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州市广播电视局编



高 建、

郭延彬、

韩雁冰

李化成、



继．哆
、 往灰

谯皂终。馒，
砉龙 ．

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局长刘长允题词

， ，

1‘卜



r————一

·2·

碑。蓐

促一延

脓么

屋摇影视

往商券袁

人队凋友

生l{：；【

中共德州市委书记黄胜题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德州市市长孙永春题词

·3·

人民．芒振

弋暴武厚

■‘_1

0‘‘‘k

2，-l

0’-’}oP

l!I-}-’LLr‘-，}‘P}}P}}l
o●Ll



嘱瞬雠倒摇壬}州销雠艴K、r怛善躐



·
5·



第一篇广播

第一章有线广播⋯⋯⋯⋯⋯⋯⋯⋯⋯⋯⋯⋯⋯⋯⋯⋯⋯9

第一节县(市)广播站及乡(镇)放大站⋯⋯⋯⋯⋯⋯9

第二节有线广播网络建设 ⋯⋯⋯⋯⋯⋯⋯⋯⋯⋯10

第三节有线广播的特点和优势⋯⋯⋯⋯⋯⋯．．．⋯⋯12

第四节有线广播的历史作用⋯⋯⋯⋯⋯⋯⋯⋯⋯⋯12

第二章无线广播⋯⋯⋯⋯⋯⋯⋯⋯⋯⋯⋯⋯⋯⋯⋯⋯13

第一节市广播电台及县市广播电台⋯⋯⋯⋯⋯⋯⋯13

第二节广播宣传⋯⋯⋯⋯⋯⋯·。⋯⋯⋯⋯⋯⋯⋯⋯”15

第三节通联队伍的建立及发展⋯⋯⋯⋯⋯⋯⋯⋯⋯21

第三章广播事业建设⋯⋯⋯⋯⋯⋯⋯⋯⋯⋯⋯⋯⋯⋯⋯23

第一节广播事业的发展与沿革⋯⋯⋯⋯⋯⋯⋯⋯⋯23

第二节山东德州转播台⋯⋯⋯⋯⋯⋯⋯⋯⋯⋯⋯⋯26

第四章广播管理与队伍建设⋯⋯⋯⋯⋯⋯⋯⋯⋯⋯⋯⋯33
。

第二篇电视

第一章电视宣传⋯⋯⋯⋯⋯⋯⋯⋯⋯⋯⋯⋯⋯⋯⋯⋯⋯37

第一节新闻宣传⋯⋯⋯⋯⋯⋯⋯⋯⋯⋯⋯⋯⋯⋯⋯37

第二节对外宣传⋯⋯⋯⋯⋯⋯⋯⋯⋯⋯⋯⋯⋯⋯⋯43

第三节德州电视台重点栏目⋯⋯⋯⋯⋯⋯⋯⋯⋯⋯46

第四节播控⋯⋯⋯⋯⋯⋯⋯⋯⋯⋯⋯⋯⋯⋯⋯⋯⋯52

第五节通联网络⋯⋯⋯⋯⋯⋯⋯⋯⋯⋯⋯⋯⋯⋯⋯54

第二章事业建设⋯⋯⋯⋯⋯⋯⋯⋯⋯⋯⋯⋯⋯⋯⋯⋯⋯57



···-················-57

⋯⋯⋯⋯⋯⋯⋯60

第三节微波⋯⋯⋯⋯⋯⋯⋯⋯⋯⋯⋯⋯⋯⋯⋯⋯⋯64

第四节监测⋯⋯⋯⋯⋯⋯⋯⋯⋯⋯⋯⋯⋯⋯⋯⋯⋯66

第三篇有线电视

第一章市有线电视台及县《市)有线电视建设概述⋯⋯⋯75

第二章有线电视管理与事业建设⋯⋯⋯⋯⋯⋯⋯⋯⋯⋯77

第一节1998年前有线电视发展及管理⋯⋯⋯⋯⋯77

第二节有线电视合资公司成立及解除⋯⋯⋯⋯⋯⋯78

第三节有线电视城区光缆化建设⋯⋯⋯⋯⋯⋯⋯⋯79

第四节有线广播电视光缆干线网⋯⋯⋯⋯⋯⋯⋯⋯81

第五节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网络⋯⋯⋯⋯⋯⋯⋯⋯⋯84

第四篇广播电视报

第一章德州广播电视报(机构与发展概述)⋯⋯⋯⋯⋯⋯95

第二章广播电视宣传⋯⋯⋯⋯⋯⋯⋯⋯⋯⋯⋯⋯⋯⋯⋯97

第一节时政宣传⋯⋯⋯⋯⋯⋯⋯⋯⋯⋯⋯⋯⋯⋯⋯97

第二节影视宣传⋯⋯⋯⋯⋯⋯⋯⋯⋯⋯⋯⋯⋯⋯101

第三节生活资讯宣传⋯⋯⋯⋯⋯⋯⋯⋯⋯⋯⋯⋯107

第三章广播电视报事业建设⋯⋯⋯⋯⋯⋯⋯⋯⋯⋯⋯111

第一节印刷制版⋯⋯⋯⋯⋯⋯⋯⋯⋯⋯⋯⋯⋯⋯111

第二节扩版⋯⋯⋯⋯⋯⋯⋯⋯⋯⋯⋯⋯⋯⋯⋯⋯112

第四章广播电视报管理队伍建设⋯⋯⋯⋯⋯⋯⋯⋯⋯114

第一节学习培训⋯⋯⋯⋯⋯⋯⋯⋯⋯⋯⋯⋯⋯⋯114

第二节分配制度与管理制度⋯⋯⋯⋯⋯⋯⋯⋯⋯114

第五篇机构设置与沿革

第一章广播电视局机构设置⋯⋯⋯⋯⋯⋯_⋯⋯⋯⋯121

、0．．．．11．．．．．．一．．．．．．．．，1．．．．．¨．．．。



目 录 3

第二章管理⋯⋯⋯⋯⋯⋯⋯⋯⋯⋯⋯⋯⋯⋯⋯⋯⋯⋯124

第一节宣传管理⋯⋯⋯⋯⋯⋯⋯⋯⋯⋯⋯⋯⋯⋯124

第二节技术管理⋯⋯⋯⋯⋯⋯⋯⋯⋯⋯⋯⋯⋯⋯137

第三节财务管理⋯⋯⋯⋯⋯⋯⋯⋯⋯⋯⋯⋯⋯⋯143

第四节执法稽查⋯⋯⋯⋯⋯⋯⋯⋯⋯⋯⋯⋯⋯⋯147

第五节物业管理⋯⋯⋯⋯⋯⋯⋯⋯⋯⋯⋯⋯⋯⋯150

第六节综合管理⋯⋯⋯⋯⋯⋯⋯⋯⋯⋯⋯⋯⋯⋯152

第七节队伍管理’⋯⋯⋯⋯⋯⋯⋯⋯⋯⋯⋯⋯⋯⋯160

第八节广播电视学会⋯⋯⋯⋯⋯⋯⋯⋯⋯⋯⋯⋯163

第六篇经济与经营创收

第一节全市广播电视事业经费收支一览表⋯⋯⋯175

第二节经营与刨收⋯⋯⋯⋯⋯⋯⋯⋯⋯⋯⋯⋯⋯176

第七篇基本建设

第一章广电中心建设⋯⋯⋯⋯⋯⋯⋯⋯⋯⋯⋯⋯⋯⋯189

第二章县局事业建设和基建情况⋯⋯⋯⋯⋯⋯⋯⋯⋯192

第八篇大事记

第九篇文献

第一节《广播电视志》⋯⋯⋯⋯⋯⋯⋯⋯⋯⋯⋯⋯205

第二节德州电视台建台五周年画册⋯⋯⋯⋯⋯⋯205

第三节《广播电视知识手册》⋯⋯⋯⋯⋯⋯⋯⋯⋯206

第四节职工著作类⋯⋯⋯⋯⋯⋯⋯⋯⋯⋯⋯⋯⋯206

第五节领导讲话及经验⋯⋯⋯⋯⋯⋯⋯⋯⋯⋯⋯214

第十篇获奖

}
’

’ 侈

’

r

·‘；L■，-}『-、

}：’oLr-10

；r。『■■I『：

J．▲’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德州市广播电视发展综述

德州市广播电视发展综述

德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可追溯到1937年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游

击队收音站。1946年，德州解放，1947年夏津武装委员会建起全

区第一个广播收音站。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了

<关于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站的决定>，到1952年，德州市收音站

已发展到205处，形成了由专区站、县(市)站、机关站和合作社组

成的城乡广播收音网。1952年，德州市建起全区第一个有线广播

站，到1961年，全区11个县(市)均建立了广播站。当时有线广

播站没有专线，完全使用电话、广播综合利用线。1979年实现专

杆专线化，3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从竹、杂木杆到水泥杆的演变过

程。由于大普及时片面强调“先普及、后提高”的原则，致使有线

广播线路质量参差不齐，加上资金不足，器材缺乏，使广播通播率

和喇叭人户率自1980年起逐年下降。

电视事业是从转播黑白电视节目开始的。1973年10月1

日，德州电视差转台建成开播，设有50瓦黑白差转机一部，每周三

至周日转播省电视台节目，覆盖半径5公里。1980年5月1日，

差转台增设一部千瓦电视发射机，由于天线高度不够，覆盖半径仅

为19公里。1984年以前，德州市民只能看到一套黑白电视节目，

人们习惯在电视屏幕上贴一张。三色膜”充当彩电。当时，广播电

视部门属于“条条”管理，上级拨钱、分器材。市县两级广播电视

真正快速发展始于1984年广播电视部门机构改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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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州市广播电视志

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指出，各级广播电视机构，既是新

闻宣传机关，又是事业管理机关，中心工作是宣传，要把整个工作

转移到以宣传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刚刚上任的田德春局长(当时

为处长)率党组一班人经反复考察论证，确定了以技术规划为依

据，以发展电视为突破口，以宣传促事业、以电视带广播的事业发

展思路。这一思路又在“八五”、“九五”、“十五”规划中得以完善

和延伸，有效地促进了德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快速、健康、有序地发

展。1984年上半年开始，在市北郊陆续征集40亩荒地。雇不起

汽车、吊车，全局40名干部职工就用平板车将145吨重的铁塔化

整为零，从火车站运到工地，终于在1984年9月9日建起全区第

一座自立式铁塔。塔高142．27米，可安装5套电视、两套调频一

及多路微波的全部收发天线。

1985年前，德州市省电视台信号源一直很差。1985年在省厅

的支持下，干部职工“三下西安、六进北京”。冒酷暑、斗严寒，加

班加点，把三年工期缩为一年，建成济德微波干线，和1200平方米

广播电视中心楼并启用，解决了德州电视转播台转播省电视台信

号源的问题。当年于12月31日在德州举行了微波干线开通仪

式，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孟宪荣同志率队到会祝贺。

1986年，靠肩扛人抬，修建了全区第一座卫星地面接收站。

从根本上解决了德州电视转播台转播中央电视台的信号源问题。

1987年，德州地委、行署把建立德州电视台和全区微波网列

为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件大事之首。当年12月1日，在10个月

试播基础上，德州电视台正式开播，结束了德州地委没有全区性现

代化宣传工具的历史。

1990年12月，自筹资金创刊德州广播电视报。十四年来，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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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改革创新、提高质量，广播电视报已扩为彩印4开32版，期发行

量8万份，年创收近400万元。是德州发行量最大、最受读者欢迎

的一份报纸。。

1992年完成了在建6年的通达13个(市)县的全区广播电视

专用微波网工程，具备向13县(市)传递德州电视信号和召开全

区电视会议的功能。13个县(市)全部建成了电视转播台，从而建

成了以德州电视台为中心，县(市)转播台为基础，用微波连接的

全区电视覆盖网。1993年全部自筹资金建成开播了“德州地区经

济广播电台”，结束了德州地区没有地级电台的历史。

1995年5月在地改市的情况下建成了“德州人民广播电台”。

1996，全市广电系统多渠道筹资500万元，增加17部电视千

瓦发射机，完成了列入“全市十件大事”的电视覆盖工程。使全市

92％以上的人口同时收看到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电视节目，提前

四年完成“九五”规划目标，一跃进入全省、全国先进行列。为全

省1996年电视覆盖增加3％的人口增长率目标做了2％的贡献。

1997年，一是完成了广电部、省厅投资190万元，建设京福光

缆干线工程德州段160杆公里的任务。二是以全省最快速度完成

了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的投资1300万元360杆公里的全市光

缆干线工程，将中央、省、市12套电视节目送到10个县(市)，使

全市20万用户看上10套以上有线电视节目。

1998年建成了走过8年自我滚动发展路程、覆盖德城区80％

用户的“德州市有线电视台”，使德城区6万余用户看上18套有

线电视节目。

1998年列为“全市十件大事”的建筑面积20600平方米、2l

层的市广电中心工程动工修建。

1999年开工建设了列为“全市十件大事”的有线电视网改造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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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州市广播电视志

2000年，一是被列为“全市十件实事”之一的广播电视中心大

楼竣工。二是经市政府批准，全市光缆传输网与深圳天子恒公司

合资合作，成立山东德州泰利宽带信息网络传输有限公司。

2001年1月16日德州市广播电视中心举行落成乔迁庆典。

1月17日市委对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赵泉江同志兼任德州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德州市广播电视

局局长、德州电视台台长，原局长田德春同志任市政协常委。下半

年与深圳天子恒实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泰利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终止。新一届局党组对有线电视维护工作、安全、收费工作等进行

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为全市广播电视事业快速发展莫定了

基础。

2003年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电视台投资215

万余元购进各种设备，成为建台以来投资最多的一年，电台投资近

40万元更新了传输和发射设备，有线公司投资近3000万元用于

改网、路由建设和更换设备。

2004年全市有线广播电视”人户工程”进展加快。全市有线

电视用户达到48．5969万户，其中农村用户30．4694万户，入户率

分别为54．5％和30％。宁津、武城的城乡人户率已超过70％，提

前两年达到了市政府提出的全市有线电视“入户工程”目标。

。

回顾1984年以来德州市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程，确实创造

和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是做好广播电视工作的关键。

广播电视是党委、政府的喉舌。广播电视部门是各级政府的重要

职能部门。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党委和政府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且有较强的社会性。因此，我们只有紧紧依靠党委、政府

●-■，●．。，●，r●J■，r．．-—，—JJl，．●1●●●1●●1—●]●●■rr．．1、．●，



德州市广播电视发展综述 5

的领导和支持，才能把广播电视事业办好。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和各县(市)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广播电

视工作，始终把广播电视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

来抓，列入了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把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

划，纳入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整体规划之中。市委、市政府

领导经常检查指导宣传工作，及时通报各方面情况，并为宣传提供

了方便条件。特别是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领导亲自把关定向，为

确保舆论导向正确提供了根本保证。

2．广播电视部门转变职能，以宣传工作为中心，是促进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明确指出，各

级广播电视机构，既是新闻宣传机关，又是事业管理机关，中心工

作是宣传。广播电视机构职能的转变，是广播电视体制、思想观

念、职权责任的二次变革和更新。德州市广播电视事业能够受到

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如此的重视和支持，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各

级广播电视部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精神，实行职

能的转变，强化服务意识，把宣传工作摆到了整个广播电视工作的

首位，努力发挥我们的整体宣传优势，尽心尽力地为各级党委、政

府的中心工作服好务，为人民群众服好务，使德州市的电台、电视

台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不可缺少的舆论宣传工具，使广播电视成为

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广播电视部门转变职能，紧

紧抓住宣传这一中心，不仅是上级的要求和形势的需要，更是争取

领导和社会各界支持，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3．制定切合实际的广播电视事业规划，是发展广播电视事业

的重要环节。德州市的广播电视事业之所以有较快的发展，其中

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制定出了切合德州市实际的技术规划和事

业发展规划，提出了明确的事业建设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起到了

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坚定信心的积极作用。

L■■广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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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州市广播电视志

我们制定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规划，具体确定

了目前已变为现实的全市广播电视、微波、卫星站等多项目、多功

能的技术比较合理、经济效益较高的整体技术方案，提出了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的建设步骤和政策。不但为市委、市政府抓广播电视

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使广播电视系统干部职工看到了前景，从

而统一了思想，振奋了精神，坚定了办好广播电视事业的信心。正

是由于抓住了这个重要环节，才使我们有可能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通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开拓出了德州市广播电视事业的

新局面。

4．综合利用广播电视设施，向社会提供多功能服务，是增强广

播电视事业发展活力，巩固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重要措施。多年

来，我们的广播电视事业之所以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重视和支持，这也与我们坚持在巩固发展广播电视设施的同时，综

合利用广播电视设施，为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多功能服务是

分不开的。提高广播电视设施整体效益、提供多功能服务，不仅符

．合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使我们的事业得以巩固，而且在经济条件

还不太具备的情况下，具有促进事业尽快发展的特殊作用。综合

利用广播电视设施，为社会提供多功能服务，是增强我们事业活

力，保证事业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措施。

到目前为止，德州市已建成市级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

台各1座，县(市)广播电视台10座，建成光纤线路4756．37公里，

电缆干线5896．66公里，实现光缆通乡镇107个，通乡率达88％，

通村4519个，通村率达54．63％。现已形成以德州人民广播电

台、德州电视台为中心，以县(市)广播电视台为基础，以光缆、微

波传输为手段，有线无线相结合，联接城镇和乡村的全市性广播电

视宣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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