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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

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
文/付 玉

中国近代广播事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地方县级广

播在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1949年新中国

成立后，在发展广播事业的政策推动下，广播建设从城市

转移到农村，各县党委接管了旧有的县级广播体系，在此

基础上重建了新中国的广播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事

业由此开始。对当时的农村地区来说，广播相比报纸具有

更强的穿透力、亲和力，更有效传播了政策信息，同时增

强了民众对政策的理解。这种有效性固然与该媒介的特性

相关，但也与这一时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

的基层实践有紧密联系。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

“广播”的源起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我党提出并实行的依靠

党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办报的工作方针，是马列新闻思

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界对“全党办报”的理解

有两种视角：一是办报的主体是党领导的各级机关，即通

过党组织和各级党报通讯员共同来办；二是报纸的内容生

产者要将党员干部涵盖进来，为党报写稿。同时，学界对

“群众办报”的理解也有两个角度：一是报纸的内容生产

者要从党员干部、通讯员扩大到普通群众，让群众参与新

闻工作；二是报纸的内容要以受众为中心，考虑人民的需

要，重视读者反馈。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策推行下，广播成为党新

闻工作的重心，到1965年左右，广播已逐渐覆盖到农村各

生产大队，发展日趋成熟。广播发展迅速的原因：一是新

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团结全体人民开展战后重建，

党的声音急需传达到基层群众中，因此中央和地方需要有

效信息传播手段；二是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且

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地区；三是报纸发行不足，广播替代报

纸，成为解决当时紧迫问题的方案。

广播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工具，其创办吸收、借

鉴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理念。根据“全党办报、

群众办报”的要求，在广播建设上，基层党组织应创建党

的广播，同时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广播。除此要求

之外，基层广播还有其特殊性，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

是连接中央、省一级组织与基层党政府组织的纽带，在内

容的传递上，它不仅需要将上级政策传达到基层政府，同

时也需要将国家政策和基层的具体实施政策传递给群众

（如图），因此，基层广播在沟通国家、地方和民众三方

摘要：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党媒史研究的理论性探讨依然不

足，对历史上党媒如何在实践中具体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的梳理就更少了。基

于此，本文以广播为切入点，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人民广播事业”的历史景象，探究了

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源起、内涵，以及这些实践活动的历史影响。通过历史资

料的梳理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双办”实践是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具体落

实，发挥了基层媒体沟通中央、地方、群众的特殊作用，也是农村治理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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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是二位一体的关

系，二者背后的诉求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同

群众有着密切联系，既领导又代表本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利益，这就要求党办广播既要发挥组织力量，实现党

的根本诉求，又要吸纳群众办广播，确保党与群众的密切

联系，二者的本质诉求都是要实现群众的幸福生活和中华

民族的复兴。因此，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是

不能分割的整体。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

“广播”的基层实践

在各地方县委的领导下，党的广播建设事业体现了以

人民为本位的实践逻辑，在坚持党对广播事业的领导地位

的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上以人民

为中心，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与现实需要，形成了中国特色

的广播制度。

1．广播建设基本覆盖农村地区。1950年左右，各地

方县广播建设事业开始起步，由当地县委宣传部领导，

县财政拨款，这时候多叫收音站，其设备简陋，一般有

1~2名专职收音员，负责开收音机并收听节目。1956年左

右，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收音站改为县有线广播站，后改名

县人民广播站，起初广播站没有录音设备，到20世纪60年

代中期才逐渐有了录音设备。县广播站成立后，广播开始向

农村发展。当时县广播站专职人员同时需负责铺设广播线路

到各区和乡村，广播线路多是由电话线路传输信号，部分乡

村地区倡导用户自架线路。1958—1960年间，农村广播线路

增加，同时随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各地又增设公社转播站。例

如，在江苏省常州武进县（现常州市武进区），全县38个公

社都建立了转播站，转播县广播站信号，所有农村生产大队

接通广播，安装收听喇叭3658只。到1965年，中国基层逐步

建立起县广播站-公社广播站-大队广播室三级广播网络。

2．发展、壮大农村业余通讯员队伍。县级广播电台

的专职工作人员一般不多于10人，因此很少有来自农村的

新闻报道。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村，并解决供稿不足问题，

广播站主要以发展农村业余通讯员为主。例如，在1957年

浙江省余姚县（现余姚市，后同）广播站收到来稿数量

1000篇，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每年3600篇。1960年余姚县

公社建立广播站后，每个公社都配备了1名专职或者兼职

报道员负责宣传。在贵州省湄潭县，1964年广播站自办节

目的稿件来源主要是业余通讯员供给，业余通讯员有157

人，编为15个通讯组，农村8个组，县城机关、厂矿7个

组。从现有的各地方县志、县广播电视志记载来看，20世

纪60年代中期，全国已基本形成以农民通讯员为骨干的通

讯报道网，农民作为听众又作为内容的生产者，有效保证

了广播内容与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

3．形成适应现实情境的信息沟通方式。县广播不仅

是各级党委组织沟通的工具，也是面向民众沟通的媒介。

在传达中央政策或相关信息时，县收音站一般是收抄中央

和省广播电台新闻或其他重要节目要点，然后编成油印资

料送县委领导参阅，而对于群众，则通过黑板报等方式传

递到民众中去。除了黑板报，收听广播形式多样，如下乡

组织群众听广播，在村庄还未通喇叭时，工作人员通常

带上收音机到村里固定的收听点，组织群众收听新闻等

节目。有些广播站有机动性的广播宣传车，常跑到村寨宣

传。在播出时间上，有些广播站选择群众举办“集市”的

时候，以便覆盖更多人群。在播放语言上，充分考虑了民

众的真实情况，初期因农民听不懂普通话，大部分节目以

方言播音，1960年初通常使用方言、普通话掺杂，到1965

年前后逐步过渡到普通话播音。

4．转播节目与自办节目相结合。县级广播站在创办

初期一般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和省广播电台的新闻类节目，同时地方县领导的重要讲话

以及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也会通过广播站直播出去。1960

年之前，县广播站没有专职的文艺职员，在播放文艺内容

方面仅限于播放唱片，包括革命歌曲、本地小调等。有了

录音机后，开始自办本地新闻、文艺等节目，这时多邀请

县领导、农业专家、地方模范、民间艺人等录制节目，如

湖南省衡南县在20世纪60年代自办的栏目有《衡南新闻》

《科技知识》《农民之友》《文艺节目》《天气预报》

等，自办节目每次播放40分钟，还有些节目比如《普通话

语音讲座》《听众园地》（科学卫生、家庭生活）对提升

民众的文化素质都有教育性意义。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

“广播”基层实践的影响

在“双办”实践中，广播内容紧密围绕群众的生产生活

问题，并与时事政策等结合，培养了有情感、有温度、有人

图 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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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味的乡村社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服务政治经济建设。新中国成

立初期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初期县广播站主要围绕新中国成

立初期“农村大办高级社，城镇开展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政策组织内容，1958年开始围绕公社化运动播

放新闻。这一时期县级广播站重点播放并解读了《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帮助农民了解国家的农业、农

村政策。为配合纲要，各地县级广播站积极宣传相关政策，

如浙江省黄岩县（现台州市黄岩区）县委在广播站召开“进

一步掀起兴修水利、积肥和冬季生产运动，争取明年农业大

丰收”的广播大会；浙江省余杭县广播站举办了系列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讲座，为群众解读纲要。当时的广播站播音内容

无论是配合国家政策，还是适应春耕、秋收、抗灾的特殊

时期，都与国家的政策和民众的利益紧密关联，这对于积

极动员民众参与生产、提升劳动积极性是有鼓舞作用的。

2．协助解决群众问题，密切党群关系。党群关系建立

在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关注并解决农村实

际问题。1954年，因发洪水，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武进

区）县委宣传部钱世康和收音员吴文粹带着干电池收音机到

百丈区江心洲组织群众收听天气预报动员村民搬迁。为帮助

农民掌握科学生产方法，湖南省祁东县每周日晚上举办“农

业技术讲座”供群众学习，浙江省余杭县的《农业技术指

导》在农民中很受欢迎，有听众来信讲到“这是为我们农民

开办的学校”，县广播站在介绍长命公社连作稻采取“早

种、密植、浓插”丰产经验后，良渚等其他公社也都采取这

种方法。湖北省汉阳县（现武汉市汉阳区）当时一名农村妇

女提到广播时，说“广播教我们怎样种棉花、防猪瘟，不

信迷信，我们这里的道士也不搞那个活了”，可见广播在

农村生产生活中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开始，县广播站还

会不定时播放一些活动通知、寻人寻物启事等，均无偿服

务，同时广播站会向群众公开公社内部账目、整顿财务，

从而消除社员顾虑。由此可见，广播内容不仅解决了群众

的实际问题，服务群众，而且还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3．弘扬地方文化，活跃群众生活。新中国成立初

期，农村地区发展落后，文化生活匮乏，广播自办的文艺

节目给民众带来生活上的乐趣。广播文艺节目活跃了群

众生活，起到鼓舞志气、凝聚人心的作用。面临文艺节目

缺人、缺内容的窘境，县级广播站巧妙创造条件，丰富节

目内容。广播站在没有录音设备支撑的情况下，将机关干

部、教师、工人、农民、民间艺人等汇集在一起，邀请他

们直接在广播机房表演地方戏曲和歌剧等节目，并用扩音

器直接播放出去。如湖南的渔鼓、花鼓戏等都是通过民间

艺人传播到民众那里。在一些革命歌曲的播出上，设有新

歌教唱栏目，请当地唱歌比较好的村民到广播面前录制新

歌，讲解歌词，并教授群众演唱。广播文艺节目占全天播

出时间的1/3以上，最高达2/3。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地方节目既传播了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又在物质条件

贫乏的情况下满足了群众的精神需求。

四、结语

县级党媒是党舆论工作的基层阵地，其覆盖人群广、

与群众联系最密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广播在疫情防控中重新焕发生机，

引起了学界、业界对农村广播这一“旧”媒介的重视，再

次凸显了广播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今天的县级

融媒体建设，其落脚点是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建设，总结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双办的历史经验，如：播出内容

贴近群众并服务群众生活；采用群众接受的方式与群众共

建广播，密切联系群众并传承本地文化等，这些做法对当

前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讲师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美丽乡村建设中生态理念的

传播与群众动员”（项目编号：Y201942022）、省属基本科研业务

经费项目“数字乡村战略下我国县级融媒体创新基层治理的路径研

究”（项目编号：GK209907299001-22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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