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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盘点的时刻。让国人悲喜交加的2008即将过去，广播媒体在这一年再次成为业

内的焦点，无论是雪灾、地震还是奥运，广播媒体都发挥了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作用；广播媒体价

值的理性回归也使得其经营有了增长的动力和基础，自信的抛开了“弱势媒体”心态；区域经济的

日渐成熟也使得具有鲜明地域性的广播媒体充分发挥了其媒体优势；风生水起的“广播联盟”以及

一些地方的“媒企互动”办得有声有色。在2008年，中国广播通过深厚的实力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荣

耀与辉煌。 

突发事件凸显广播价值      

焦点事件一      

岁暮年初，南方的冰雪阻断了许多人的归家之路。而由于通讯设施的瘫痪导致受灾地区成为一

个信息“孤岛”。中央电台中国之声1月21日推出全天直播节目《爱心守望 风雪同行》，截至2月12

日，累计播出23天，播出时长近200小时，播发消息6000余条。      

焦点事件二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一些重灾区的交通、电力、通讯设施受到破坏，广播

媒体再次成为重灾区了解外界的唯一渠道，同时也成为中央领导指挥抗震救灾、抢救灾民生命的

“生命线”。四川交通广播发起了由中广协交通宣传委员会组织的、全国73家交通广播共同参与的

抗震救灾大型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心连心》，用电波把全国人民和受灾群众紧紧连在一起。      

编辑点评  

回首广播的发展，我们会惊诧于这个曾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无比重要的媒体在当今这个媒体形

式极大丰富的时代，已经渐渐被人们忽略。而世人对于电视以及层出不穷新媒体的关注更是凸显了

广播的冷清。但是从今年我国发生的雪灾和地震两起突发事件中，广播媒体冲在了各种媒体的前



面，爆发了巨大的威力并成为突发事件应急的主力军。 中国人民大学周小普教授用“广播的拐点”

来形容其所带来的冲击，认为这次特别直播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稳定人心、信息沟通、鼓舞

士气方面，广播起到了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作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王求台长也表示这一档特别直

播节目在这次抗击冰雪灾害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听众中所形成的影响都获得了上级领导和专家的肯

定，也促使业内人士从更深层面思考广播的优势、广播的规律、广播的发展。     

雪灾如此，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广播更是彰显了它的作用，建立了良好的公信形象。《快讯：温

家宝总理抵达贵州8天内第三次亲赴灾区》、《胡锦涛关心灾区群众生活 强调坚决打胜抗灾硬仗》

等系列报道，更是通过电波带给埋在地下的灾民一种精神力量，就是主席、总理在我们身边、国家

在我们身边，高效地传递了党和政府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充分发挥其

面向国际的优势，及时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中国的地震灾情和国家对于救灾工作的进展，来自各个国

家和地区的人们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灾情的关注和对我国政府应急措施的赞赏。      

可以说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我国的广播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参与抗震救灾的电台数

量之多、规模之大、联合直播时间之长，在中国广播史乃至世界广播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如

何在常规状态下能让广播将大众传媒和通讯工具这双重角色发挥好，还是值得广播人深思的。  

众电台打造全新听觉奥运盛宴      

事件一：98.5小时见证境外火炬传递报道      

北京奥运会火炬全球传递境外报道作为“2008年中央电台奥运大直播季”的第一部分，境外传

递特别节目《激情梦想》共播出了55场，总时长98.5小时。期间，中央电台特派三名记者追踪报道

奥运火炬行程，将圣火在五大洲各城市接力传递的消息第一时间报道给国内听众。      

事件二：境内传递赢得国人好评      

2008年1月22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起，全国140家广播电台共同组成的“全国广播奥运报

道联盟”在北京成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传递的所有113个城市派出直播组，联合火炬传递途

中的140家省市电台，连续97天每天以9.5小时的篇幅直播圣火在国内的传递盛况。每天每场直播都

将由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台并机直播。      

事件三：首次实现台湾同步转播     2008年5月12日，台湾府城广播集团下属11个城市广播电

台在重要的联播时段播出了剪辑版的中央电台、福建电台、厦门电台的奥运火炬厦门传递直播节

目；金门“太武之春广播电台”更是在直播当天14：00至16：00同步转播内地三台的厦门火炬传递

直播节目。      

编辑点评      

在这次奥运广播直播季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表现可圈可点。通过记者连线、现场采访、嘉

宾访谈、专题报道、滚动资讯等多种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地报道奥运圣火全球传递，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带给国内外听众一场听觉上的盛宴。你可以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但是绝对不会不听广播。



只要打开身边的收音机，就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圣火传递的每一分每一秒。正如一位听众的留

言：“我虽然不能去现场感受那种气氛，但我们全车间几台收音机都在听你们中央电台的节目！”

听众的热情反馈使得节目在直播期间收到了大量听众的短信，短信量约为火炬境外传递节目时的三

倍。       

而此次与台湾最大的广播媒体之一，联合实现火炬直播节目在台湾岛内同步传播这一重大事件

所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正如《中国之声》总监助理蔡小林所说的那样：“中国广播界会以

此为契机，加快发展，加强两岸广播媒体合作，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对农广播异军突起      

焦点事件      

2008年，全国已有多家省级电台已有16家电台建立了独立的农村广播频道；由辽宁电台乡村频

道牵头、15家农村广播电台联合播出的《全国农村广播大联播》节目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农民听众

的喜爱；天津区县联盟广播作为对农村广播的新生事物在全国广播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也正在积极筹备成立农村广播的有关情况，这一切都将带来新一轮的“广播春天”。      

编辑点评     

2008年中央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后，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专业广播频率——

对农广播的发展。 仅仅几年时间，全国农村广播频率如雨后春笋，数量节节攀升。他们有着共同的

口号，即“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帮农民发家”，迅速占领了广大的农村收听市场。节目的朴

实、亲切也赢得了农民听众的信赖。只要是乡村广播举办的户外直播活动，那现场一定非常火爆，

数以万计的农民朋友闻风而来，这种效果可不是一般广播频率能比拟的。很多农民朋友由衷地说：

“这辈子就是和乡村广播较上劲了。”走到哪儿，收音机就带到哪儿，有些地方还一度出现收音机

脱销的现象。而走在我国广播电台系统最前沿的区县广播也不堪寂寞，天津区县联盟广播在2008年

盛装登场，把广播办到了乡间地头，开播仅有一年多的时间，效果让人惊喜：覆盖的广播使得收听

率有了明显的提高，集体协作的力量也得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在有些省的乡村广播频率由于上级领导的不重视而导致频道在支持力度

和资金上都陷入僵局。要想生存就必须赚钱，而本着对农民负责的良心，很多广播人都不屑于做那

些低俗无聊的节目，这让原本肩负着国家公益属性的乡村广播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中国广播电

视协会专家组组长张振华讲得好：“乡村台的开播，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积德事儿。”很多农村频

道的广播人都在急切呼吁，希望台领导不要只关注那些欢天喜地的娱乐节目，要切实看到对农广播

的重要性。是的，为农民办事儿可能会苦一些，回报也少一些，但是为了中国九亿的农民朋友，再

苦再累也值！  

奋起直追新媒体业务       

焦点事件      



200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示确定了其新媒体战略，即以中国广播网为新媒体业务发展龙

头，多方面发展如数字付费广播和手机广播等新媒体项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不甘示弱，其旗下

新媒体代表——国际在线网站的发展以及网络电视、手机广播等业务的相继上线也显示出它进军新

媒体领域的豪迈雄心。      

编辑点评      

古语道：“变则通，通则久”，创新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广播媒体在这个数字化时

代，必须创新发展模式、拓展覆盖领域。通过这两大电台对于新媒体业务的探索，表明了广播媒体

已经做好准备在新媒体领域一展拳脚。网台一体成为主流，移动媒体领域也成为广播拓展发展的亮

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提出要增加中国广播网的带宽，办好银河网络电台、尽快实现手机电

视、家庭健康付费频道等项目的盈利；国际广播电台也表示在未来要进一步完善环球网络电台，开

辟手机广播电视外宣业务和境外新媒体业务，建设海外华文媒体信息共享平台和新媒体资源库等新

鲜内容。但是，目前新媒体业务还处于一种烧钱状态，这就使得资金并不富裕的广播媒体要好好掂

量掂量，如何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寻求到一些合作。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媒体江湖这种争夺气息尤为浓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积极发展

新媒体战略合作伙伴的同时，国内其他广播电台也瞄准了这一市场。正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差异

化发展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给央广的新媒体策略形成了压力那样，各地方电台也在垂涎这块蛋糕，包

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很多地方台很早就开始推广DAB数字广播，而且地方台的本土优势也会使

它们在开发新媒体业务上有着一定便利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3G的临近，传统广播电台的新媒体

业务争夺战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怀旧范儿的广播剧卷土重来      

焦点事件      

2008年8月，王刚的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受到广大网友的“疯狂”追捧，就像20多年前那

样再次成为大家“膜拜”的经典。很多“发烧友”干脆把王刚总共75回的广播剧做成压缩文件供网

友下载，而且下载量十分惊人，高达万次。      

编辑点评      

著名剧作家曹禺曾说：“广播剧是魅力女神，像诗、像梦，在声音世界中，使人享受一切美

妙。”20世纪80年代初，听广播剧成为众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所创造的辉煌至今看来都

无人能及。然而，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媒体时代，广播剧受到了冷落，而目前运作模式的单一保

守，经费不足都成为限制广播剧发展的症结所在。但广播剧独特的魅力注定它是不可能消亡的，

《夜幕下的哈尔滨》正是有力的说明。有不少网友表示:“虽然以前看过老版《夜幕下的哈尔滨》，

也见过王刚在剧中‘说书人’的角色，但从来没听过王刚的广播剧。现在下载后，听了觉得十分有

味道，特别是王刚那特别的声音，加上广播剧的一些配乐，感觉十分新鲜，特别有意思！”也有一

位自称90后的网友表示:“建议电台能播放一些老的广播剧，让90后也品味一下以往的感觉。”  



广播媒体登陆贺岁片市场      

焦点事件      

2008年12月5日，北京地区观众在观看电影《梅兰芳》的同时，还会看到贴片放映的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之声形象广告。这条30秒的广告，情节紧张，扣人心弦，再现了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期

间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5辆液化天然气槽车因冰雪灾害滞留京珠高速公路多时，车内气压出现异

常增高情况，有可能发生有害气体泄露等公共安全事故，中国之声在收到司机求救短信后，与公安

部、郴州警方联手营救化解危机。      

编辑点评      

2008年经济危机的带来的“口红效应”在国内电影行业已经初步浮现，影院人山人海，票房一

路飙升，这可让众影城老板乐开了花。而中国之声的这一支充满感性诉求的形象广告让人眼前一

亮。回顾中国历年的贺岁片及其贴片广告的发展，虽说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但基本上都被国内外著

名品牌的广告主所占领。而200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这一举动可谓是用心良苦，一方面

要树立自身良好的公益形象，另一方面要吸引更多的听众收听节目。据悉，中国之声的形象广告将

持续整个贺岁档期，200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率先触电不知是否能让保守的广播媒介找到另一片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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