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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史L旦兰二 1 

感激历史同台u未来

局绍成

历史，是一条屠岁月编织的彩苦;历史，是一苦黑往事弹奏的华章:历史，是一福

用业绩撞绘的画卷。转瞬 40 年，弹捂一挥间，河南电视事业走过了一条从艰难起步

到蓬勃发展，从繁荣昌盛到跨越升腾的嚼起之路。 40 年的河南电视事主发展道途被

时 i司编织的彩带环绕，被往事弹奏的华章领择，被业绩描绘的画卷辉映。己丑之年，

九月中旬，金风送爽，情濡心Ef1，河南电视台迎来了建台 40 属年的大喜 E 子。

今天，当我们伫立在 40 年的时间节点上，自顾河南电视事韭可歌可泣的创业

之路，可以清晰边看到开创者一路走来的坎土耳足迹:今天，当我钉站在薪的历史起

点上，瞻望河南电视事业做大做强的蓬勃首景，可以聆听到后继者建景未来的豪言

壮语。

四十不惑，引吭高歌，岁月存照，精郭难忘 c 40 年的风m兼程，40 年的铁血丹

心，正是一代代电视人辛勤忘我的工作和拉著不悔前热爱，才成就了电视事业与电

视产业的并进、电视实践与电视理论比翼的发展格局，筑就了河南电视台与河南电

视人光荣与梦想的不朽丰碑。

河甫电视台 40 年的发展史，也是河南电视事业 40 年的发展史。在这 40 年

中，河南电视人通过理辛的努力，终于把一个从一间商题枉房起步的电视台，建设

成为拥有一个卫星频道(河南卫视) ，一个境外卫星频道(与澳豆卫视联岸的中华

功夫频道) ，八个地面频道，控股有提纸({东方今报抖，吉办有专业刊物({苦播》

杂志)和民站(大象院)以及演艺项目({大河秀典))等的复合型、现代化、多资源的

综合型电视传媒集团，实现了从中部地区大台向全国强台迈进的历史性跨越。蘸



清军跨越之路一时电视台发表史…
开厚重的河南电视台 40 年发展史，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他四个发展M'段的足迹c

第一个所挠，从 1969 年到 1978 年，是河南电视台的朝建时期。河南电视事主

发展是在瑕难苗折中起步的，那个时候技术装各比较简陋，基本上放赖援劫和自主

研发，节目影态单一，多以转播为主。自弃节目包括新闻、文艺、体育、社教等。薪

离节 E 制作蜀期较长，时效娃不强。文艺节目多以转播羁场演出为主，电视节吾虽

然带有强烈的"文革"色彩，但是早黯电视人的提苦创业精神为河南电视事生以后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河曹电夜事业发襄智、累了精神财富、储备了人才资嚣。

粉碎"四人帮"以后，河南电视台的事业发展有了强大进步。为了适应影势发

展的需要，尽快改变河南电挠台面貌，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更有效地宣传好党的

方针政策，河南电视台提出了"一套变雨套，黑白变彩色"的发襄吕荐，开始有步骤

地对电视技术设各进行更薪改造。

第二个阶段，从 1979 年到 1996 年，是河南电视台的发展时据。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华大士生处处春雷，召唤着电视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患

想，正确认识电视的性震、任务，并充分发挥电视的优势和潜能，为经济建设和西个

现代化服务。河南电视事业的发晨违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河南电植台积极适盖新的影势、薪的变化。节目播出每周

增如到 9 次，增加了转播中央电视台节自决数，机持设置也逐步从三部一室发展封

五部一室，电视职能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一时黯是河南电视台栏目大发展时期，综

艺节目、新民评论、电视联、广告等节目形态纷纷出现。新国栏目实现常态化播出，

并开始向中央电挽台自传薪需 O 新闻栏自开始尝试口播新闻、漫画新闻。新闻评

论节目从最初前"口播式言论发展到后来的中华新闻名栏吕《中军焦点}，评论

力量逐步增强。文艺节目呈现出综艺化、晚会化特征。《七彩虹》成为深受或众喜

爱的综艺节目，(梨园春》成为生命力很强的戎盘栏目 O 电视节目创作边来大发展

时代。电视剧创作开始起步，从《约会》到《红旗渠的故事) ，河甫电视不仅经历一

个电视黯生产的高产时代，民时也迎来了电视尉生产的精品时代。专题节目创作

可圈可点，(菌战》名挥自海，(扣酒风泼〉震动四方，("香花"沉浮记〉寻i 起反响。

1979 年 7 月，河南电视台成立广告组，开启了河南电视的经营时代。 1994 年，广告

部主任实行韩任制，推动开富电视台管理钵制新变革，为河薛电视事业的繁荣和跨

越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O

第三个陪夜，从 1996 年到 2∞3 年，是河南电视台的繁荣时黯 o 1996 年 6 月 1

8 ，河南电视台第一套节自通过卫星正式播出，标志着河南卫视立足中原、康务全

医、走向世界的薪开端、新起点 O 上星播出不仅是播出莲嚣的扩大，更重要的是促

进了河南电视台节目整合与剖新。作为区域性主流媒体，河南电视台不仅在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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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占据舆论主导地住，南且通过上星撞击，向更广泛的地域，由更广泛的人群宣

扬了中原 l蝠起、中原之变 O

2∞2 年，有线电视与无线电视合并，使河南电视台在原有三套节目的基础上，

经过型家广电总局批准，增加到八个专业频道，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 ïfiío 在赞道建

设方面，河南电视台提出梯次发展的战略，系统魏划频道定位，合理布局频道结梅，

使河南电视台赞道集团从内容到市场定位互为补充、竞争提高，实力不断增强。

八个频道的建立，标志着河南电视台从单频道发展到多频道格局的形;#..，是河

南电视事生发展的新突破、新跨越，改变了以往各栏目不同类别节自竞争的小格

局，影成了不同定位频道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故存、相互补充的新局面。在多频

道开始呈现的时莉，以河南电视台《湾南新闻联播》的成熟为标志，一批品牌栏目

开始出现，后来影响棵大的《梨园春》、《沟通无暇》、《中漂焦点》都在这一时期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频道与栏自的品震、品格、品位都提上了发展的议事日程，绿色

收视率的模念开始渗透在节目中，网络等新媒体也渐渐显示出生命力，大象院的成

长过程展现出河南电视台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变革能力 G

道着河南电视台报道能力的增强和宣传规模的扩大，步伐更加坚实，形式更加

多样， 00 内的异地采坊活动和国际陀的互动交流 E 益簇繁，在"走出去"和"请进

来"的过程中，湾南电视台的视野更加开院，认知更加全 ïfií ，报道拉奇IJ 更加捷全，舆

论引导更加有效，文艺晚会、电视剧生产、电视宣传管理、技术装备更新、软实力建

设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舆论民导的权或娃、公信力、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第四个跨段，从 2003 年至今，是河南电视台的跨越时期 o 2003 年以来，河南电

棍台科学制定"一大多强"发展战略，一方面做大河南电视台卫星频道，另一方面

实现地面频道多强并头发展的格局。在科学发展思路的捂导下，河南电视台迈入

了历史上各项撞挥快速增长、综合实力全吾增强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河事电提台

美誉度、影响力和提聚力全琵提升的时期。 2009 年元旦，河南卫挠全新改版，推出

"爱心与责任"的新定位，河南电视台通过不断划新改革，实现了从这域性媒体向

全匮性媒体的跨越c

新闻宣费是河南电视台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历史事f侍牛的觅证者、记录

者和参与者，河甫电视台一豆坚持"新闻立台

仗，认真实践崭闻宣传"三贴近"原黯，坚守新民核心价佳观，不断提升主流媒体舆

论引导力，突发事件重反应、正萄宣传重创新、典型报道重影响、舆论监督重实效，

不仅匮满完成了各项时政报道，积极组织了"中原~起"、"科学发展观"、"和谐社

会建设"等系民主题报道，而且圄满完成 T"普京访河少林寺

典"、"中军文先行"等重大题材报道，以及任长霞、洪战辉、谢廷信、李连成、自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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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人物宣传报道，在"离水北i谓属中或穿黄隧 j洞词开工

敦"、"纪念焦搭禄道世 45 屑年大会"等新闻直播报道方百更是吕益精进O 为确保

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河南电视台不断改革新 i闻宣传枉羁体制，不断加大新到宣传

的投入，不断改进新闻宣传方式，确保河南电夜兼闻的主流地住，受到了省委省政

府的高度赞扬。

i可离电视台挂有"品牌战略着重打造频道栏 E 和品牌活动，各项事业走向

全面繁荣，成功实现了电视业的中原突嚣，实现了中部地 E大台由全E强台迈进的

药史性转变。河南电提台整体实力得到全E增强，整体形象得到全西提升，正沿着

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快速 l里起。

坷南电视台 40 年的发晨离不开省委省政清的亲访关怀，离不开社会各莽的热

靖支持，更离不开广大观众的积极参与。在环南电视台筹备开播、从黑白到彩色、

迁入彩电大楼、节目上星播出、多频道快速度发展等各个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发襄时

期都有着来自社会力量的支持与支撑。

走过 40 年的河南电视，前行的步覆更加稳健，发展的意识更加理性。实践告

诉我信，电视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发展，商时代的发展又离不开电扭的宣传，只有

融入时代的大潮之中，电视才能充分发挥其"第一媒钵"的重要作璃。与时代同

行，与观众司仔，河南电视台始终牢记喉舌功能，打造责任媒体，用爱心与责任定

位，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电视的发展，积援娼

导并践行主流媒钵责任意识，努力扛造河南电视台翔先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体

现媒体的主流意识和核心份值观，树立责任媒体的公信力和美誉麦，一边着力提高

故视率，一边亨、极倡导净化荧屏:一边精心打造品牌栏目，一边自觉提制媒体公害，

始终坚持扉样学发晨的理念和理性发展的思路，提升主流媒体的卖论引导能力 C

河南电视台在"一大多强"战略实施过程中，以媒体前沿理论为捂导，根据电视发

袁的产业艇律，民入了一系列科学管理的理念，大胆进行体制创新，不断推进入事

和在构改革，京挺探索建立节吕评估体系和动态管理体系，科学制定湾南电视台成

本核算实施如尉，加强节自管理，晓确提入产出比，使全台的管理趋于科学、兢范。

自前，河南电视台已建立了一整套规章棋度，形成了以制度提管理、以管理便发展

的桌'挂锤环。

走过 40 年的河南电视，多彩的荧鼻更加绚霄，丰富的节吕更加好看c 作为最

现代先的大众媒体，电视满足着人们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 c 建台至今，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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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持之以程地在节目内容、节目形式上进行着不断的创新和改革，积极推行"品牌

战略才了造专韭化频道和品牌栏目 c 卫星频道重点扛造了《梨国春》、《武林风上

《沟通无 ~FO 、《华豫之门》四大品牌栏目，并在南末编持中形成强大的牧视阵营。

《梨国春》作为河南电视台的名片，河南省的文生名片，软视率一直保持全国同时

段前三位。栏 E 不断创新，赢得了自家领导人和国家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和赞誉。

《武林风》是这 5 年来成功打造的又一品牌栏目，和《梨匿春》影成一文一武的局

面，充分发握了河南传统武术文化资浑，辛苦立了河葫电视台的文化品贯，被评为全

医十大肆剖栏吕 o {梨 E春》、《武林风》还不断利用自身品牌影口向，延持开放品牌

活动。〈粟医春》重插了经典样提戎《红灯记} ，开展了赴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赴

南美洲举有系列这演活动;{武林风》先后走进北大、走上长城，远赴日本、美国等

医家和地旺，组织了多场有影响的 E 际赛事，吸引中外选手参加。《华璋之 fl} 充

分科渭河南文化大省的文物资涯，提出" 1段藏中国"的定位，打造出具有中原特色

的文化新品震c 各地面频道也先后培育了一大批品牌栏昌，都市频道的《都市报

道》、《情感密码} ，究生频道的《民生大参考}，法制赞道的《法崭现场}，电视民频道

《故事聚乐部} ，公共频道的 {DV 观察》等，这些品牌栏自也是赞道歧视的主要引

擎，为频道创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为河南电视台苦来了强大的影响力、号召

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走过 40 年的河南电视，事业的发展更加兴旺，产业的开发更加多元。这 40 年

也是河南电视台广告经营和产业开发不断拓展的 40 年。建台之裙，由于计赵经济

的宏观调控和电提台事业全供前性盾，以及整体社会观念滞后等京国，直至Ù 1990 

年，河南电程台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广告剖校部门 o 20 世纪 90 年代，河南电视

台成立了专门轧擒，通过公开竞聘的方式选挨广告经营负责人，并引入全新的广告

经营机制，广告费软由 10∞多万元上升到 1 亿多元。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凡年

来，河南电视台广告经营和产业发展并举，以现代产韭运营规律和电视经营理念指

导广告创软、产业发展，推出了阳光份格体系、整合广告资漂、放开专业绩道广告经

营、引入竞争体系等措施，广告刽故以 2S t;;毛的速度逐年递增，2008 年广告刽校和产

业经营突破 11 个亿，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过 10 亿的省级电视台 O

在中国电视改革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河南电视台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

时巅，各项指标快速增长，结合实力全面增强，河南电视台的美誉度、影响力、凝聚

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为了认真总结河高电视台和河南电视事韭 40 年来的成就与经验，这次台庆确定

了编辑出最发展史、论文集、\!'J忆录和影像志四个主题的丛书。经过广泛征求意觅，

并由台长办公会研究审定，丛书总书名为"历史的跨越其绊分为《跨越之路一一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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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电视台发展史) (1969-2∞9) 、{跨越之走一一河南电视台建台 40 期年论文集上

《跨越之歌一一一河南电夜台建台 40 周年国乞录〉、《辞越之韵一二河南电挽台建台 40

属年影集志》。这四本书立足于河南电夜事业与产韭的发展，立足于河南电视实践与

理论的结合，在理性的由颐和审镇思考的基础上，对河南电视的历史进行系统按理、

整理，对河南电视的前景进行规划和展望，对电视这一现代生媒体进行分析和研究，

从南使河南电植台以更加高昂的姿态和雄健的步伐跨越前有。

洋洋酒酒运二百万字的台庆系列丛书一一"历史的跨越"即将付梓印刷了，再

次审视这套历史意义厚重、现实影响重大、未来作到深远的书稿，可以看到河薛电

棍台从一粒种子萌芽到如今在图簇锦的绽放过程，也可以看到几代河南电视人艰

辛前仔、探索销新的伟岸身影 O 作为一名在河离电视台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电视

工作者，我参与了坷雷电挠台的建设，见证了河南电视事业的发展，希望这套介绍

河南电视台发展的丛书，能够对全台的同仁详细了解过去的历史和业绩有所帮助，

对全国的司行进行业务交琉和探讨有所禅益，对社会各界认识河南电视台和河南

电视事业有贵作用 O 让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

程中，充分发挥电视的功能，共同努力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工作，为"中

原崛起"创造在好的舆论环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永不攥怠，开创河南电视事业的

辛苦局面:在中 E 电视发展的大格局中知性致远，勾勒出更加清晰纯美的发展轨迹1

"咫尺之内而藉万呈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埃。"40 年篱，从一间小小的播

出问激靖开撞，蜗署睦室虽一穷二白，但戮力开拓的豪靖无芒万丈，如今的河南电

视台己经成长为中原大地主琉媒体，信号覆盖全球 52 千 E家和地 IR ，内容含盖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J在成了多频道、多元化、多产业的电视新格

局。站在历史的节点上，@1首往昔，钦水思源;展望未来，逼得奇坦陆 n 抗今追昔，从

40 年提就已经出发的河南电视 5人伍和已经铸就前河南电桂梧神，为今天的跨越之

前、跨越之美打下了皇实的基础。 -1~1~创业者们忠城奉献，开拓创新，绽放出如

今的欣鼓向荣，繁花似锦。从 40 年再出发，河南电视台将满捍理想、地含理性，以

更加成熟稳健跨越的姿态、坚强有力的步伐不断前行，走向 50 年，走向 1∞年，走

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谨以此书献给 40 年来为河南电挠台和河南电视事韭作出过奉献的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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