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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些

发展新理念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未来新发展的总方针。

广电行业应牢固树立和贯彻这五大新发展理念，以新理

念带动实践新飞跃，赢取发展新优势。

如何解决发展动力不足？这就需要抓住创新这个

“牛鼻子”，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广电业是技术

创新融合发展的产物，技术创新不停止，广电发展不停

止。广电要以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围绕加强科技

创新、加快融合发展，推动广电全面转型升级，只有主动

创新“广电 +”，适应并引领“互联网 +”，才能拓宽事业

产业新蓝海，加快成长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

体。

当前，广电行业正面临深刻变局，传统盈利模式难以

为继。只有创新发展理念，通过整合资源，用新的应用去

开辟更多使用场景，走出一条可行的破局路径，形成“内

容 + 平台 + 渠道 + 终端 + 软件”良性发展生态圈。广电

创新要以新闻宣传为根本，以视听节目服务为核心，以

智能广电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载体，实现广电业

务与周边各类相关业务、相关服务的相融相通和共生共

赢，让广电新闻、节目、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链向上下左右

延伸扩展，培育“新视听”产业，锻造“新视听”产业链，

引领广电领域融合发展的未来趋势，塑造产业新格局。

广电要以新发展理念赢得发展新机遇，要准确认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十三五” 发展战略重点，是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衣领子”。广电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业务和服务供给结构，提高生产

传播的精准度。广电要加快发展需要优化市场资源配

置，增强产业经营能力，创新广告经营模式，努力在融合

发展和新媒体领域培植广告市场新的增长点。

广播电视是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者，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补短板，夯实广电公共服务体系。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

层，要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丰富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广电要强化服务思维和互动思维，

充分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来优化业务和服务供给结构，提

升节目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为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向上、品

质优良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电媒体要坚持以人民群众

基本文化需求为导向，加强对公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

引导，实施文艺精品战略，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切实提高公共文化产品质量；增强服务意识，提供更多

为群众喜闻乐见、充满正能量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

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服务 “适销对路”，让群众真正喜欢

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要强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

需求新期待的服务意识，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工

作的动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视听节目内容信息

与服务。

以新发展理念
引领广电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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