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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山东广播影视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在山东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圆满完成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等一系列重大宣传任务，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特别是举全系统之力，顺利完成了十一运会转播工作，山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
山东电视台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十一运会筹办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全年工作的突出亮点。
精品生产创历史最好成绩。
山东广播影视已跨入快速发展期。
　　山东电视台作为全省新闻宣传的重要阵地和主流媒体，2009年，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三贴
近”，开办了《精彩山东——庆国庆迎全运》、《祖国万岁》等新闻专题专栏，推出了《我的中国梦
》、《共和国平民英雄》等多部文献纪录片和《盛世中国锦绣齐鲁》、《为祖国喝彩》等多台大型晚
会，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营造了和谐向上、欢乐祥和的社会氛围。
在十一运会电视宣传和转播工作中，认真落实全运会组委会的部署安排，充分发挥了主播台的重要作
用，圆满完成了电视新闻宣传、赛事报道转播、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国际广电中心（IBC）建设运行
等重大任务，为十一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节目创新创优取得新收获，《说事拉理》、《先声夺人》、《拉呱》等自办节目逐渐形成品牌，影响
力日益提高，有100多件作品和项目获得国家和省级奖项，获奖等级和数量均有大幅度提高。
各项工作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本《电视媒体实战案例——山东电视台2009年工作案例精选》是山东电视台以案例的形式
对2009年全台宣传、技术、管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内容涵盖了全国性大型体育赛事、国家重大庆典活
动、电视栏目（节目）培育创新、电视技术与制作、媒体经营管理等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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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山东电视台以案例的形式对2009年全台宣传、技术、管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内容涵盖了全国性
大型体育赛事、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电视栏目(节目)培育创新、电视技术与制作、媒体经营管理等五
个方面。
翻阅这些案例，我们不仅能够总览2009年山东电视台顺利完成的重大任务，更能够感受到山东电视人
为此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这些努力大部分是屏幕后的工作，是默默无闻、反反复复的策划和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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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届全运会项目分布在全省17地市，根据各赛区转播设备和经费的具体情况，对电视公用信号制
作进行了部分调整，部分只有小组赛的赛区采取单机拍摄素材传送IBC的方式。
　　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工种繁多，环节紧密，稍有疏忽，就会给制作质量带来影响。
特别是全运会比赛场地多数是新建场馆，从转播车停放，接电功率，电缆走线，到机位设置，摄像平
台搭建，评论席位置确定，都需要认真的现场勘察及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
从场馆初建，我们就积极参与，提出相关意见，到2009年5月份，场馆相继完工验收，我们又通过进行
测试赛，与相关部门反复协调沟通，逐渐完善公用信号制作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后，各签约团队负责人陆续抵达场地，进行现场勘查，并结合自己的设备情况，提出具体要求，
形成组委会文件，下发到各项目竞赛委员会，逐一解决。
期间，在项目多，人手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辞辛苦，及时与各转播团队沟通，逐步改进细化转播方
案的各个环节。
通过竞委会和场馆方面的密切联系沟通，转播车的停放位置、摄像机的走线通道、摄像机的架设位置
、评论席的摆放、工作间的设置等环节逐步到位，为成功制作公用信号打下基础，为各转播团队到来
做好了准备。
随着全运会开幕的临近，大部分项目已逐步展开。
负责制作跳水、水球、游泳、田径、网球单项等项目的中央台转播团队，负责制作省建场馆自行车、
曲棍球、棒球、垒球、射击等项目的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太原5个转播团队陆续抵达赛场，为
制作公用信号做准备。
我们也分头进行对接，协调机位架设等诸多环节，使转播团队顺利进人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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