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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大 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了，我来到吕梁山区工作生活也已 70年了。

那是 1949 年的岁末，我从华北人民革
命大学毕业分配来山西，从太原经过两天坐
卡车，一天骑骡子才来这吕梁山腹地的山城
中阳。中阳是一个贫困、偏僻而又古老的小
小山城、当时的中阳、由于阎锡山的长期统
治，农业一蹶不振，商业萧条，工业也是空
白，全城只有一个杂货店、一个药铺和一个
小饭馆、一座小煤窑，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
只有 450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31 元，全县城
只有一座小学，连农村在内只有 120 名教
师，其它如交通、邮电、文化、卫生等事业更
是百废待兴。全县只有一辆自行车,汽车的

影子都看不到，全县
也只有县委、政府等
有三部电话，三天以
后才能看到《山西日
报》。我带来的一台
干电池收音机，是最
先进讯息工具，全县
干部每晚轮流到县
委听广播，吃的是小
米 饭 ，点 的 是 麻 油
灯，办公用的是毛笔
和粗麻纸。县城内
不 足 3000 人 ，每 当
夜幕降临，全城一片
漆黑，万籁寂静，只

有野狼的吼叫声，有时还叼走猪羊。
然而吕梁大地是英雄的土地，中阳人

民是勇敢的人民，就在这样贫困落后的基
础上，在历届中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
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奋发图强、
开拓创新，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经过 70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
革开放 40年的努力，小小山城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古老的中阳焕发了青春，经
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以崭新的丰姿
屹立在吕梁山上，成为晋西黄土高原上的一
颗耀眼明珠。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发
展更为突出，到 2017年底，全县贫困村由
37个减少至两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由 7969
户，20918人减少至 345户，714人，贫困发
生率由 20.5%降低到 0.7%，2018年 8月，经
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成为全省
首批脱贫摘帽的 3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全
县核桃树种植面积已达 20 万亩，农民人均
2亩，年产核桃 600万斤，县城工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煤炭资源丰富，现有在建
和生产矿井 16 对，年产原煤 600万吨，中
阳钢厂年产钢材 300万吨，进入全省百强企
业。此外，中钰热电、华润风电、桃园水泥
等工业项目均已建成投产，以焦煤、冶炼、
建材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交通运输
发展更为喜人，国道 209线，省道 340线以
及孝柳铁路交叉通过县境，大小汽车已经超
过万辆，从中阳到太原由三天缩短为 3 小

时，文教事业发展迅猛，全县小学已达 100
多所，中学也有了 7 所，在校学生 3 万多
人。城镇建设更为喜人，一城五镇已初具规
模，县城更是条条街道都是高楼矗立，商店
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市场繁荣，购销
两旺，县有电视台全天转播 100多套电视节
目，电话手机已经普及到户。

中阳变了，中阳人富了。我也在这历史
长河的发展中由一个懵懂青年变成年近九旬
的耄耋老人，成为中阳最后一个离休干部，在
职期间，曾经担任政府副县长、政协副主席，
并且多次获得歌词创作、科普作品、扶贫论文
等多种奖项，在各报刊发表文章 1200多篇，出
版了《山城随笔》《山城走笔》《山城再笔》三本
个人文集。目前虽已离休，仍然担任着中国
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吕梁市老年学学会
理事、中阳县老年学学会会长、《中阳文苑》特
邀顾问、《中阳老年》常务主编等社会工作。
我个人更是儿孙满堂乐享天伦，每逢吕梁风
调雨顺，粮食增产，群众增收时，我也和乡亲
们共享丰收喜悦，每逢群众生活困难时，我也
和大家一样忧心忡忡，我已经和共和国同步
成长成为一个地道的吕梁人。

我爱吕梁、爱他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
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有辉
煌的建设成就。吕梁山的发展就是共和国
7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吕梁会有更灿烂美好
的未来。

广播战线的
“新客人”
随着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

山西广播器材厂，生产出一批晶
体管半导体收音机。人们说它
是广播战线的“新客人”。一次
我从县里拿回一部袖珍半导体
收音机，往街上饭摊上一放，马
上就涌来一堆人，惊奇地看“西
洋景”。有的村民竟然能说出：

“那么大的收音机，怎能放下丁
果仙和牛桂英呢？”有一次我到
晋南万荣县参观，买了一部半导
体收音机，拿回老家去，老父亲
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晚上睡觉
还把收音机放在枕头旁，一直要
听到入睡才罢休。

1975 年，县里在县委后院
盖起一座二层广播楼，挂上“孝
义市广播事业局”的牌子。“四
台合一”后，改成了“孝义市广
播电视台”。从有线到无线，从
只能说话，到有了图像，这是一
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大飞跃。此
时此刻，我们要永远感谢我们
伟大的祖国。

随着共和国的脚步一路前行
——亲历孝义广播事业发展纪实

□ 薛振华

古老的中阳焕发青春
□ 施国祥

岁月更迭，四季轮回。弹指间，70载即将过去。我站在2019年
的门槛上，回望祖国一日千里的发展，使我市的广播事业，从无到有，
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令我终生难忘，兴奋不已。

上世纪40年代，我还是个穿开裆裤的毛孩子。一次在梁家原村
外婆家，看到一部从邻居家借来的“留声机”（俗称“洋戏匣子”）只见
舅父手握摇把，呜、呜……地摇了几下，把针头往转盘上一放，顿时就
哪咦呀哈哈唱起戏来，我高兴得差点从桌子上滚下来。这是我有生
以来，头一回见到的收听工具。

1956年秋，我荣幸地从教育界，调至县委宣传部。当我跨进宣传部
的门坎时，第一眼看到的是那部老掉牙的“干电池直流收音机”。据了解，
当时全县只有3部（县政府、宣传部、文化馆）。真是十亩地里一苗谷——

缺货。胡国栋同志任广播收音员。他的任务：一是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的《记录新闻》，一字一句地抄下来，然后刻在蜡纸上油印出来，下发到全
县各区和乡政府。如，1952年苏联的斯大林元帅和中国革命元老任弼时
逝世，就是用这种方法，及时宣传出去的；二是他随县委书记下乡时，用扁
担挑上收音机，到了村里，把小喇叭接到大街上，然后将中央台或省台的
节目转播出去，让农民群众受到时事、政治、形势的教育。

1957年春，我在省委党校“哲学理论班”学习时，一个星期天，我
到了省政法干校舅父家，见桌子上摆放着一部非常漂亮的“丰收牌”
交流收音机，只见那布满金线的玻璃度盘上，有几个镶着金线的白色
旋纽（分别是电源开关兼音量控制，电台选择、中短波频道）。心想：
啥时候我家也能摆上这样一部收音机，我就心满意足了。

吕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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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有线广播站

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政府在
中阳楼西街的观音庙里，建成一座小
型发电厂，解决了县级机关的用电问
题。1957 年 7 月，县委为了用广播这
一先进的舆论工具，向广大人民群众
进行思想教育，决定筹建一座“有线广
播站”。并确定由《孝义小报》主编姜
茂桐兼任广播站长，调我任广播站编
辑，张永茂任会计，从榆次军分区俱乐
部，调来一位会讲普通话的安跃华，从
县电厂抽来王世杰、张印、原宝林为广
播线务员，给县级机关和城关公社各
大队，安了百余只广播喇叭，临时在县
委小会室里安了广播扩音机，于 10月
1 日国庆节，开始了试播音。过了一
个多月，县委用城墙上拆下来的砖，在
县委后院给广播站盖起三间新瓦房，

（机器房、播音室、编辑室）机房里安了
一台 500瓦电子管立式扩音机和控制
台，播音室里安上播音台。以后又给
各生产大队、饲养处和十字街安上广
播喇叭。当时广播是和邮电局伙用一
条电话线进行传输的，每日早、晚两次
播音。除了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节目
外，县站的自办节目有《本县新闻》《人
民公社万岁》《文艺节目》和“气象预
报”等。后来又增加了《农业技术讲
座》等节目。每天广播时间一到，社员
们就三三两两，提着小凳、草墩，有的
妇女手里拿上针线活，纷纷来到喇叭
下听广播。有的说：“老汉活了七十
八，没啦见过铁丝会说话”，有的说：

“小喇叭威力大，不出门子知天下”，还
有的说：“每天能把广播听，脑子里就
像点着灯，三天不把广播听，心里觉得
黑洞洞”。广播匣是俺们的“百宝箱”、

“良师益友”、“万能钥匙”。
1958 年秋，介休、孝义、灵石三县

合并为介休县。我站的全部人员都并
到“介休有线广播站”。我任编播组
长。1961 年 3 月分县后，我为孝义广
播站站长。从 1957年到 1970年，在广
播站编辑、站长的岗位上，整整干了
13 年（其中有 3 年文化大革命）。因
而，我和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
想起，恋恋不舍。

架设广播专用线

为了解决广播和电话的矛盾，1964 年秋，省广播
事业局在晋南新绛县，召开了“全省广播专线现场
会”。会后我向县委常委会做了汇报。县委李惠春书
记很重视，当会拍板定案，从县财政拨了 5000 元的专
线经费。从此拉开了架设广播专用线的序幕，我们从
县木材公司购回 120 根，长 6 米、梢径 12 公分的松木
杆，到县交电公司，进回 10余盘 12号铅丝、勾瓶、横档
等。为了延长电杆寿命，上马了给木杆根部的涂油

（沥青）工程。全站工人任启明、杨凤池、原宝林、赵胜
杰、李永强、任增明等，还有部分公社广播维护员，一
齐上阵。他们顶烈日，冒酷暑，不顾滚烫沥青的烘烤，
脸被 黑了，手掌磨破了，胳膊起皮了，衣服烧烂了，不
叫一声苦，大战 20天圆满完成了涂油任务。紧接着就
铺开了架设专线工程。工人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
冒风雪、穿荆棘、爬沟壑，日夜奋战，发挥了极大的硬
骨头精神。

在施工中各公社、生产大队和社员群众，给予人
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和帮助。大队派出民工和车辆，
帮助搞测量、挖土坑、埋电杆、运器材等。有的社员像
当年给八路军支前一样，主动往工地上送开水、送米
汤。群众的爱心，如雨露，如春风，工人们无不受到感
动。奋战 8 个月，架设县到 18 个公社的广播专线 280
公里，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表扬。

踊跃购买广播盒

县到公社的广播专线完工后，有部分生产
大队也自筹资金，自砍木杆，架设公社到大队
的广播专用线。加之已建成兑镇、下堡、西泉、
大麦郊 4个中心放大站，广播的音量普遍提高，
县站由每日两次播音，改为早、午、晚三次。这
样大大提高了社员群众爱广播、买广播、听广
播的积极性。特别是山区的群众，把到供销社
卖下鸡蛋、花椒、核桃仁、杏仁的钱，购买广播
盒。全县出现了坛索公社的上庄大队，大麦郊
公社的西宋庄，西泉公社的大王庄，温泉公社
的郭家掌，南阳公社的达苏、相王，杜村公社的
东小景，平川司马公社的司马大队等，率先实
现了广播喇叭院院化或户户化。全县广播喇
叭由 4500 余只猛增到 6800 余只。曾记得，县
委充分利用这个庞大的有线广播网，处理应急
事件，指挥农业生产等。如用广播动员全县民
兵到杜村公社追捕特务分子于宏信。又如，
1958年秋，大雨滂沱，孝河洪水泛滥，致使西关
大堰决口，县委心急如焚，立即利用广播动员
县级机关干部携带工具，火速到西堰抢险。曾
多次在县人民剧院召开“深翻土地”、“春耕生
产”、“防旱抗旱”等广播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战
天斗地，人定胜天，争取农业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