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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广播领域“各自为营”的现象非常普遍，广播从业者之间长期缺乏沟通与合作，对于

广播媒体而言，亟待抛弃原先全线出击的陈旧思路，以一种更为开放和长远的目光来探索发展之

路。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广播媒体如何自救？近几年来，相继诞生的农村广播联盟的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是广播媒体在当今低迷的媒介市场上开展突围的一次尝试。 

由协作走向联盟 

2003年3月28日，中国第一家农村广播——陕西电台农村广播在三秦大地率先成立，而之后仅有

几年的时间，就有近15家省级农村广播频率相继开播，辽宁、山东、湖南、江西等地纷纷建立其富

有本土特色的对农广播电台，各自发展着。此刻，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在辽宁电台乡村频道总监李

峻岭心中涌现，“如果把全国的所有对农广播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联盟，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进行资源合作、共享，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场面？”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团结就是力量。一个

人单枪匹马完不成的任务，对于一群有着共同目标的有志之士来讲是势必会达到目的的。李峻岭这

个念头在提出后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而辽宁电台台长姜丽彬的大力支持也让李峻岭坚定了信心。2

006年8月26日，“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在辽宁电台牵头下顺势而动，在中国湖南长沙宣告成立。

无独有偶，渤海沿岸的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也跨出了联盟的步伐，联合天津11个区县电台共同打造天

津区县联盟广播，此刻，广播界掀起了一股农广联盟的高潮。 

突破地域限制 

对农联盟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得广播节目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按照以往的模式，在某个地方只能

收听到当地的农村广播，而通过“大联播”，大家可以收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农村广播节目，

农民朋友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了解更多的农业资讯和致富信息，并且有专家对相关热点问题进

行通俗易懂的解读。 

打造互动交流平台 



协作网成功打造了一个对农广播节目交流的平台。每年协作网都会举办很多活动，如对农广播

的总监论坛，除了所有成员台的频道总监都会济济一堂，对农广节目的运行、品牌栏目的打造、广

告经营和联盟广播的未来发展交流心得以外，还会邀请传媒专家就各频道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把

脉。农村广播联盟的“围桌儿”气氛亲切而又激烈，很多与会代表也会对“大联播”的提出一些想

法和改进方案。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绿野之声”的总监朱长虹在总监论坛上提出了一些建议，比

如可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就某些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有请专家进行分析，或是通过

建立互动平台的形式，在节目里介绍各地农业产业化等，这些好的建议都得到了采纳并已经由协作

网付诸实践。为了加深农广人之间的感情，协作网每年还会组织一次年会，邀请大家聚到一起，加

深彼此间的联系和沟通。 

此外，协作网还定期编印《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乡音?特辑>》，这本《特辑》里面内容非常丰

富，既有对于中央政府关于农村广播政策的及时传达和解读、全国农村广播频率的简介和重点栏目

推荐，还有为农广人提供了一个关键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将自己对于农广或是对整个联盟的未来

发展出谋划策。 

同样，天津的区县联盟广播也非常注重与各区县之间的联系互动，很多栏目都是与各区县电台

合作的结晶，比如《津沽大地》、《科技大篷车》等。各区县台的记者在同样的栏目上可以播发新

闻稿件，与市里电台的记者同样起点的评分、评稿，还可以参与市台举办的一系列培训活动。这些

方法都让天津区县台的记者、主持人感到有竞争压力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据区县联

盟的成员之一——东丽区广播电视局局长张仁刚介绍道，联盟开播一年来，东丽电台在新闻稿件评

优方面获得了广泛好评，这与市台举办的培训活动和评奖机会是密不可分的。 

节目联盟见成效 

由于广播从业者相互之间缺乏联合与合作，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运作成本的增加、竞争实力

不够、节目设置的同质化已经让广播人倍感头痛，而通过联盟这一形式，广播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

的形式，通过互相交流和资源共享，不仅降低了运作成本，还形成一种合力，使得联盟成员能够共

同提升。联盟节目的内容主要以农民朋友的喜好为出发点，通过制作朴实、亲切、能帮助他们解决

切实问题的节目，赢得了农民朋友的热烈欢迎。 

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在成立一周年之际，由辽宁电台乡村广播牵头发起，联合十一家省级专业

对农广播频率参与推出了《全国农村广播大联播》这一档专业对农节目。“大连播”在节目设置上

分为《东南西北致富经》和《市场探探探》两个板块，在《东南西北致富经》这个板块里，主要是

把全国各地农民发家致富的好方法集合起来进行播出，让更多的农民朋友通过节目了解农业信息和

技术，快速走向致富之路；而《市场探探探》这个板块将关注点放在了全国各地的农作物市场上，

会介绍相关农作物价格变化的走势，并且携手一些农业价格分析与预测专家分析其中的商业机会，

为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农业资讯。节目的所有素材都来源于成员台供稿，由辽宁电台乡村频道对所

有稿件进行统合和再次编辑，形成一个完整生动而有富含大量农业讯息的广播稿，每周六在各家参

与台同时播出，届时形成了全国农民听众同时收听之势。 



据辽宁电台乡村广播介绍，“大联播”自2007年12月29号开播以来，收到了全国各地大量听众

的热烈反应。很多农民朋友通过短信、电话、写信等方式表达对于节目的热爱。甘肃省成县陈院镇

卢沟村村民写信道：“我听到你们节目中报道的致富信息特别受启发，回到家乡开始种西瓜，就是

按照你们说的方法做的，收成很好。村里人看我种得不错，明年也想跟我一起干。我跟他们说，你

们多听听‘大联播’节目吧，说不定还有更好的项目呢！谢谢你们的‘大联播’节目！有空来我们

这儿看看，老汉我请你们吃西瓜！” 

其实“大联播”这个平台不仅给农民朋友带来了致富信息，同时也给参与“大联播”的各个农

广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陕西电台农村广播的主持人董丽萍感慨的说，“‘大联播’为陕西农

民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每一次联系采访，我都会自豪地说，我们的节目全国都能听到，今年

前半年陕西电台的节目听评中，‘大联播’的收听率位列前茅，有效印证了‘大联播’节目的服务

型和可听性。农广人在努力，为自己，更为我们的农民听众！” 

很多年以前广播媒体一直在讨论的频率专业化的问题，通过这个“大联播”我们可以发现，专

业化的制胜点就是能否进行定位准确的广播。定位在农民，当然要站在农民的角度看看他们到底想

听什么样的广播，喜欢怎样的形式，希望得到哪些农业信息，在这一点上，天津区县联盟广播也做

的不错。很多广播栏目如《科技大篷车》、《区县之声》、《津沽大地》、《家和万事兴》等，不

仅在语言形式上很贴近农民习惯，而且在内容上涵盖了农业信息、国家政策解读、致富经验等各个

领域，这些恰好都是农民朋友最想听最爱听的内容。在覆盖上，天津区县联盟广播节目通过卫星发

射，各区县电台接受转播，把广播办到乡间地头，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喜爱。 

将活动进行到底 

自2006年8月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先后携手各行业直播了“中国社会注意新农村建设

论坛”、“第五届中国（寿光）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和“第十四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博览会”

等全国乃至世界都知名的重要活动。而作为协作网成员之一的山东广播乡村频道—绿色之声在2008

年还策划推出了“三十人，三十年——见证中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大型纪录式联合报道，由山东

广播乡村频道─绿色之声联合农村广播协作网成员台以及天津电台区县联盟广播、内蒙古人民广播

电台-绿野之声等全国19家广播电台共同采写、制作，并同时播出。 

天津区县联盟也将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购买了近万台收音机，印刷了精美画

册在天津电台台长李英华带领下走到农民听众身边，广泛征求大家对于节目的意见，拉近了广播和

听众的距离。为了扩大影响力，天津区县联盟广播还组织了“送文艺下乡”的活动，邀请本市知名

的演员和电台节目支持人同台献艺，让老百姓更加熟悉了这个联盟。此外，为了能给农民带来更多

的致富信息，区县联盟联合了天津市农业局、天津市林业局组织近百名农业专家，深入到区县举办

了六次“《科技大篷车》现场咨询活动”。通过各种活动，让很多从来不听广播的听众通过这些活

动还变成了联盟的“铁杆粉丝”。区县联盟广播实现了最初的梦想，让农民朋友看见了广播，走进

了广播，而自己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联盟创新经营价值 



对于农村广播联盟来讲，成员之间不是大吃小、强欺弱的关系，而是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关

系。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县广播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人物财务的有限、设备的老化、栏目质量

提不上去等原因都导致了区县广播得不到重视和不断的听众流失。而区县联盟成立一年来，天津电

台利用各区县台的频率资源，开辟了一套针对天津各区县农民听众的广播，统一的节目和播出时间

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的听众，借助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特有的媒体影响力和成熟的广告运作机制，也为

区县广播的广告经营注入了新鲜血液，广告收入与各区县台合理分配，解决了区县局对广播投入的

不足。目前，天津区县联盟广播目前已经是天津覆盖范围最广、收听人群最多的广播频率。 

目前，协作网的成员正在不断增加中，而且合作的范围基本以节目为主，在经营方面还没有进

行一些大动作，但各个成员台也对于这种联盟的未来都持有信心。山东乡村广播绿色频道总监李圆

表示，“虽然现在协作网还处于发展初期，经营层面还没有较深的合作，但是这个形式非常好，未

来很值得期待！”相信随着市场的发展，对农联盟成员间的合作可以逐渐变得更为广阔和深层次，

经营方面、人才、技术等方面都可以成为合作的对象。正如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张振华所言，

“这个协作体用各种形式，走开门办台，在广播界动静不小，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农广播要做

好顶天立地的节目，我觉得走联合之路也是必然的。如果形成一种良好的机制，我想对农广播会上

一个台阶。” 

21世纪初期，媒体进入了并购时代，资源整合成为最热门的字眼儿。而对农广播联盟把原先的

弱势农村广播联合成为强势的广播联盟，此可谓资源整合的范本。对农广播的联盟为我国的广播发

展打开了另一扇窗，正如辽宁电台台长姜丽彬所言，“相信借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全国农村广

播会为中国广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带来新一轮的广播春天。”身处逆境但却顺势而上，农村广

播联盟若能够把握住胜利最大的机率，必将能成为这片“蓝海”领域中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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