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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铜梁广播电视台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如何实现自我跨越 

——重庆市铜梁县广播电视台  刘晓京 402560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升重庆文化软实力，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五

次全会专题研究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并就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有

关的决定。中共铜梁县委十二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铜梁县委关

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 

胡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中用了一整章节单独阐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风气。重视城乡、区

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生活，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

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

播体系。……。 

胡总书记十七大报告为我们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构织了一

幅美好的蓝图，为我们电视人营造出积极向上有利的大环境。特别是重庆

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又新成为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国家在资金、技术、

人才等各方面都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庆无疑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而铜梁地处重庆市辖区内，同样拥有以上大的环境优势。并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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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关规划，目前铜梁区位优势已基本突显，县委、县府对铜梁的发展方

向作出了主城功能拓展区的定位，铜梁广播电视宣传事业也将会呈现出勃

勃生机。 

广播电视台作为县委、政府的喉舌部门，无形之中起着上传下达各类

信息、促进当地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具备较强的环境优势。要在良好的

环境中不断实现自我跨越，主要涉及到管理者如何看待和利用环境因素与

自身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 

目前广播电视台属于财政差额拨款单位，大部分的资金靠自筹，如何

在提倡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并且在竞争强烈的今天实现事业的稳步发展，

应充分了解和利用好环境因素。该如何看待和利用环境因素呢？经过认真

思索，形成以下一些观点，希望能为铜梁电视台事业的发展有所帮助。 

在千载难逢的机遇前，铜梁广播电视台如何利用好外部环境因素得以

更大的发展，是值得深思熟虑的。我台自从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在

利用好外部和内部环境方面是成绩显著的，但还有潜力可进一步挖掘。 

一是在优化政策方面还可进一步利用外部环境积极争取，包括市级、

县级的政策。市一级包括市文广局、市广电总台、市财政局等，根据上级

部门不同的权限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积极争取政策倾斜。县一级包括

县领导、宣传部、县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是促进事业发展

的重要保障，是不容忽视的。 

在与市级部门积极衔接上，以前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如派职工到市

电视台上挂学习、成立重庆办事处等。通过在上级台的业务学习，对提高

本台的节目质量是有目共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若成立重庆办事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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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更深远的意义，可起到质的飞跃。重庆办事处作为常驻重庆的办事机

构，主要任务是在台领导的带领下，驻重庆积极与有关的上级部门进行工

作汇报，拓展广播电视的主营业务（广告、节目制作等），开发新的附营

业务（如网络、区县电视台协作体的业务开发等），做好有关的公关服务，

为县广播电视台与市台的多面业务合作互动提供有利的环境，为多方争取

资金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台在争取本县各级领导、各部门的政策倾斜是卓有成效的。但也还

有一些潜力，如依据铜梁提出的把打造“中国龙文化旅游之都”作为铜梁

未来的发展定位，广播电视台的发展机遇也会应运而生，一是广播的恢复

目前已基本实现，资金也得到保障。二是电视的主营业务可进一步得到拓

展。如电视宣传片、专题片、记录片等业务可有计划成规模地展开，利用

每年或每月宣传部宣传工作的召开，以此为平台，在得到上级领导支持重

视的情况下，布点形成网络，依靠各部门专职或兼职的宣传干部，提供最

基础的信息和相关资料，为全县各部门提供最全面的信息服务，使县的宣

传工作做出特色，更好地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搭建信息平台，

为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和促进本地的全面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具体操作就

是电视台有关的管理部室，分门别类建立全县单位和个人的客户信息，形

成固定的客户网络体系，做好频道推广、客户服务、公关一体化服务。将

环境因素最大化地运用好。 

二是根据有利环境，依托本地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打造有气质、

有特色的广播电视媒体。一个媒体的文化是其精神理念、核心价值观与受

众之间的一种介质，而反映这种介质的外化，可以总结为一个媒体势力的



 

 4

典型气质。但媒体人的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广电人的自我补充，对

广播电视文化的专注，一个有气质的媒体归根结底是媒体人自身的气质体

现。所以对本地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地方文化等的理解渗透并通过媒体

适时到位的体现是形成独特气质并得以不断提升的关键。 

有了好的外部环境，内部自身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是缺一不可。对于我

台自身资源要素，又如何看待和利用好呢？目前自身资源分为常规资源和

专业资源两类。常规资源分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专业资源分内容资源、

制作资源、频道播出资源。怎样在好的大环境中整合、优化配置内部资源

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对常规资源的使用，主要体现在管理上。在人力资源的管理运用中，

主要表现在以人为本，人尽其才，充分挖掘每个员工的潜力，调动员工主

观能动性，激励员工的上进心，认真开展政治、业务技术培训，提高员工

的综合素质。具体来说，事业单位对员工分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

术工人三类进行管理。广播电视行业因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专业技术人

员的管理上，主要分为记者、编辑、播音、工程、经济专业人员，而对每

个专业人员的比例需进行合理的规划，寻求最佳的黄金分割点，形成不浪

费、不闲置人才的局面，若某一专业人才过剩，需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劝其

转换专业，增加薄弱专业的人才，规划好员工的未来发展方向，解决好员

工的后顾之忧，更能激发员工积极向上的激情。在财物资源的利用方面，

主要体现在对设备及有关资料的合理运用。我台在这方面管理和利用是较

好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运用微机专人管理物资、资料、档案，加快网

络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实现无纸化办公，是提高工作又快又好的关键，同



 

 5

时能够进一步提升电视台的形象。 

对专业资源的利用，主要表现在电视节目的内容资源、制作资源、播

出资源的利用。 

内容资源的利用，体现在内容的挑选非常重要，是电视台提高收视率

的关键，它主要来源于新闻记者编辑队伍以及建立的客户宣传网络，有价

值的内容还提倡二次利用，只是要有专人进行收集、整理、加工、策划形

成专题、记录片的题材。可供本台运用或为上级台提供好的内容资源，利

于形成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格局。 

制作资源的利用，存在着资源整合的问题，需要专人根据本台节目定

位、节目类型分门别类收集通用和专用节目素材，而且资源要共享，专人

管理，知识才能不断更新，制作出更精彩的电视节目，增强频道对受众的

新鲜感和吸引力。 

播出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电视节目的编排和定时播出安排上，经

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分析各个播出时段受众人群的需求，合理安排好各类

节目，把握好播出节奏，使每一类节目都能准点播出，增加电视台节目的

定力，让观众能按时收看到喜欢的电视剧、专题类、广告信息类等节目，

是提高电视台收视率的关键。做到这一点，对吸引客户投放广告，提高业

务人员的市场营销能力起很大作用。 

环境因素与自身资源要素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

何看待和利用好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

的作用，它告诉我们强有力的管理，不仅需要正确的判断，也需要全面的

分析，最终才能全面抓住机遇，并通过观念创新、战略创新、品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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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形成媒体自身特色，不断完善和提升自我，才能实现自我跨越，

达到理想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