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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涧彝族自治县行政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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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涧彝族自治县民族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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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王淑清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社会主义新

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写《南涧广播电视志》，既是继承传

统，又是昭示后人的一项新的工作。南涧县广播电视事业局在追

溯、摸索和探讨中编写了这部专志，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历史跨

度40年的南涧县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史。在南涧广播电视事业40

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有复苏的喜悦，有失误的痛苦，有成功

的经验。有挫折的教训，有传统的继承，有改革的尝试，有大胆的创

新，有辉煌的业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7年，南涧广电人在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历届县

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坚持

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充分认识广播电视既是党委政府的

喉舌，又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食粮的重要阵地，是以信息传播服务

为主的公益性事业。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政府支

持，自主建设．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发展和管理思路。

今天。南涧的广播电视事业已呈现出前所未有、欣欣向荣的景象。

承前启后，有赖前人成败得失；继往开来，须承先辈未尽遗志。

缅怀当年创业艰辛，可使后来者饮水思源。回顾南涧广播电视事

业发展的艰难历程．更将激发起新一代广电工作者奋发向上、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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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豪情壮志。

《南涧广播电视志》是一部以史实为依据．以时问顺序为线索，

客观记述南涧广播电视40年发展轨迹的史书，也是一部具有“资

政、教化、存史”价值的南涧广播电视事业集成。修志人员在资料

残缺的情况下，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费尽心思，广征博采．精心编

纂，苦心磨砺，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而完稿，终于不负众望．成书在

迩。这是南涧广播电视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实为可喜可贺。

编纂志书。是为了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拓未来。希望广大

广播电视工作者，充分运用《南涧广播电视志》为我们提供的宝贵

财富，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推进2l世

纪南涧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进程中，谱写新的篇章．创造薪的业绩。

南涧的广播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度过了40个春夏

秋冬，真正属于人民的广播事业。电视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

始．至今也有20多年。几十年的风雨兼程，沧桑巨变，几代人的上

下求索，励精图治，南涧广播电视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具有一定

规模和档次的现代化媒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涧广大广电

工作者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抓住机遇．勇

于开拓，加快发展，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不断改善，

广电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影响日益广泛．广播电视节目丰富多

彩，电视创作逐步繁荣，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广播电视工作者由建

站时的2人发展到现在的52人，广播电视成为多元文化和信息集

聚、传播的综合媒体。既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又行使宣传实体综合

职能。据2005年统计年报资料显示，南涧县广播电视事业局总资

产已达550万元。

回顾光辉历程，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不少失误和教

训更应当吸取．还有许多2l世纪面临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冷静思考

和认真回答。展望新时代，迎接新挑战，南涧广播电视事业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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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增强广播电视宣传和电视创作在省州的影

响力，用高新科技武装广电传播手段，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

求改革和完善管理，逐步将其建成民族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以广播

电视为重点的、拥有多种媒体并兼管相关产业的实体。这是广播

电视技术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产业未来改革方向的

必然结果。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为了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广播电

视发展战略目标，我们已逐步走出了一条“政府支持，自主建设。自

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广播电视发展路子。在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喉舌功能．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前提

下，重视产业属性，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现有的管理思路，建立健全

管理和激励机制，促进了南涧广播电视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我们相信，未来南涧的广播电视事业，在发挥管理优势，实施综合

传媒服务等方面定会取得更新更好的成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播电视工作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服从和服务于县委、政府的中心和

工作大局，真正使广播电视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阵地。及时准确地向省内外宣传南涧经

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南涧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我们要加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加强广播电

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服务设备的更新换代．培养一支

过硬的广播电视专业技术骨干队伍，并具有相应的与国际接轨的

先进技术服务装备。

我们要依托现有的广电资源优势，逐步建成以广播电视为重

点的、拥有多种媒体并兼管相关产业的信息载体。其中包括信息

传播产业、电视创作产业、音像制品产业、文化服务产业、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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