级工程师

苏州市广电局 张振中 高级工程师

吴江市人民政府 张　莹 副市长

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 俞弘声 副部长

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孙火林 科长

吴江市机电工业公司 叶声瀚 副科长 高级工程师

吴江市计划委员会 黄国勋 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吴江市城建局 朱仲亨 副科长 高级工程师

吴江市邮电局 钮维浩 局长 高级工程师

吴江市供电局 王名言 总工程师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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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吴江市开发区 史全观 副部长 －

吴江市财政局 王达明 副局长 －

吴江市公路管理处 杨根海 副书记 －

吴江市松陵镇人民政府 邬长庚 副镇长 －

吴江市广电局 戴茂章 局长 －

吴江市广电局 徐福林 副局长 －

吴江市广电局 梁信焕 副局长 －

吴江市广电局 范云南 副局长 －

吴江市广电局事业科 施启明 科长 工程师

吴江电视台成立１５周年庆典晚会节目单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

嘉宾主持：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鲁健；上海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陈蓉。

晚会主持：吴江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兰飞、王晶。

１．舞林大会（开场）：曼妙的狐步舞、活泼的牛仔舞，群星云集，把我们电视工作者打造得群星

闪烁，最后以经典的大型齐舞作结。时尚的音乐，时尚的舞步，时尚的效果。

表演：吴江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胡然、杨勇、孟卓、孙佳、周娜、谈夏绮。

２．三人演唱组合《ＹＯＵＭＡＫＥＭＥＷＡＮＮＡ》

演唱：曹飞、李拓、王苏青。

３．女子时尚群舞《靓影》：绚丽的灯光，华彩的服装，若干妙龄少女翩然登场，时尚气息十足的

舞蹈节目由优秀的舞蹈艺员闪亮全场。

表演：李琳等。

４．变脸

表演：赵丹。

５．动感青春韵律舞

表演：李丽等。

６．配乐诗朗诵：在深沉、从容，富有磁性的配乐诗朗诵中，委婉的讲述着吴江电视台十五年来

动人的成长历程。那不平凡的十五年，漫长而又短暂的十五年，发展的十五年，开拓的十五年。件

件心酸，历历动人，一切在跌宕起伏中，娓娓道来。

作者：长岛。朗诵者：鲁健、陈蓉。

７．纪实类访谈：采用现场访谈、外加短片的形式，让记者和当事人讲述自己与吴江电视台的故

事，体现吴江电视人的执着、坚强以及银屏幕后的少为人知的心酸和感动。

参与者：张平、杨长辉、小铁蛋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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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歌曲：《你最帅》、《频繁的幸福》、《祝你平安》。

演唱：著名歌手孙悦。

９．电视台员工联歌：展现本台工作人员的风采。员工们用自己的家乡名歌唱响第二故乡的喜庆，体

现了吴江电视台海纳百川的胸襟，更折射出吴江改革开放的成果。有东北名歌、黄梅戏、越剧等等。

演唱：吴江电视台工作人员，张平、张兰飞、王晶、隋宁、周莉、张玲、徐行、罗建军、周娜。

１０．大型新民乐演奏：大气的音乐，新颖的新民乐形式，动律与旋律完美地结合，体现出与时俱

进的时代气息，和民族艺术的欣欣繁荣，引领文化理想，指引审美趋向。

表演：文天、黄芳等。

１１．歌曲：《爱如潮水》、《我是真的爱你》。

演唱：情歌王子张信哲。

１２．大型歌舞：《日出吴江》。晚会最后一个文艺节目，大气磅礴，波澜壮阔的舞蹈与音乐形成

蓬勃迸发的气氛，饱满的青春，热情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理想与展望。

表演：吴江电视台工作人员，全体演职人员。

召开新闻宣传管理工作例会的通知

电台、电视台：

为及时总结交流今年以来“两台”新闻宣传方面的情况，肯定成绩，找出不足，以利再战，局定

于５月１６日上午在局三楼二号会议室召开新闻宣传管理工作例会，传达学习近期上级关于新闻宣

传工作方面的要求，抽查“两台”各频率、频道一档新闻节目，具体需“两台”准备下列材料：

一、电台需送两张ＣＤ光盘，其中一张《吴江新闻》（晚间播出档）需加送文字材料１０份，节目

内容和播出日期自定。另一张是新闻综合频率的节目，不需送文字材料，但节目时间不要超过４５

分钟，节目内容和播出日期自定。

二、电视台两个频道各送一档新闻节目光盘和１０份文字材料，所送节目内容和播出日期自定。

三、例会参加对象：电台分管台长、新闻部主任，电台新闻综合频率负责人；电视台分管台长、

新闻综合和社会生活频道负责人。

四、例会时间：５月１６日上午９时３０分。时间半天。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５日

广播电视新闻抽查简报（第二期）

为把“两台”新闻节目的考核与新闻抽查有机结合起来，记录并发现“两台”新闻节目中的亮点

和不足，以便今后进一步做好节目，提高质量。现根据２００７年５至６月份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考核

抽查的情况，编辑如下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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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份抽查考核电台四档新闻节目，总体来说，５月１７日的《吴江新闻》要更好一些，主要表现：

一是头条分量较重。头条新闻“我市在上海举办投资说明会”，总共有４２个中外项目签约落户吴

江。并且，记者用电话连线的形式从现场发来现场报道，增强了新闻的时效性。二是电信日相关新

闻编排恰当。５月１７日是“世界电信日和信息社会日”。电台的《吴江新闻》对此进行多方面的报

道，既有电信日当天的一组６篇报道，又有“记者调查：农民需要因特网”，还有背景报道———“电信
日的由来”，给听众以全面和立体的新闻信息。三是这档《吴江新闻》节目，达到了局对电台新闻节

目考核的Ａ档标准，即节目导向鲜明正确，有重大主题报道；节目时效性强，当日、昨日新闻不低于
７０％；节目信息量大，一档２０分钟的广播新闻节目播出新闻不少于１３条等。

５月份抽查考核电视台一套四档新闻节目，５月２１日的《吴江新闻》更强一些。这档节目的长
处有三条：第一，今日看点开掘较好。头条新闻“积极实施专利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吴江

‘制’造，迈向吴江‘智’造”。这条报道重点介绍了江苏万工科技集团成功申报６０多件专利的情
况，对全市科技创新企业有导向作用。第二，“关爱残疾人、助残吴江行”的报道有特色。这条报道

的新闻源中有吴江电台的参与，对于树立电台、电视台新闻媒体的良好形象有促进作用。第三，“我

市有了省级‘四大家鱼’良种场”这篇报道，较好地反映了全市水产业发展水平。但是，这档节目也

有不足，比如“今日看点”中的“吴江智造”可改成“吴江创造”，让观众对专利的理解更明白易懂。

５月份抽查考核电视台二套四档《新闻晚报》节目，５月１７日、２９日的两档《新闻晚报》要更强

一些。一是１７日的“鑫鑫旧货市场昨晚突发火灾”和２９日的“震泽一非法炼油厂突然爆炸”两篇

报道，让全市类似的市场、炼油厂和广大群众吸取教训。二是１７日的“特写：消防战士突然晕倒，市
长亲自安排救护”抓得好，体现了媒体报道的服务性。当然，１７日的这档节目也有不足，比如“特

写：消防战士突然晕倒……”中的“市长亲自”可改成“市长及时”，更体现了市领导对消防战士的关

心。因为在事发现场，说市长“亲自”是多余的，用“及时”两字更为合适。

６月份分别抽查考核了电台、电视台一套、二套四档新闻节目，总体来说有亮点，也有不足。电
台四档节目中，６月１日的《吴江新闻》和６月２６日的《吴江新闻眼》要强一些。主要表现在六一儿

童节相关新闻的编排上，“记者调查：外来工子弟学校现状堪忧”也写得较好，既报喜又报忧，体现

了我们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对新吴江人子弟学校教育的关心。“吴江新闻眼：吴江创建新农村文

化”，把吴江近几年来创新群众文化工作的形式和内容，达到的影响和效果都报道出来了，对“吴江

文广”形象起到较好的自我宣传作用。不足方面：“吴江新闻眼”的选题新闻性不够强，已经在全国

有关媒体报道过了。电视台一套四档节目，好的方面突出表现在新闻报道的贴近性和趣味性上，如

“徐明看考点”、“粽子飘香：千年习俗久经不衰”、“以色列一对新人在同里举行中式婚礼”等。不足

是有些新闻没有电视采访（同期声）。电视台二套四档《新闻晚报》节目，６月１日的那档要更强一
些，主要表现在信息量及价值上，儿童节那天新闻稿件编排搭配较好。不足是有些新闻标题太长、

不精炼，如６月１１日的头条“家庭矛盾激化、疑似精神障碍男子纵火烧毁亲戚房”、第二条“精彩故
事、幸福童年、广播电台请你讲故事”等。

抄报：苏州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吴江市委宣传部

抄送：电台、电视台，局机关有关部门和科室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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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电卷》历七载寒暑，数易其稿，于今问世。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根据吴江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成立《吴江市文化

广播电视志》编纂领导小组，下设编纂办公室（吴文广发〔２００６〕９６号）。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８日，吴江市文广局召开编志办公室第一次会议，部署编志工作。会议要求全体

工作人员提高认识，通力合作，适时完成吴江市志文化广播电视资料稿和《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

志》的编写。４月１０日，吴江市文广局召开全市文广系统编志工作会议，局各部门、单位和各镇广
电网络分公司的负责人、有关人员参加会议，部署编志工作，要求年底完成吴江市志文化广播电视

资料稿的编写任务。

２００８年１月４日，经过９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吴江市志文化广播电视资料稿送吴江市文广局领
导和有关人员审阅。４月，经过编写人员１个多月时间的精心修改，审定后的吴江市志文化广播电

视资料稿，上交给吴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吴江市文广局编志办公室的第一项任务告一段落。

２００８年３月，吴江市文广局组织编志办公室人员先后到扬中市、萧山市广电局参观学习。４月
８日，召开编志办公室第二次会议，研究《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的编纂工作。决定《吴江市文化

广播电视志》分“文化卷”、“广电卷”两本编纂出版，并由“文化卷”、“广电卷”两个小组负责编修。

４月１２日起，“广电卷”编修小组研究拟写“广电卷”的篇目。４月２９日，“广电卷”编写篇目经过三
次修改，通过吴江市文广局领导和吴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科领导审定。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７日，吴江市文广局又一次召开全市文广系统编志工作会议，要求局各部门、单位
和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年底前完成《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资料稿的收集、整理、编写。６月起，

局编志办人员先后两次到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和文化中心检查、辅导资料稿的整理、编写。６月５
日起，负责编写“广电卷”的两位“老广电”，到吴江市档案馆查阅有关广播电视的档案。至１２月１７
日，６个多月时间查阅了所有的广电档案资料，并摘录、复印了部分文字和照片资料。１２月１８日

起，两人又用２个多月时间到吴江市文广局档案室查阅了尚存的全部广电档案资料。２００９年２月
至１１月，吴江市文广局各部门、单位和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收集、整理、编写的《吴江市文化广播电
视志·广电卷》资料稿陆续交至局编志办，为《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电卷》的编修奠定基础。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２日，负责编写的两位“老广电”做了分工。徐福林负责概述、大事记、电视、有线电
视、经营服务创收、业务研究、管理、党群组织、丛录等篇章的编写，并负责全卷统稿。倪平负责广

播、乡镇广播电视、吴江视听等篇章和业务研究、管理部分章节的编写。３月１３日起，两人着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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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１２月，经徐福林统稿，形成５７万多字的“广电卷”初稿。后经修改，由钟蓉蓉打字，２０１０年５

月，形成电子稿。６月起，两人对此初稿进行核对、修改，并与戴林炎一起整理、编排照片、图片。

２０１０年９～１０月，两人又先后完成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下达的《苏州市志·新闻传媒卷》吴江

广电新闻传媒（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资料稿和苏州市文广局下达的《江苏志·广播影视志》吴江广播电

视（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资料稿。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日，由戴林炎排版的《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电卷》形成修改稿（第二稿）。

经吴江市文广志主编杨应福审阅修改后，两人再次修改，由戴林炎重新排版、朱晓打字。９月２２日，

交吴江市翔虹广告公司印制成５４万多字的送审稿（第三稿）。１０月１２日，分送吴江市文广新局局

长和有关领导、各部门、单位及各镇广电网络分公司审阅、核对、修改。１２月起，两人又对核对、修

改后的送审稿进行修改，至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日，打印成５３万字新的送审稿（第四稿），先后三次请吴

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科顾晓红科长等审阅、修正。１１月２日起，徐福林一人再做修改。２０１３年１

月１５日，打印成４８万多字的评审稿（第五稿），送苏州市吴江区地方志办公室评审。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苏州市吴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送审稿）》评审

会议，苏州市吴江区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文广新局领导和有关负责人出席，１０名评审人员发表

评审意见，提出修改要求。２７日，区地方志办公室发出《〈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送审稿）评审

意见》。３月６日，苏州市吴江区文广新局召开编志工作会议，对《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评审

稿）》的修改提出要求。会后，局编志办人员开始新一轮的修改，后续编纂工作。根据区地方志办

公室对《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评审稿）》的修改要求，两位编纂人员对《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

志·广电卷》做较大篇幅的修改。重写了《概述》，撤并了部分篇、章、节、目，调整了章、节结构，修

正了字句标点。经过６个多月的精心修改，９月底，终审稿（第六稿）完成，全卷８篇３２章１３８节４３

万多字，表格１１５张，图片３１７幅，插图２７幅，１２月送苏州市吴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终审。

综上所述，小小一本《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电卷》的编纂很不容易，不但有吴江市文广

（文广新）局领导的关心、支持，广电系统干部职工的积极参与，而且得到广电老领导、老同志的帮

助。特别是杨永耕、戴茂章、吴英、蒯诚、贺兴生、叶声翰、王学新、尤明、施启明、周明坤、潘永祥、陈

耀明等广电老领导、老同志提供了珍贵的口述资料、文字资料、照片资料、图片资料。同时，得到吴

江市（区）地方志办公室、吴江市（区）档案馆等单位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谨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初涉志海，缺乏经验，加上广电系统档案资料缺少，本志定有疏漏之处，恳请读者谅解

和指正。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８３４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