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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事拾零》为龙新民同志继《感悟宣传》之后推出的新作，主要着眼于30多年来北京市宣传工作方
面的某些重大事件或创新性发展，是作者对亲身参与其中的宣传工作及其他有关工作史实的回忆和总
结。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龙新民同志的这本回忆和总之作的出版，无疑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
宣传工作发展历程的很有意义的纪念，其中的经验思考值得借鉴。
　　本书从亲历亲为的角度，以生动写实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北京市宣传工作的发展脉络。
书中选取事件发生时的细节、花絮，以及某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史料性与可读性并举，令人回味
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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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新民，1946年9月出生于湖南祁东，1964年9月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9年7月毕业参加工作
，1973年12月入党。
历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新闻组组长、新闻部副主任、新闻部主任、副台长，北京电视台副台长
兼新闻部主任，中央党校培训部学员，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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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广播电台归属北京市北京人学外语的序曲电波，永不消逝北京市有了电视台第一次国外直播足球赛受
欢迎的知识竞赛节目 为了残疾人的事业北京台里看春晚架起友谊的桥梁难忘的北京国际电视周开收进
电视剧之先河电视剧创作的开拓者《渴望》的轰动效应在美国拍摄《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外援我们
要百万市民逛京城京城唱响《同心曲》《首都市民文明公约》出台前后榜样的力量出租车上看文明建
设环境最清洁最优美的一流城市报业在改革发展中前进京城书香飘万家让新童谣在孩子们中传诵广播
连着市民心一石激起千重浪北京对外宣传的新起点抗击非典的对外新闻发布歌华--为中华文化而歌千
禧龙年办出千龙网大学生有了电影节紫禁城影业开门红《张思德》的殊荣牛玉儒被搬上银幕人民大会
堂的新年音乐会步入世界著名国际音乐节之列《风雨同仁堂》捧回金奖从《宰相刘罗锅》到《梅兰芳
》《北街南院》闪耀《万家灯火》为了文学园地百花争妍把主旋律唱得更响社科理论走向普通百姓谱
写企业文化建设的新篇章戏曲艺术的辉煌殿堂献给新千年的礼物走进首都博物馆电影博物馆诞生记为
了永恒的纪念堂上村飞出不朽的歌京郊大地“燕山情”  支持“北漂”  引导“北漂”“儿艺”在改革
中走出“迷宫”“北歌”改制进行曲四所艺术院校的共同心愿“宏志生”的报国情为了同在蓝天下一
次特殊的高考新疆是个好地方雪域明珠的记忆为了京港两地的共同繁荣祝贺《大公报》百年报庆刘海
若在宣武医院的日子“水立方”的赤子情观摩东亚运动会“欢呼”之后的苦涩内宣外宣一手抓“8分
钟”里话短长“善待媒体”——悉尼、雅典奥运会考察一得“人文奥运”的破题与实践同一个世界同
一个梦想连战夫妇在老舍茶馆宋楚瑜参观恭王府郁慕明感言卢沟桥春到河畔迎新年活跃在巴黎“中国
文化周”  “柏林亚太周”里巧周旋莫斯科迷人的晚上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做客中法文化年传佳话最好
的一届《财富》论坛亲历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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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播电台归属北京市1949年1月31日，朝霞映红了古城北平的大地，北平和平解放，从此，灾难深重的
北京人民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与新北京诞生几乎同步，1949年2月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当时的呼号是北平新华广播电
台。
3月份改称北平人民广播电台；9月又改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第二台；12月再次改名北京市人民广播电
台。
1951年3月11日正式定名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北京城乡人民，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首都北京的工作。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工作的实际需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体制几经变化。
1949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北京市委决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宣传上受北京市委领导，事业上受
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
1954年9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北京市委又商定，北京台不再单独建台，于1955年3月8日并人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北京台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首都广播部”。
从1961年1月1日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又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分出，由北京市委领导。
从1966年5月14日起，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代管。
直到1974年1月1日，经中央批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恢复由北京市委领导。
北京台归属北京市委领导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宣传上的许多事情还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指导。
我1972年5月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记得那个时候台里传达的宣传精神，基本上都是从中央广播事
业局总编室来的，我们也都去广播大楼开会、看电影。
尤其令我终身难忘的是，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时，耿飚受中央委派进驻中央广播事业
局，夺回被“四人帮”一度控制的广播、电视宣传大权。
大约是10月7日晚上8点多，北京台党委书记赵正晶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开会回来，即在台会议室召集干
部开会，我作为新闻组组长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赵正晶传达了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定和中央关于做好宣传工作的指示精神。
我们无不从内心为之振奋，大家热烈鼓起掌来。
10月21日，新华社正式发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首都广大干部群众连续三天纷纷走上街头庆祝
游行，10月24日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
那些天，我们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采访群众庆祝游行场面，接连发出了多篇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录
音报道。
粉碎“四人帮”后，从大的背景讲，虽然党和国家一时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思想和路线的影响
，拨乱反正的任务极为艰难，但随着邓小平同志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复出，国家的政治
形势日趋稳定并越来越好。
北京也在结束“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市委进一步加强了对北京广播电台工作的领导。
这一阶段，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办新闻节目。
当时的新闻节目名为《本市新闻》，节目内容基本上都是播《北京日报》刊发的新闻消息。
每天早晨5点多钟，由台里收发室的马洪玉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到北京日报社取报样，我们6点钟上早
班，按《北京日报》报样剪剪贴贴编辑新闻，7点钟左右录音，8点正式播出。
新闻信息量不大，播出时间又正值人们开始上班、上工、上学，所以《本市新闻》的收听率不高，影
响很有限。
我们所做的工作，被戏称为“剪刀加浆糊”。
为了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更好地配合和服务北京的工作，台里决定从改进新闻节目人手。
当时我们人手很紧，编辑不多，记者更少，一些记者又分别在对工人广播、对郊区农村广播等各专门
的节目组工作。
台里经过研究，决心克服困难，以本台记者力量为主采访新闻，扩大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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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1980年10月起，我们对《本市新闻》节目进行重大改版，将《本市新闻》更名为《北京新闻
》，播出时间由早8点提前到7点，紧跟在我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
。
新闻稿的来源一方面仍然是《北京日报》刊发的消息，同时也有我台记者自采自编的消息。
每天早上，新闻编辑组的同志凌晨4点半钟上早班，紧张地编辑稿子，5点半将稿件交播音员备稿，6点
左右录音，确保7点播出，几乎是分秒必争。
由于北京台的新闻节目长期以来就是用《北京日报》刊发的稿子，所以市委、市政府的各种会议和重
要活动，各部门的一些重要会议，从来就只有北京日报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参加。
为了扩大电台自采新闻的比重，我拿着台里的介绍信，到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委、市政府
一些部委办一家一家走访，宣传台里改进新闻节目的举动，宣传《北京新闻》节目的特点和优势，请
求他们为北京电台记者的采访提供方便，也请各部门把各类工作信息、简报提供给电台。
很快，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办公厅都给电台发通知，给电台记者采
访的名额。
连最难参加上的外事活动采访，市外办都给电台记者采访名额。
全市各行业、各地区、各方面的工作简报，也源源不断寄到电台。
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台里加强记者队伍建设，新闻组的同志早晨上早班，发完新闻之后，下午又出去
采访。
市里的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都可以看到背着录音机的广播电台记者的身影。
同时，我们努力挖掘台内的资源，除新闻采访组的记者采访新闻外，负责办对工人广播、对郊区农村
广播和青少年节目的编辑记者，都肩负新闻采访的任务，为《北京新闻》节目提供新闻稿。
另外，我们也在市委、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县，建立通讯员队伍，由他们提供新闻稿件。
当年在《北京日报》上刊发新闻稿较多的那一批区县通讯员，如底铭、朱鹤林、叶宏杰、欧阳二利、
刘春声、李杜、刘全旺、刘希成、李永明、张广林、钱正琦、张绍文、冯峰等，都是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的骨干通讯员，他们发来了大量新闻稿。
北京卫戍区负责新闻报道的赵守义、张纯志、王子彦等，也给电台写来了很多很好的稿件。
我还专门到新华社北京分社联系，请分社给我台提供记者采访的稿件。
北京分社的领导非常支持，每天都给我台电传几篇新闻稿。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北京新闻》节目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闻信息量扩大了；本台记者自采新闻的比重达到70％以上。
早7点首播的时间也很合适，听众都习惯把收音机的频率调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套节目828千赫
，先收听北京市的天气预报，接着听北京台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然后听北京台的《北
京新闻》，一天还没出门或是在上班的路上，国家大事、首都北京的大事就都知道了。
《北京新闻》的影响日渐扩大。
随着记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工作经验的不断丰富，新闻采访、编辑实力的不断增强，到1982年1月，北
京电台进一步改进和丰富新闻节目，形成了每天有早新闻、午间新闻、晚间新闻三套北京新闻节目共
播出9次的格局，有力地配合了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及时地报道了全市各行各业、各个地区、
各个方面的新闻信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市里的地位、在广大听众中的地位逐步提高。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北京电台的工作。
为了加强台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做好电台的各项工作，1982年11月30日，市委宣传部正式任命了北
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于云先任台长，李完璞任副台长，田月华任副台长兼总编室主任，龙新民
任副台长兼新闻部主任，陈志昂任副台长兼文艺部主任。
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划归北京市主管8年后市委宣传部正式任命的第一个由台长、副台长组成的领
导班子，也是北京电台历史上干部配备人数最多、最完整的一个台领导班子。
此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各项工作，在市委宣传部和市广播电视局的直接领导下，在过去工作的基
础上，不断发展进步，成为首都北京一家有重大影响的主要新闻媒体。
北京人学外语的序曲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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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对外交往对语言的要求，早在1972年，推动北京人学外语的工作就被提上了重要议程。
这一年的6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外语学习要搞好”的指示精神，适应不少干部群众渴望学习外
语的需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着手举办业余外语广播讲座。
报告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到中央之后，7月18日，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亲自作出了重要批示：“北京
广播外语讲座，一经出现，影响极大。
请于7月下旬先将第一月教材稿、教师播讲录音，送外交部由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位同志组织
审查，肯定可用后，再在8月中旬于北京开课。
”1972年下半年，国家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
但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中央开始在一定限度内调整某些政策，恢复一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
劳动或“靠边站”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
部分行业的调整整顿工作开始着手，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并开始显露生机。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周恩来总理重视和关心北京举办外语广播讲座，这对推动群众学习外语，培养外
语人才，适应对外工作的需要，特别是体现中国同国际社会加强联系和友好交往的姿态，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受任务后，把筹备外语广播讲座的工作交给了编辑部的专题组负责，徐宏是组长
，我当时也在这个组工作，具体联络这个节目筹备工作的是张大祯。
台领导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除了协调必要的人力参与组织工作外，还打报告向中央
广播事业局申请一套频率，用1480千赫专门播出第4套节目《英语广播讲座》。
教材的编写和教师的播讲都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承担，学校按照广播讲座教学的要求，编写了专用的教
材。
前期参加讲课的是张冠林和屠蓓两位老师。
他们按照学校编写并经外交部审定的教材进行备课，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他们定时到电台录音室录
音。
教材编写适合大众学英语的需要，两位老师也是学校精心挑选出来的，英语讲得非常标准且十分动听
。
录制出第一批教学磁带后，送外交部审查很快便得到通过。
1972年10月2日，《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出，立即受到社
会的热烈欢迎。
英语初级班开课时，60万册教材在新华书店很快被抢购一空，连续加印了3次才满足需求；市场上收音
机的销售量也因此而猛增。
这充分反映出在经过“文革”动乱后人民群众对学习的渴求。
节目开播后，在天津也产生很大影响。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为满足听众的需要，提出让北京电台提供教材及老师的讲课录音，在天津广播电台
播出，天津电台几乎与北京同步播出了这一节目。
随后全国几十家广播电台采用北京电台的录音磁带和教材，陆续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一举动，果然如周总理批示所预料的那样，“影响极大”。
世界上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迅速发了消息。
他们似乎从这一现象中预感到了中国社会生活将发生的积极变化。
北京和各地的广大听众也非常欢迎英语广播讲座节目，非常喜爱讲课的老师。
1973年4月的一天，台里要我陪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去北京维尼纶厂开座谈会，听取对英语广播讲座
的意见。
我和两位老师从广播电台坐公共汽车到北京站，从北京站坐火车到顺义牛栏山车站，下车后步行约半
个小时来到了北京维尼纶厂。
厂里知道英语广播讲座的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要来，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收听过英语广播讲座的工人和干部把两位老师团团围住，问长问短，用刚学到的简单的英语同老师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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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会上，大家对北京电台开办英语讲座节目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两位老师的课讲得好。
厂里的领导和工人们都向我反映，希望北京电台把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继续办下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继开办英语初级班之后，遵循“从生活语言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普及为主
，兼顾提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普及外语服务”的节目方针，根据听众要求和社会需要，先后开
办了从少年儿童到成年人，从初级班到高级班，从基础课到听说课，从英语到日语、法语、俄语等多
层次、多语种的外语广播讲座。
1985年底，开办了具有中级英语水平的《出国人员实用英语会话》讲座，由外籍教师播讲，受到热烈
欢迎。
1988年10月，北京电台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每日英语》又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办这一
讲座的消息一公布，两天内8万册教材就销售一空。
1990年北京举办第11届亚运会，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推动外语学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亚运会组委
会联合开办了《百句英语迎亚运》广播讲座。
电台还将发行这套教材和录音带的所得收入13000元，捐赠给了亚运会。
这个讲座节目荣获了北京市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
1972年10月2日开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是全国第一个开办的
学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由此拉开了群众学外语活动的序幕。
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使不少有志于学习外语的人受益。
今天，北京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在广大市民中开展的“市民学外语”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和规模向纵深发展。
一个对外开放的北京，一个决心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奥运历史上高水平、有特色的奥运会的北京，必
然带来一个市民学外语的新的热潮。
为纪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讲座和周总理为北京台开办该讲座作出重要批示30周年，2002
年六七月间，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办公室、首都精神文明办、奥组委新闻宣
传部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了“纪念周总理为北京电台外语讲座开播批示30周年戴尔英语杯‘
想起当年学外语’大型征文活动”，并于7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征文颁奖仪式暨“今天如何学外
语”座谈会。
座谈会上，张冠林、张道真等十几位外语专家、学者与到场的100余位征文作者，围绕“今天如何学外
语”议题进行了交流。
经专家对本次征文活动300多篇来稿的评选，有17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市委及主办单位的有关
领导为他们颁发了奖品。
颁奖仪式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将电台保存了30年的周总理批示原件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保存，并
表示，北京电台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听众的需求，下工夫办出高质量、高水平的节目，为进一步提
高北京市民的外语水平和文化素质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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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事拾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30多年前北京人怎样跟着电台学英语，电视剧《渴望》何以引起轰动效应，紫禁城影业公司拍出哪些
好影片，首都博物馆是怎样诞生的，非典期间北京要不要和全国同步高考。
风雨往事，台前幕后，娓娓道来，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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