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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光影往事

1958年5月，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
央电视台的前身）开始试播，上世纪六十年代电视台渐次向
大中城市推开。那时候，电视对于高邮人来说还是可望而
不可及的事物。1972年8月，高邮县广播站购回一台35厘
米黑白电视机，自制了五单元振子天线，安装在当时的县造
纸厂高40米烟囱的顶部，可接收南京、上海等地的电视信
号。但南京、上海毕竟太远了，电视图声俱差，尤其是图像，
曲曲弯弯的，人们形容为“多瑙河之波”。大家纷纷议论：高
邮有自己的电视台就好了。

广播是电视的前身，提起办电视，我们广播工作者责无
旁贷。1977年夏，县革委会就办电视问题召集有关部门开
会，会上指名让我发言。我说，一部发射机十多万元，一个
铁塔十多万元，还要建机房，起码得五十万元。县里管财的
副主任嵇权说，要这么多钱，县财政拿不出来。大家七嘴八
舌，最后嵇权拍板说：“给你们十万元，不够你们自己想办
法。”就这样把建电视台的事情定下来了。会后，我起草了
一系列文件向上报告。1978年2月23日，省广播事业局批
复同意在高邮县城建立电视转播台。1978年4月3日，省
局批准高邮电视台“发射功率为300瓦，三频道”。

“万事开头难”，头一难是资金。一大堆报告批下来了，
但到了筹建工作真正启动的时候，县财政只拨来5万元。
后来又借给我们3万元。当时有句话叫“向县财政借钱，千
年不赖、万年不还”，借就借，叫我签字就签字，只要拿到钱
就行。过了个把月，县文教局又拨了1万元，作为电视大学
教育节目转播费用的投资。

向上头要钱也是不容易的，广播部门没有成文的规定，
各显其能而已。我们一是向当时的扬州地区行政公署申
请，地区广播事业局帮我们讲了不少好话，先后两次补助
2.5万元，这在当时地区广播系统算是个大数。另一方面，
向省广播事业局申请。1978年4月24日，根据县委查长银
书记指示，我随县革委会副主任李舜心和从省广播电台下
放到我县的文教局副局长居宜，带着要钱报告到省局当面
申请。省局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大谈省局的苦衷。最
后，同居宜私交甚笃的处长张一才还是不错的，表示“从省
广播事业费内挤了5万元左右，作为高邮购买发射机的专
款，待局长批准后拨给。”1979年6月14日，5.5万元到账。
此外，我们又从县站经费中挤，卖卖破烂、刮刮油锅，一共凑
了2万元，作为机房建设费用。这一点点钱，真是从牙缝里
剔出来的，来之不易！

县广播站原坐落在县城中山路马棚巷口，那里地面
小，容纳不下新建的电视台的铁塔。我们勘察多处，最后
确定在待处理的民政局新楼。其理由是：（1）电视塔可竖
在南面的菜地上；（2）该楼700平方米同广播站现有楼房
715平方米大体相当，可以对换；（3）位于县城中心地带，
布局合理；（4）周围无电器工厂干扰；（5）尚有发展余地。
经层层上报，1978年6月19日，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发文
正式批复：“同意高邮县革命委员会在高邮县城内烈士公
园东北二百米处（北纬：32度47分12秒，东经：119度26
分）新建电视转播台一座。”

办电视台，机器、机房、铁塔不可少，谓之三大件。我
县一马平川，非竖铁塔不可。铁塔的主要作用是安放发射
天线和微波天线。发射天线越高，覆盖面越大，受益人口
越多。我们一打听，一座100米高的自立塔，需十多万元，
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条路走不通。好在我在福建工作
时，曾帮中央台在龙岩、永安勘定过两个发射台台址，与一
些同志颇熟悉，于是我就到北京求助。到北京后，他们便
介绍我同中央广播事业局下属的位于双桥的广播设备制
造厂联系。由于介绍得力，该厂厂长把任务交给该厂设计
室，为我们高邮设计了一座拉线式电视塔。合同规定，塔
身8000元，桅杆1万多元，钢丝绳自购，这是我们承受得
了的。但待铁塔出厂去买钢丝绳的时候，却遇到想不到的
麻烦。底下三层用的细钢丝绳，在我省的江阴、无锡买来
了，最上一层粗钢丝绳，我省市场无货供应。我便到省局
求援，管钢材的孔斯文同志说：“郁局长答应家乡如东局买
这种绳子还没有着落，你来得正好，如能买到，给如东带一
根。”我听了如同一盆凉水浇到身上。孔斯文最后加了一
句：“如能买到，钢材指标由省局包下。”告别了省局，我们
急忙赶到上海，到专售这种钢丝绳的上海金属公司三店去
买。到苏州河北岸的这家商店后，一位女营业员把盖着我
县革委会大印的介绍信瞄了一眼，当即把介绍信扔给我
说：“县里还办电视台，没有货！”这真伤了我的自尊心，我
咽不下这口气！难道上海人能看电视，我们高邮人就不能
吗？我找老战友帮忙，最后辗转找到了我的老领导是鹤，
他的爱人在华东金属管理处工作，答应帮忙。第二天，他
给了我一张二寸半宽的纸条子，我拿着半信半疑：这小条
子比大印还管用吗？于是我们又来到这家商店，还是那个
女营业员接待的，她看了条子，微微一笑说：“有这个就行，
到时我们就同小王结账。”等开票时，她收了我们带去的转
账支票，又向我们要钢材计划。我猛地想起孔斯文的话，
调过头来乘火车赶到南京，从省局拿到钢材指标又到省金
属公司转办出省手续，从早忙到晚，忙得团团转，才终于拿
到提货单。我们到仓库一看，得知这捆粗钢丝绳实重
3180公斤，正好够高邮和如东两家用，十分开心。管仓库
的老工人说：“这是最后一捆了，属紧张物资中的紧张物
资，你们怎么弄到的？”

铁塔是请双桥厂的天线工程队架设的，工程队的工人
放弃在北京过国庆节的机会，于1979年9月28日风尘仆
仆地赶到高邮，10月4日动工，历时10天，10月13日终于
架成。这种拉线式铁塔，当时在我国尚属首例。从这一天
起，这座104.38米高的铁塔便巍然屹立在高邮大地上，成
为高邮最高的建筑物。

发射机是电视台的心脏，对图像、声音的质量起决定性
作用。另外，电视台覆盖范围大小亦与发射机的功率成正
比。高邮筹办电视台时，距离中央电视台1973年5月试办
彩色电视节目才四年多，我们能否跨越“黑白”阶段，一脚迈
进“彩色”大门？据行家介绍，进口彩色发射机质量好、技术
指标高，但我们口袋里就那么一点票子，买进口机不敢奢
想。后经再三权衡、请示，决定“靠船下篙”，向鞍山广播器
材厂订货，1000瓦彩色发射机，一台5.5万元。鞍广对我们
的订货很负责任，五个月后通知我们派人去看货。1979年

5月，这台发射机运到高邮，该厂派了三名技术人员来安
装，省局组织有关电视台的技术人员参加，并在高邮召开现
场会。1979年6月3日调试完毕，两天后高邮电视转播台
开机试播，这意味着高邮上空有了自己发射的电视信号。

定机房与定点是同时进行的。上呈的一系列报告中有
机房一份。1978年11月1日，地区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高
邮电视台新建电视机房的基建报告。这座机房共660平方
米，紧贴电视铁塔。由于房屋基础同铁塔基础连成一体，机
房内要放三部主机、三部备机以及变压器等重型机器，基础

比普通房屋要深得多，光石料就下了100吨。石料运到工
地后，靠全站30多人手把手地传送，一块一块地丢到基础
的大坑里，手皮磨破的大有人在，包括年轻的女播音员在
内，没有一个人叫苦，这幢机房终于在1980年秋竣工。

说实在话，初期的建台计划并不包括微波机在内，我们
对它也不太懂。及至鞍广通知我们说发射机保证如期交
货，我们才着急起来，用什么信号转播呢？靠从天上接收兄
弟台的电视信号差转，这显然是不行的，要是行得通就无需
大动干戈筹建电视台了。后经多方打听，得知扬州邮电局
有个甘泉山微波站，距离高邮不远，该站有中央电视台信号
可用。于是派人同该站联系，他们说正打算做试验，打通扬
州到高邮的微波线路。真是“野鸭子朝锅里掉”，一个意外
的收获。经测定，甘泉山海拔63米，距离高邮县城33公
里，几乎与我们隔湖相望。是有可能打通微波线路的。从
1979年1月6日起，我们陆续向兴化台、无锡台、南通台借
用微波机三套，尔后又向省局仓库、甘泉山微波机站各借用
一套小微波。我们把五套旧微波凑成三套用，在铁塔的不
同高度各放一套，一年下来，信号时好时孬，很不稳定，不能
使观众满意，我们自己也不满意。有的观众抱怨说：“逢到
好节目就看不清了，什么玩意头？！”技术人员平心静气地分
析原因：一是三部微波机都是老爷货，性能太差；二是高邮
湖的湖面对传输的微波信号有吸收，随着气候的变化，水温
不一，致使信号时有波动；三是三频道发射机的频道与小微
波的中频接近，干扰较大。甘泉山微波站从值班记录中也
得出结论：“甘泉山到高邮的微波线路难以常年保证质量。”
我们将传输情况不断向上汇报。1981年5月，省广播局拨
款6万元，让我们向北京广播器材厂购买XZ-B型微波中
继一套，从此信号传输有了好转，电视台的同志才摆脱被动
挨批的局面。1986年8月，我们又建立了卫星地面站，当
年国庆前夕，架成并调试完毕。从此，高邮的电视信号主要
来自天上的通讯卫星，信号稳定，图声俱佳。电视台的同志
高兴地说：“这下我们有好日子过了！”

在这期间，我们又陆续增添了50瓦11频道发射机、
1000瓦35频道发射机、300瓦41频道发射机，并在县计委
的支持下，用本县留成外汇购买了索尼公司48件摄像、录
像机等视频设备。1990年11月，我们与省交通厅协作，架
起了高130米的无缝钢管结构的自立式铁塔。

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238号文件批复，去掉“转播”
二字，正式命名为“高邮电视台”。

科技在发展，电视在进步。目前高邮电视已有169个
频道，服务全市83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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