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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广〔2020〕10 号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农村广播春节
大联播节目制播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设区市文旅局（广电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部，省

广播影视集团，福建广电网络集团：

2020 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年。为不断丰富

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巩固基层宣传舆论阵地，提升广电

媒体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时代“三农”工作能力水平，满足春

节期间各地农村百姓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省局决定开展“村

村美·喜迎全面小康年”——2020 年全省农村广播“春节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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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春节期间（1 月 24 日-30 日，农历除夕至正月初六），

各地广播以“大联播”的形式每天播放一期节目。“大联播”以

“村村美·喜迎全面小康年”为主题，分为“温暖回家路”“初

一拜大年”“最美守候者”“难忘家乡味”“共同守年俗”“携

手奔小康”“未来‘鼠’于你”等 7 个版块。

二、各设区市局、平潭局要督促指导所辖县级广播电视台围

绕“大联播”主旨主题，结合本地实际，制作一批接地气、有温

度的广播节目，每个版块制作 1-2 分钟节目。其中，“初一拜大

年”（正月初一）版块先播放当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向全县人

民拜年同期声，再播放其他喜庆祥和的节目，传递各地党委、政

府对全省人民的新年祝福。各设区市局、平潭局要督促指导各县

（市、区）广电行政部门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支

持，提前做好拜年同期声的录制工作。以上节目须于 1 月 19 日

前提交至省广播影视集团指定节目对接人（联系人：林凡，联系

电话：13665073535，微信号:ruge014225）。

三、请省广播影视集团督促广播交通频率组织专门力量做好

各地节目的串联，精心完成本次 7 期节目的制作，报送省局审核

后于 1 月 23 日前下发各相关单位备播（须附含有标题、时长、

提供单位等信息的节目串联单，以及每期节目的拆条内容）。同

时，组织广播交通频率、经济频率以及所属新媒体做好“大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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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省级播出平台排播工作。

四、各设区市局、平潭局要安排专人负责，督促指导相关单

位做好农村广播“春节大联播”节目的排播工作，播出平台包括

各县（市、区）广播电视台主频率及所属新媒体，农村有线广播

村村响系统等。由各县（市、区）广电行政部门协调各地广播电

视台主频率根据当地群众收听习惯选择适宜播出时间；要确保农

村有线广播村村响有人开机、有人操作，机器正常，声音清晰。

每天播出情况要及时在微信工作群内反馈。

五、请福建广电网络集团做好农村有线广播村村响信号传输

线路的保障工作，确保安全播出。

附件：“村村美·喜迎全面小康年”——2020 年全省农村

广播“春节大联播”节目制播方案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2020 年 1 月 14 日

（省局联系人：沈 悦，联系电话：13625027360；省广播

影视集团联系人：林 凡，联系电话：13665073535）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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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村村美·喜迎全面小康年”——2020 年全省
农村广播“春节大联播”节目制播方案

一、联播时间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1 月 30 日（农历除夕至正月初六）

二、节目主题

本次春节大联播节目以“村村美·喜迎全面小康年”为主题，

征集各县（市、区）广播电视台有创意的广播节目，由省广播影

视集团广播交通频率汇总制作，在全省县级广播电视台主频率以

及融媒体平台、农村有线广播村村响等渠道联播，唱响“村村

美·喜迎全面小康年”的主旋律，彰显福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新风貌和“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

成效。

三、节目内容

本次春节大联播节目以“温暖回家路”“初一拜大年”“最

美守候者”“难忘家乡味”“共同守年俗”“携手奔小康”“未

来‘鼠’于你”为标题制作节目版块，讲述各县（市、区）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精彩故事，展现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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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暖回家路”。以“回家团圆”为话题，可以介绍

各地村民为“团圆饭”所做的各项准备和仪式；也可以锁定自驾

一族，包括骑摩托车返乡的务工人员和开车返乡的城市白领，挖

掘他们回家过年路上的生动故事，反映时代进步带来的出行变

化，用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来传播时代主旋律。

（二）“初一拜大年”。以“拜年”为话题，邀请各县（市、

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录制向当地百姓拜年的贺词。也可以录

制一些当地百姓别样的“拜年”话题。

（三）“最美守候者”。每年春节都有许多奋斗在一线的人

无法与家人团聚，他们是凌晨三点接送乘客的出租车师傅，他们

是列车里数次停靠在自家门口却无法下车的乘务员，他们又或是

运送行李、包裹辛苦奔波的的快递小哥……这些人默默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直到使命完成，探寻那些过年期间的“最美守候者”，

用关怀温暖每一个坚守在一线的人们。

（四）“难忘家乡味”。“民以食为天”，不管是留在家乡

还是漂泊在外的人，最离不开的还是家乡的味道。从上个世纪的

标准“吃得饱”到步入小康社会所讲究的“吃得好”，我们的饮

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过年期间。“你们家过年必

有的菜是什么？你最喜欢哪一道菜？”通过展现南北各地各具特

色的家乡味和特色物产，品味舌尖上的新年，唤起舌尖上的春节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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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守年俗”。“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春节期间，全省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庆新年活动，在

不同地区的的年俗中都会带有浓郁的本地特色。凝聚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年俗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展现不同地

域、不同家庭的春节习俗，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国年，体会绵延不

绝的中华文化。

（六）“携手奔小康”。2020 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小康之年。回首新中国走过的 70 余载岁月，我们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改变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在即将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用身边人和身边事，展现一路走来

百姓生活的巨变，展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图景、新面貌，展现新

时代人民的收获与满足。

（七）“未来‘鼠’于你”。搜集当地不同行业人们不同的

新年愿望，也可以是各地主持人或村民对农村广播节目的新年建

议，感受大家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新思路新理想新计划。

四、节目形式

各县（市、区）广播电视台需围绕“村村美·喜迎全面小康

年”主题，提供有创意、有特色的七个版块小栏目，分别围绕七

个维度讲述精彩故事（可制作方言节目）。每个版块节目制作时

长控制在 1-2 分钟以内；由省广播影视集团广播交通频率将各县

的版块进行串联，统一制作成七期“春节大联播”节目，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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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播时间播出。

同时，由省广播影视集团广播交通频率将每期联播节目拆

条，提供给各县（市、区）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平台发布。

五、播出平台

省广播影视集团广播交通频率、经济频率及所属新媒体平

台；各县（市、区）广播电视台主频率及所属新媒体平台；全省

农村有线广播村村响系统。

六、时间安排

1 月 24 日至 1 月 30 日每天播出一期大联播广播节目。每期

广播节目的具体播放时间不做强制性安排，各地根据当地的实际

进行安排。

1 月 24 日（除夕）播出“喜迎全面小康年·温暖回家路”

节目；

1 月 25 日（初一）播出“喜迎全面小康年·初一拜大年”

节目；

1 月 26 日（初二）播放“喜迎全面小康年·最美守候者”

节目；

1 月 27 日（初三）播出“喜迎全面小康年·难忘家乡味”

节目；

1 月 28 日（初四）播出“喜迎全面小康年·共同守年俗”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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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初五）播出“喜迎全面小康年·携手奔小康”

节目；

1 月 30 日（初六）播出“喜迎全面小康年·未来‘鼠’于

你”节目。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20 年 1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