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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科学发展是紧迫的时代命题。
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在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成
功实践。
电视媒介在当前是我国拥有广大受众的大众传媒，是我国农民接触最多、且对农民影响最大的媒介。
因此，作为强势媒介、社会公器的电视传播应该通过农业电视传播的大力发展，沟通上下内外，协调
城乡，服务三农，从而在促进“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上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的农业电视传播还有诸多不足，没能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一方面，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了让全国各地的农村受众都能收看到电视节目、看好电视，投入了大
量资金，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我国仍然有很多地方的农村接收到的电视信号质量不好，接收
到的电视套数不多，农民应该看、想看的农业电视节目却恰恰接收不到，或者是农业电视节目的播出
时间、节目内容、节目形式存在问题，导致农民无法收看或不愿意看。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电视传播应该以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科学发展为己任，以
农村观众、农民为服务主体，同时满足其他关心、关注三农问题的城市观众的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城
乡一体、共同解决三农问题的环境氛围。
同时，要建立农业电视传播服务三农的长效机制。
农业电视传播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政府对其发展应给予政策、资金和人才的支持；应从服务三农出
发，重新建构农业电视节目评估体系；农业电视传播应实施人才战略和制度创新，积极推进自身的可
持续发展，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积极开展自身内容产品的新媒体搭载工作。
最后，农民的影像实践的意义与价值已有充分显示，农业电视传播应积极主动地吸收农民的影像实践
，整合农村传播资源，让农民能够运用媒介表达自己的意愿、反映问题，充分发挥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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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业电视传播发展研究》除绪论之外，分如下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论述农业电视传播在
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第二章具体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农业电视传播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第三章主要论述中国农业电视传播应该承担的角色和担负的责任。
第四章主要分析建立农业电视传播服务三农的长效机制应该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其做法。
第五章从对民间影像的梳理入手，论述了农民的影像实践对于农业电视传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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