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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教委等部门关于我省建设卫星电视 

教育网的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1986]184 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白城地区行政公署,省政府有关部门: 

  省政府同意省教委、计经委、财政厅、劳动人事厅、广播电视

厅《关于我省建设卫星电视教育网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按照
执行。 

  建设卫星电视教育网开展电视教育,是落实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决定的一项重要决策,是发展大面积、远距离教育的有效措施,各

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各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
以便把我省的卫星电视教育网建设妤、管理好、使用好。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关于我省建设卫星电视教育网的意见 

省政府: 

  为培训中小学教师,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国

务院决定给教育安排一套电视频道。根据国家教委等九个部委(86)



教电视字 003号文件和省政府今年第十七次省长办公会议精神,为搞
好我省卫星电视教育网的建设和管理,现将具体意见报告如下: 

     一、建网原则 

  建网本着统一规划,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分期建设的原则进行。 

    建网工作在省里统一指导下进行,严格按照全省广播电视发

展的技术规划办事,建台地址、频率指配、功率等级、天线増益由省
广播电视厅具体负责。 

  根据全国卫星电视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因地制宜,考虑综合利

用不要新铺大摊子”的精神,我省新建的分米波电教台与原电视台结

合起来建设,不新开点。个别机房容纳不下的,可以根据当地的条件

扩建一点;个别地方的铁塔,根据综合利用的原则,考虑总体经济效益

适当进行改造。接收设备应考虑三套节目的接收,既保证教育台节目

的转播,又可以改善中央台综合节目的信号源,同时又可以把中央台

办的一套信息节目收转下来,为各地收转好三套节目打下基础。有条

件的地方,发射机功率可以一次按照规划的功率配备,经济条件比较

差的地方,可以先配一个小功率发射机先开起来,条件具备了再扩大
功率。 

  由于我省财力偏紧,分米波网建设所需投资较多,决定电教台釆

取分期建设的方针,人口密集的地区先建,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先干,容

易办到的事先办。“七五”前三年准备在各市、地、州、县所在地

及每个县选择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先建起 90座电视教育台,以后再

陆续发展。为了完成卫星电视教育的急切任务,力争在今年十月份每

个市、县至少能建起一座卫星地面站,把中央电教节目送到每个市、

县,有发射机的就可以转播,转播不了的也可以录下来,再组织播放。

如果有的地方现有转播综合节目的发射机能腾出些时间来,也可以釆

取插播的办法收转。因増加播出时间造成电视台经费不足,当地财政

要给予支持。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想办法筹集资金购置发射
机,三年內,这 90个台务必完善起来。 

  二、建台任务及投资分担 

  电教台的建设在省政府领导下进行,省广播电视厅负责技术指导,

各地政府负责具体实施。改造铁塔两年所需钢材约 300吨等物资,订

购测试仪器所需的外汇额度约 60万美元,由省广播电视厅提出计划,
省计经委负责安排。 



  建设任务是,每一个地一级的市建一座 10千瓦(或 3千瓦)电教

台,每一个县(或县级市)建一座 1千瓦电教台,地区和地区所在市只

建一个台,每个县选择一个人口密集的乡镇建一个功率等级小一点的

电教台,共需投资 2,700 百万元左右。按第十七次省长办公会议纪要,

资金由三级承担,省出 900万元,市、县出 1,800万元。省里出 900

万元用于给每个市配一套地面站、每个县配两套地面站,建一座省级
电教台进口一套为各地面站服务的测试仪器,同 

时给市、县电教台配备一定数量的必备的测试仪器,改造部分铁塔,

设备由省里统一订购分发。发射机、设备安装及土建所需资金由

市、县自己安排(也可以釆取适当集资的办法解决),发射机选型与订

购由省广播电视厅负责指导,有的地方愿意省里统一订购可提前与省
广播电视厅联系。电教台的建设,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三、电教台建成后的管理 

  电教台建成以后,教学组织由省教委负责;设备维护,全省电视网

的管理,由各地广播电视局具体负责维护,省广播电视厅负责技术指

导。所需维护经费按功率大小每年 2至 8万元,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

由同级财政承担;所需少量人员编制,由当地解决。其人员首先由专

业对口或相近的大、中专毕业生中调剂解决,不足时可在当地近两年

的高中毕业生中通过全面考核择优招收合同制工人,每个站选送 1至
2 名骨干人员由省统一技术培训后,回招收地工作。 

  电教台的建设是一件与全民有关的大好事,时间紧,任务重,需要
各级政府加強领导,抓紧时间,尽早安排。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遵照执行。 

  吉林省教育委员会 

  吉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劳动人事厅 

  吉林省广播电视厅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