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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做好20户以上

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南府办〔2009〕13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南宁华侨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各有关单位：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财政局 市广播电视局关于做好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

视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八日 

  关于做好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实施意见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财政局 市广播电视局 

  二〇〇九年四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6〕79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十一五”全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

规划的通知》（发改社会〔2007〕1706号）以及《中共南宁市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开创农村改革发展新局面的决定》（南发〔2008〕31号）精神，为力争到2010年全面完成实现20户以

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的任务，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扩大农村地区广播电视有效覆盖面的要求，保障农民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农村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建设服务水平，确保党

和政府声音传入千家万户，为把南宁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广西“首善之区”，在全区率先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二、目标任务 

  （一）主要任务：按照“巩固成果、扩大范围、提高质量、改进服务”的总体要求，巩固建设成

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高覆盖水平，逐步消灭盲区，增加收听收看节目套数，提高收视质

量，建立健全“村村通”、“长期通”的长效机制，加快构建更完善的农村地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

系。 



  （二）总体目标：到2010年底，全面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使广播和电视

覆盖人口率达到85%和90%以上，力争使现有20户以上自然村广播电视盲点的农民群众能够收看到包括

中央第一套、第七套、自治区第一套和南宁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内的8套以上电视节目，收听到包

括中央第一套、自治区第一套和南宁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在内的4套广播节目（即“8+4”标准），

显著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群众收听收看中央和省市广播电视节目的效果。 

  （三）具体任务：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划部署，2007—2010年全市计划完成5291个20户以上

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任务，受益农户15．87万户。其中，2007—2008年计划完成

3088个村屯的工程建设任务，受益农户9．26万户；2009—2010年计划完成2203个村屯的工程建设任

务，受益农户6．61万户。 

  由于国家直播卫星发射时间推迟，2007—2008年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推迟到2009年一并

组织实施。 

  三、保障措施 

  （一）分级规划，分步实施 

  1. 分级规划。各县区发展改革、广电管理部门严格按照自治区广电局核定下达的“十一五”时期

我市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任务，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切实做好组织实施

工程建设规划方案编制工作。方案编制完成后，由各县区发展改革、广电管理部门联合逐级上报市发

展改革委和市广电局审核批准实施。 

  2. 分步实施。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要以县为单位组织实施，以乡镇为

单位集中整片推进，确保安排建设一个，完成一个，不留遗漏。已经列入当年建设计划的乡镇，不得

再列入下一年度建设计划。各县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程建设年度计划方案，集中力

量、分步实施，加强督查、扎实推进。 

  （二）技术要求。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十一五”时期我市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

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主要采用直播卫星技术方式进行建设。这种技术方式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标

准，安全可靠、便于管理，可接收广播电视节目套数多、收视质量好、建设运营维护成本较低，是解

决现阶段我市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人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较直接、较有效的技术方式，

有利于巩固村村通，确保长期通。 

  （三）资金筹措。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采用直播卫星覆盖技术方式开展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

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的，平均每村按30户，每户需购置接收设备经费约400元计算，每村约需经费

12000元。经测算，建设完成“十一五”时期自治区核定给我市5291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

播电视工程建设任务，共需投资约6349．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计划补助每村5000元，共计2645．5

万元；自治区财政计划补助每村3000元，共计1587．3万元；市财政补助每村1000元，共计529.1万

元，其中，2009年筹集308.8万元，2010年筹集220.3万元；每个农户只需自愿一次性交纳100元购买设

备费。 

  （四）建立维护机制。各县区广电管理部门是我市县区实施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

视工程建设的业主，对项目建设负主要责任。工程建设任务完成后，凡采用直播卫星覆盖技术方式实

施建设的农村用户，其设备一律由生产厂家负责维护，生产厂家必须设立或指定相应代理维护分支机

构经广电部门审核，具备相应的资质资格，并经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认定。各县区广电管理部门要

进一步建立健全广播电视村村通运行维护机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用户按规定的技术标准接收广播

电视信号，防止违规接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信号。要加强设备运行维护，巩固建设成果，防止“返

盲”。 

  （五）做好宣传。各县区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张贴公告等多种形式，把村村通广播电视工

程建设政策宣传到村、宣传到户，让广大农民切实了解国家政策，切实把好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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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加强监管。各县区广电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的法

规政策，加强对工程建设的监管力度。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必须由具有内销资质的定点生产企业生产，

产品必须符合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卫星接收设施的监

督管理规范要求。 

  （七）建章立制，规范操作。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投资数额大，涉及面广，建设时间

长，各县区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规章制度和办法，必须做到专款专用，确保发挥投资应

有的效益。 

  1. 实行受益用户情况公示制度。各县区必须将申请安装直播卫星接收设备的受益农户群众实际居

住所在的县、乡镇、村点、户主姓名等情况在当地电视、报刊公布，在乡镇、村点显眼地方进行张榜

公告，规范设备发放流程，确保把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办好办实。 

  2.核实查清建设任务村点。凡有线、无线电视信号通达的地方，或已列入当年通达规划区域的一

律不列入“村村通”建设村点。 

  3. 建立财务专户管理和“一支笔”审核制度。承担工程建设的各县区广电管理部门要设立广播电

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资金专户，单独建立财务帐簿，单独核算，专款专用，明确资金使用收支审批权

限，切实防止出现多头签字审批、管理使用资金不规范的现象。 

  4. 严格执行纪律。承担工程建设任务的各县区广电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严禁向受

益农户乱收费。除文件规定受益农户自愿拿100元购买设备外，一律不准多收农民的其他费用。 

  5. 实行定期汇报制度。各县区广电管理部门要及时将工程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受益农户群众情

况定期逐级上报市广电局，以便及时掌握工程建设进度、资金使用的情况。 

  6. 坚持工程竣工验收、审计制度。在每个县、每个乡镇、每村点工程建设完成后，都要进行工程

建设竣工验收、审计。 

  四、加强组织领导 

  （一）加强领导。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

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对工程建设的组织领导，把做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

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

划，纳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及时协调落实工程建设地方配套建设资金，纳入干部绩效考核内

容，确保“十一五”时期我市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二）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各县区及有关职能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及时

调整充实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组织工作机构，形成广电系统全力以赴，发展改革、财政等各相关

职能部门通力协作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 

  （三）层层落实责任。各县区人民政府要与市人民政府签订工程建设责任书，落实责任，把工程

建设任务层层分解，把责任落实到各有关部门，确保工程建设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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