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话“放步”
（代 序）

程兆生

前些日子，王韧和正强两位台长专程找到我说，兰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成立

即将三十周年，台里决定依照先例，选编和出版几部文集以示庆祝。其中一部

是论文专集，所收文稿都是总台职工对广播电视有关问题的理论探索，或者是

从事广播电视有关工作的经验之谈，他俩拟采纳我早年的一个设想，给这部文

集取名《放步集》。并再三拜托我(因我在家赋闲已经十五六年，又无力拜读全部

书稿，担心写出的文章不合时宜，故而不敢答应)一定要给该文集写篇序言，以

资鼓励。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什么叫“放步”？为什么要给这部文集取名《放

步集》？“放步”是一种内涵非常丰富的肢体语言，说白了，就是迈开大步向前行

进的意思，它既是一个人精神振奋的体现，也是某项事业蓬勃发展的象征。至

于为什么要用“放步”给这部文集命名，恐怕还得多说几句。
大概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吧，1985 年 5 月至 1996 年 3 月，我曾奉命在兰州

市广播电视局主持工作十年之久。正是这段经历，使我有幸和总台的前身———
兰州人民广播电台、兰州电视台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记得我刚到市局赴任的时候，市电台、市电视台都还处于试播初期，两台

安排播出的节目，不是转播节目，就是外购或从外台交换来的节目，本台自制

的节目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采编力量薄弱不能不说是一

个重要因素。当时在岗的编辑记者，大都是从社会各界招来的热血青年，一般

只有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既没受过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更没从事广播电视

工作的经验，仅在上岗之前送到省台做过短期对口培训。为了帮助他们尽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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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业务能力，跟上事业发展的需要，局党组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

要求两台采编人员平时坚持开展相互之间的节目点评，年终由两台分别进行一

次节目总评，进而择优参加全市和全省的节目评选。并在两台成立五周年之际，

组织力量将头五年的各类获奖节目 （包括市广播电视艺术中心） 的文稿汇编成

册，出版了一本不到二十三万字的《学步集》，又由我亲自捉笔写了篇开场白，

开门见山地指出：“本集文稿的作者，大都是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尽管依据

这些文稿制作的许多节目都为奖牌的光环所笼罩，但仍无法掩饰这些文稿自身

存在的诸多缺憾。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将它们结集出版。因为，就像刚学

走路的幼儿，不论他的步伐多么可叹、可笑，但却可喜、可贵———毕竟这是万

丈之攀的起始，千里之行的开端……有了这起始、这开端，并且锲而不舍，坚

持下去，山高万丈，必爬脚底；路遥千里，定留身后。”“但愿两台和中心的宣

传工作者能以此集为鉴，温故知新，晓缺求圆，强学不穷，力行不倦，迎风纵

棹，逆阪走丸，在未来的第二个、第三个五年，有水平更高的《正步集》《放步

集》献给读者，以无愧于人民的期待，党的嘱托。”
《放步集》这个设想，最早就出自这里。
令人欣喜的是，在两台诞生十周岁时，的确又编辑出版了一本 《正步集》

（包括新增的兰州广播电视报社，分上下两集），不仅全书字数比《学步集》的

两倍还多，而且依据该集文稿制作的节目质量也大为提高。其中有多件广播电

视作品在全省获奖之后，又相继荣获“中国广播奖”和“中国电视奖”，比前五

年荣获的全国性奖项增加了许多。“与刚学步的步伐不同，‘正步’是有严格

规范、用来接受检阅的一种步伐，是一支队伍训练有素的标志之一。两台和报

社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支队伍。荟萃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稿，就是他们在第二个

五年进行‘正步’训练的优秀成果……凭着这些成果，他们将顺利通过———实

际上已经通过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本集序言组成部分的这些文字，真实

地记录了我对当时两台采编队伍的印象和评价。只是此后不久，我就被调到市

委机关工作，以至退休迄今，再也没有过问过台里的任何事情。
在总台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时候，两位台座重新捡起已经尘封二十多

年的旧话，给这部集全台三十年来理论研究成果之大成的著作取名“放步集”，
其用意不言而喻。它不但可以形象地反映总台蓬勃发展的现实，而且可以有机

地揭示总台自强不息的历史，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信请看，从东倒西歪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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跚学步，到操练正步接受检阅，再到昂首阔步奔向未来，这三“步”文集岂不

就是深嵌在大地上的三溜脚印，生动而又完整地展示了总台三十年来从小到大、
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嘛！

经验告诉我们，勤于学术研究人数的众寡，发表专业论文的多少，以及论

文质量的高低，是衡量一支专业团队专业水准及其理论素养的重要标尺之一。
从这部专集的目录不难看出，在这三十年间，总台参与理论探索的人数日益增

多，探索的领域日益宽广，探索的成果也日益丰富，积铢累寸，赫然汇成了一

部六十多万言的鸿篇巨制，着实令人振奋！只是由于我未能通读书稿，无从在

这里畅谈心得体会；而两位台长索稿的盛情又很难推却，只好东拉西扯地拼凑

了这篇闲话用来交差。不妥之处，敬希见谅。并借此机会，衷心祝愿总台全体

同仁再接再厉，再铸辉煌！

2014 年 9 月 7 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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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论坛

兰州市有线电视发展的前景与建议

李正强

有线电视即电缆电视，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人们家庭生活中除电

源线、电话线之外的“第三条线”。如美国就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安装了有线电

视，比利时、加拿大的有线电视普及率已达 70％以上。
我国的有线电视以 1964 年北京饭店安装的共用电视天线系统为萌芽，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的技术准备，80 年代中期开始在各地蓬勃发展。目前，全国的

有线电视台 （站） 已超过两万家，其中不少还是转播电视节目、自办电视节目、
传输广播节目及开办其他业务的多功能多用途的新型大众传播载体，成为广播

电视事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兰州虽处祖国西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

在先进地区的影响下，有线电视也得到了可喜的发展。全市除皋兰县外，其余

七个县 （区） 已有有线电视系统 （包括转播型、播放录像型、自办节目型） 110
多家，其中自办节目的约有 20 家，连接用户 10 万户左右。1987 年，由农民集

资兴建的七里河区任家庄村有线电视系统，是甘肃省农民办有线电视的先例。
今天，我国有线电视发展的趋势是，由部分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由自发的

零星的发展走向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高效的发展。管理方式从单位行业管理

逐步纳入广播电视系统管理；技术系统由一种或几种传输功能向多功能综合传

输方向发展；建设规模由各单位小系统向以城市或集镇为中心的行政区域联网

发展；技术指标和设备趋向标准化；设计、安装施工趋向专业化。最近，广播

电影电视部颁发了《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必将进一步促进有线电视事业的

健康发展。可以预见，21 世纪的有线电视将是继报纸、广播和无线电视之后的

又一新型新闻传播媒介，是广播电视家族中的一个新的重要成员。
有线电视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是由其自身的特点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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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步

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与无线电视相比，它具有以下优势：

一、节目多样化。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文

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尽管说目前还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电视普及率

很低，而在大中城市，人们已不满足无线电视台所播放的几套电视节目，希望

能有更多的节目供选择，而无线电视受发射频道等技术原因的制约，不可能有

大的增加，观众选择收看的余地较小。有线电视在这一点上却大有可为，一根

电缆可传输数十套以至上百套节目信号。如筹建中的南京有线电视台就有 24 个

频道，已建成的大庆市、金华市、衡阳市等有线电视台具有 8 套以上的电视节

目，可以满足观众观看多种节目的需要。
二、信号高质量化。无线电台 （包括广播、电视） 日益增多，功率加大，

相互干扰和影响日渐突出；城市工业的发展和高层建筑的增加，给收看电视造

成了重影干扰和大片阴影区。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无线电视节目的接受

质量所受影响会越来越大，而提高质量却很困难。不少用户为解决收看电视效

果不佳的问题，想尽办法，不少楼顶天线林立，不仅影响市容，而且造成了很

大的浪费，但收效甚微。有线电视抗干扰能力强，传输效果好，如光纤传输数

千公里信号基本不衰减，是实现高质量声像效果的有效手段，也是目前最方便

易行的改善收看效果的方法。如广东省已经建成的拥有 200 多万用户的 2 万多

个有线电视系统，不仅净化了空间，而且实现了节目收看高质量化。
三、功能多化。无线电视由于它的开放、覆盖范围不易控制的特性，只能

播放经过严格把关、能够公开的电视节目，功能单一，局限性大。而有线电视

是封闭性的，服务区域确定，除了转播节目以外，还可自办节目，传送广播节

目，召开电视会议，开展对讲电话业务，以及计算机联网等，多种功能同时发

挥，互不影响，大大拓展了使用范围。北京丰台区的有线电视集电视广播、电

话通信、电视会议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既满足人们对宣传、文化娱乐和服务等

多项内容的需求，又满足各级地方部门通过综合信息系统提高办公效率的需求。
全国已经建成的上百个有线广播与电视共缆系统，使城乡受众既看到了清晰的

电视节目，又听到了优美的广播节目。北京亚运村的有线电视系统除传输 15 套

电视节目以外，并有保安监视、电视传呼系统。衡阳市的有线电视台除提供 11
套电视节目、5 套广播节目外，还兼有传真、通讯、信息资料处理、工业监视等

一系列自动控制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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