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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紫草坞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如果有人重提这个话题，相信 50 岁

以上的阎村人对这个清脆的女广播员的声音，恐怕仍然记忆犹新吧。 

大紫草坞公社是今天阎村镇政府的前身。上世纪 70 年代初，笔者曾在这里

工作了两年多，时任公社通讯报道员，主要负责通讯报道和广播站的工作。现

就这段工作的经历做些回顾。 

对于当今进入网络时代并享受手机电脑等高科技多媒体所带来方便快捷服

务的人们来说，大概难以想象上世纪 70年代初的信息传输手段是何等的不发达。

那时，电视机还极少，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学习传达的。广播

也主要是靠有线，就是通过电话线与各户的小喇叭相联接，形成县、社、村、

户广播联络。 

根据当时的体制，公社主设“三组”，即：政治组、生产组和办事组。政治组

包括组织、宣传、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电话室和电工室也归口于政治组。政

治组实际就是公社党委的一个工作班子。政治组加上党委书记、副书记总共十

几个人。 

公社广播站组成人员都是兼职，电话员兼广播员、电工兼机务员、笔者则

兼播出稿件的采编审，重要稿件还要有党委或主管副书记审批。广播站是一个

朝气蓬勃、团结协作的战斗集体。说到朝气蓬勃是因为他的组成人员都是年轻

人，最小的只有 17 岁。说到团结协作，是因为他们都是兼职，但都能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分工不分家，工作积极主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广播员除

完成日常电话接待外，每天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熟悉、录制广播稿件，

确保高质量完成播音任务，填写《播音日志》。机务员除完成日常电工工作外，

还要会同大队电工巡查广播线路。他们顶烈日冒严寒，风雨无阻，从而保证了

广播线路和全公社 4700 只入户小喇叭的畅通。这里，特别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公

社电工梁凯同志，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勤于学习善于动脑，精心业务，经

过反复研究实践，终于在公社党委和有关同志的大力关怀支持下，成功研制出

广播自控装置，该装置不受当地电源和电压不稳的限制，即使大队停电，只要

广播站不停电照样能听广播。为此，梁凯同志受到上级和公社的表彰，当时的

县广播站还在我公社召开过现场会。由于公社党委和上级的关怀和支持以及同

志们的共同努力，大紫草坞公社广播站逐渐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就是公社自办

节目。那时公社广播站除每天按时转播县广播站的节目外，还有自办的专题节

目。每逢重大节日和重要政治活动以及“三夏”、“三秋”等重要农业活动等都有自办



的专题节目。记得 1974 年八一建军节，我们播出了退伍军人—时任某大队党支

部书记率领乡亲们战天斗地建设家乡的模范事迹的长篇通讯，收到了较好的宣

传效果。在节目编排上，每天三次播音，早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和报纸摘要》，中午和晚上转播县广播站的节目和公社广播站的自办节目。 

大紫草坞公社广播站当时在全县还是排名靠前的，在县里召开的通讯广播

会议上曾多次受到表扬。究其原因，正如当年总结的：一是公社党委对通讯广

播工作高度重视，并将此项工作列入党委会的议事日程，做到“三个同时”，即布

置工作时，同时布置通讯广播；检查工作时，同时检查通讯广播；总结工作时，

同时总结通讯广播。公社由一名党委副书记或宣委主抓，从而保证了党对此项

工作的领导。二是有一支思想好业务精能战斗的通讯广播工作队伍。做到生产

队有通讯员，大队企事业单位有通讯组和广播员（电话员），公社有骨干通讯报

道组。这是搞好通讯广播的基础。三是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贯彻

落实。比如会议学习制度，每年公社都召开至少两次会议或组织通讯员进行业

务学习并下发宣传报道要点，给任务，提要求，以保证稿件的数量和质量。在

公社广播站，对广播员（兼电话员）和机务员（兼电工）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

如广播员（兼电话员）、机务员（兼电工）岗位责任制、广播（电话）工作规程

和保密制度、会议和政治学习制度等。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近 40 年过去了。当年大紫草坞公社广播站那一

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儿孙绕膝的老人。笔者撰写此文的目

的意在留下一点时代的记忆，感怀昔日满怀豪情共度如歌岁月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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