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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载

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美好家园，是各类要素资

源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之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

放，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广播电视作

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宣传阵地、文化载体、信息工

具，在推进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丰富群众生活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提高认识，自觉将中央对城市工作的要求与广

播电视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全国

80%以上的经济总量产生于城市、50%以上的人口生活

在城市。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还有大量人口将不断进入城市，做

好城市工作意义重大。

去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站在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对城市工作进

行了战略部署，提出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的要求，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尊重城市发展

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

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

民三大主体，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

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走

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今年3月，全国人大通

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对

建设新型城市、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

规划。

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重

要引擎”和“火车头”。我们广播电视工作者要认真学

习、深入领会习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

习、深入领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充分发挥广

电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增强服务城市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自觉把中央的要求化为广

播电视服务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行动。

二、立足城市、明确定位，大力推进城市广播电视

本地化发展。

办好城市广播电视，首先要把握好城市台的职能定

位。要放在网络时代发展和城市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来考虑，解决好城市台“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

问题。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的关键在民生，主要

12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老百姓关心

身边事。这为城市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城市台是当

地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当地党委政

府政令是否畅通、老百姓是否满意、生活是否便利，是

城市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要评判标准。 

办好城市广播电视，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当地城市的

特色。城市台由于受到地域局限，无法与中央、省级媒

体抗衡，但是全国各地城市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经

济发展状况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培育着一方的媒体。每座城市的鲜

明特色为城市广播电视发展造就了难以复制的元素。城

市台要充分挖掘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充分展现当地的

文化民风，助推全国广播电视繁荣发展。

摘  要：城市广播电视作为城市党委政府的舆论工具、城市社会的信息传播中心和城市居民日常文

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新兴媒体

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城市广播电视媒体既面临新兴媒体

迅猛发展的挑战，也面临自身体制机制不适应的挑战。城市广播电视媒体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化改

革，大胆创新，迎接挑战，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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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 改革创新
再创城市广播电视发展新辉煌

◎ 张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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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应

当鼓励和支持具有一定实力和影响力的省级广播影视集

团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充分利用资

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和结构调整功能,做大做强做优一

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国有大型广播电视企业集团,打破条

块分割、区域封锁和单一经营模式，实现跨媒体、跨行

业、跨区域经营，推进广播电视进一步做大做强，并带

动和辐射地市、县级广播电视机构。

(四) “长板式”融合

所谓长板理论，强调的是发展优势，提升专长，

而不是一味补短。因此，今天的公司没有必要精通一切

业务，伟大的企业也没必要每个板块都强，而是把一块

板做到极致。比如，淘宝无所不在的交易平台，小米贴

心入微的粉丝互动，腾讯则改变了几乎八成中国网民的

生活方式。有的广播电视台提出了“全媒体”战略，意

在打造集电视、手机、平板于一体，有线、无线、卫星

于一身的传媒巨无霸，这种战略显然不适合所有的广播

电视机构。在新媒体领域的突破中，广播电视要坚持特

色和优势，电视要坚持“视频”特色，广播要充分发挥

“声音”优势，把优势和特色发挥到极致，坚持自己的

特色、风格和气质，扩大自身优势，拓展更多新业务。

(五) 内涵式融合

随着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四级办广播、四级办

电视”的思路已难以适应时代需要。可以考虑以省级广

播电视台为核心，组成全省广播电视联盟，统筹广播电

视宣传和事业发展规划，统筹融合发展战略路径和方式

方法，明确省、地市、县级广播电视台融合发展的战略

思路和分工重点，上下联动，同进同退，实现全省一盘

棋，推动一体化发展，待条件成熟时，整合全省广播电

视资源，实现省内跨行政区域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务司)

（责任编辑：陈富清)

办好城市广播电视，要坚定不移地实施本地化战

略。我们对全国城市广播电视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分

析，发现凡是办得好的城市台，都专心致志实施本土化

战略。比如，扬州台在本地的收视率、收视份额都远远

高于中央和省级卫视，其成功经验就是对本地资源进行

精耕细作，与时代同步同行同进，与城市相生相伴相

随，真正把当地党委政府的需要和普通市民的需求紧紧

连接在一起。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聚焦城市精神，

扎根城市治理，服务普通市民，为政务发布、城市管

理、社区服务搭建平台，在惠民、利民、便民、富民上

下功夫，在热点、焦点、重点、难点问题上做文章，使

节目主题更加鲜明、重点更加突出、服务更加贴心，真

正成为人民群众离不开的好朋友、好助手。

三、牢固树立发展新理念，大力推进城市广播电视

开放共享、创新融合、联合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不

断推广普及，城市台不仅面临中央和省级节目的激烈竞

争，还面临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激烈竞争。城

市台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

新理念，不负众望、不辱使命，推动城市广播电视发展

上新水平。

大力推动城市广播电视开放共享。城市地域的封

闭性带来了节目内容的可复制性，不同的城市台有各自

不同的城市文化基因，城市台与台之间的节目互补性很

强、可复制性强。各城市台在新闻共享、剧目合拍、跨

区服务、节目联制、队伍培训等方面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开放共享成为城市台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有利于提

高节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又有利于节约开支、降低节

目制作成本。

大力推动城市广播电视创新融合。认识新媒体、拥

抱新媒体、把握新媒体，是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的基本要求。习总书记曾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

工作，人在哪儿，重点就在哪儿。目前我国手机用户13

亿、网民7亿，主要在城市。满足手机用户、网络用户

需求是城市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要方面。城市台要加快与

新媒体融合，充分发挥新媒体社交、互动等功能，使广

播电视媒体与城市联系更紧密、更具黏性。坚持人民城

市为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内容、体裁、形

式、方法、手段、业态、技术、体制、机制创新，不断

提升城市广播电视的影响力、公信力和竞争力。

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台积极发展新媒体，大力

推进融合创新、改革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中广联合会召开城市广播电视改革发展征

文活动，目的就是要把一些城市台的好经验、好做法、

好模式，通过联合会平台，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相互

交流，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领示范作用，让“星星之

火，行业燎原”。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通过各城市台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我国城市广播电视

发展一定能取得新进展、实现新跨越、再创新辉煌！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分党组书记、会长。本文是作者为《创新与

融合：城市广电媒体改革与发展》一书所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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