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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有线广播“村村响”工程探讨

时间:2009-12-31 21:24:00  作者:;  来源:

  ● 丁照娥 

  随着电视的迅速普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有线广播逐步被边缘化。加之广播

设备老化、线路被破坏、无人管理等原因，不少地方出现“线路不通、喇叭不响、设备闲

置、人员缺乏”的现象，昔日响彻农村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小喇叭”成了“小哑叭”，

农村有线广播处于瘫痪和自然消亡的状态。 

  如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巩固和扩大广播有效覆盖，让更多的农民群众共享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有线广播上连中央、下连百姓，是党和政府在农村的重要宣传阵地，仍是

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抓手，仍在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 

  重要意义 

  1.实施有线广播村村通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据调查，以日照市为例,全市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保持在50%左右,开通互联网的仅为

8.0375万户,仅占30%。农村仍有不少群众处于收不到电视、听不好广播、看不了报纸、上

不了互联网的信息封闭状态。特别是受文化程度、经济条件及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局限等，

农民很难做到按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定时阅读报刊、及时上网浏览信息，这说明发

展农村有线广播依然具有广阔的空间。 

  2.实施有线广播村村通工程，是基层农民群众及时、快速、便捷接收信息的需要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广播形式活、传播快、受众广、传递信息不受时空限制的

特点，越来越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特别是在信息化程度不高的农村，有线广播具有其

他宣传工具不可替代的作用，更具有实用性。有线广播开通后，无论村民走到哪里都可以

收听，也可在田间边劳动边收听。大多数农民认为，广播是他们了解信息的便捷工具，不

能没有。 

  3.实施有线广播村村通工程，是镇村两级加强与基层群众交流沟通的需要 

  广播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连接党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但我国目前四级办

广播电视的体制，使镇、村两级基层组织不能进入这一文化宣传平台，而镇、村宣传又无

其他传输载体，只能通过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等传达贯彻上级精神，安排部署镇、村工

作。但是，由于基层干部的素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对上级精神的领悟也有差异，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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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的可能是“走样”的政策。而通过有线广播这一平台，镇村就可以完整插入要宣讲的

内容，有关政策、决策能够方便快捷地送达农民身边，得到村民的理解和认同。 

    

  采取的举措 

  为充分发挥有线广播在新时期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2007年，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

鉴的情况下，日照广播电视台率先在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进行了先行试点，在实施有线广

播“村村响”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2009年，日照广播电视台又积极争取日照市委、市政

府支持，召开了全市有线广播“村村响”现场会，有线广播“村村响”工程在全市全面推

开，并取得很大成功。日照广播电视台以有线电视传输网络为载体，利用有线广播电视共

缆传输，建立乡镇、行政村有线广播共用传输系统，传送中央、省市及乡镇广播新闻和对

农节目，通过调频室外音箱（大型喇叭），乡镇和行政村广播室可随时插播相关信息，实

现了镇与各村点对点广播和广播式广播，使农村有线广播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呈现出

了地方政府、农民群众、广电部门多赢的局面。 

  1.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重视 

  各级党委政府把实施有线广播村村通作为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民心工程，作为新农村

先进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来抓，以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农村有线广播设备管理

的意见》，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有线广播领导小组，各工作片党总支书记、各村党

支部书记为直接责任人，为有线广播村村通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层层召开

会议、下发文件，对全镇干部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发动，为实施有线广播村村通营造了良好

舆论氛围，赢得了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2.建立健全有线广播设备管理运行机制 

  广电网络安排专人靠上抓技术支持、网络服务，确保了有线广播信号优质安全传输。

镇广播室负责播出时间和播出内容的录制编排。各行政村负责当地广播站及户外有线调频

广播的用电、管理、维修及安全播出。镇建有广播室,村设有广播站，村还配备了1～2名

同志协助搞好设备的操作和管理维护工作。还出台了相关管理制度，形成了层层有人管、

级级有人抓的长效管理机制，保证了农村有线广播“优质通”、“安全通”。 

  3.采用新技术，推广有线广播电视共缆传输 

  日照广播电视台因地制宜,将广播与电视网络嫁接，利用已覆盖全市的有线网络实施

广播电视共缆传输，使原来各自独立的有线电视网络与有线广播网络合二为一，把广播信

号通过有线电视光纤线路传输到各村，以镇为中心，对各村进行点对点广播或广播式广

播。运用共缆传输技术，既能传输有线电视信号，又能传输广播信号，既避免了重复投

资，又确保了收听收看质量，也便于平时维护，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举三

得。 

  4.丰富完善广播节目，提高农村广播的可听性和实用性 

  日照广播电视台按照强化新闻类、扩大协作类、拓展服务类、办好文艺类、突出板块

类的原则，对广播服务三农节目进行全面改版，对农节目播出时间由每天的2个小时延长

到现在的4个小时。改版后的对农节目，精采细编，立足三农，关注民生，把目标锁定在

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上，以更快的报道、更好的资讯、更贴近的服务走

进了农村千家万户。 

  取得的实际成效 

  有线广播村村响使昔日久违了的广播声又在各镇村唱响，为各镇村开辟了一条人民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绿色通道。有线广播村村响工程被基层干部群众形象地称为“农民信

息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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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进一步扩大了广播电视有效覆盖面 

  有线广播村村通后，进一步壮大了广播电视同步，有线无线结合、声屏报网兼备的宣

传阵地，实现了对受众的无缝隙、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宣传覆盖，有效地解决了信

息传播过程中“最后一公里”现象，解决了日照市广播电视宣传中以往存在的广播“瘸

腿”、广播弱化问题，凸显了广播传播的独特优势。 

  2.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有线广播搭建起了镇村两级与基层群众对话的平台，通过有线广播，镇村干部不定期

进入广播站室，通过广播与农民进行零距离交流和沟通，减少了各种会议，节省了工作环

节，节约了管理成本，拉近了干群距离，镇村干群关系明显改进。特别是在发生群体上访

事件时，镇村党委通过广播对上访者反复进行说教、引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避免了

发生不必要的纠纷，防止了干群矛盾升级，是镇村党委处理应急事件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3.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应急处置能力 

  农村人口众多，村民居住分散，少数自然村地处偏僻，有线广播村村通后，对突发性

自然灾害、疫情等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大大增强，能够迅速动员民力，展开施救。 

  4.进一步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有线广播村村通后，使农民群众进一步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获得了更多的致富

信息，了解了更多的法律法规和科技文化知识。有线广播被村民们高兴地称为连村到户的

政策银线、生产金线和信息直通车。 

  (作者单位：日照广播电视台)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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