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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与坚守中践行初心使命
——青海省农村公益电影“十三五”发展纪实

2014 年对于青海省公益电影放映

工作来说是既是发展元年，又是乘风破

浪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为顺应电影事

业发展需要，青海省整合优势资源组织

成立青海惠民农牧数字电影院线公司，

承担全省农牧区公益数字电影放映工

作,为放映队提供技术保障和设备维

修、影片传输、下载、授权等服务工作。

同时，以“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

买、群众受惠”为原则，在全省各县组建

公益电影放映队，青海省公益电影规模

化、规范化、科学化放映之路有此铺开。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要求，如何让

公益放映更好服务农牧民群众？带着

这样的思考，惠民院线深入全省 30 多

个县，对各县、乡、村、社的地理位置、气

候环境、人口密度、放映条件等进行调

研摸底，通过“摸家底儿”，院线打破固

有思维、因地制宜，探索建立了“公益影

片+商业影院”、“农牧区+城市社区”、

“电影放映+社会治理”等多种放映方式

相结合的模式，破解了农村牧区电影放

映差异化难题。针对个别放映员业务

能力不强、服务群众热情不高等问题，

坚持向市场要发展，引入竞争机制，采

取公开招标的方式招聘电影放映员，实

行统一设备、统一供片、统一技术规

范。规模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路

子给全省农牧区电影市场带来了活力，

也让广大农牧区群众文化获得感、满足

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短短五年时间，在主管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放映员干事创业的激情感召

下，农牧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下，院线从

无到有，业务由弱到强，截至 2019 年

底，全省已建有农牧区流动放映队 251
支，其中寺院放映队 5支，监狱放映队 8
支，社区放映队 2 支，共有放映员 276
名，覆盖全省 6州 2市 43个县 4169个行

政村。

本报讯 近日，第 28 届上海

影评人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

行。上海文联副主席沈文忠、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朱枫

和百位沪上影评人参加了颁

奖仪式。经过评选，荣获第 28
届上海影评人奖年度华语十

佳 影 片 表 彰 的 是 ：《四 个 春

天》、《流 浪 地 球》、《地 久 天

长》、《撞 死 一 只 羊》、《过 昭

关》、《哪吒之魔童降世》、《我

和我的祖国》、《少年的你》、

《平原上的夏洛克》和《南方车

站的聚会》。电影《送我上青

云》获得年度新人新作表彰；

《学区房 72 小时》的导演陈晓

鸣获年度新人导演表彰；《白

蛇：缘起》的编剧大毛获年度

新人编剧表彰；《少年的你》的

男主演易烊千玺获年度新人

男演员表彰；《过春天》的女主

演黄尧获年度新人女演员表

彰；年度电影评论贡献奖的获

得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荣

誉会长章柏青和由程青松担

任主编的《青年电影手册》。

《学区房 72 小时》导演陈

晓鸣表示，该影片的创作、拍

摄 、制 作 过 程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写

照。影片中让观众津津乐道

的各种话题，对他来讲并不是

刻意列出的“话题”，而是日常

生活。提到对“真实”的理解，

陈晓鸣表示，现实中的很多事

物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都有自

己的两面性。当一个作品中

的角色表现出了他的光面和

暗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形象

时 ，自 然 这 个 角 色 就“ 真 实 ”

了，这个作品就“真实”了。

滕俊杰导演的 8K 全景声

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荣获

评 委 会 授 予 的 特 别 贡 献 荣

誉。滕俊杰告诉记者，它的清

晰度是高清电影的 16 倍、4K
电影的 4 倍。“8K 电影对服化

道以及表演的细腻与准确度

都 有 更 高 的 要 求 ，色 彩 饱 和

度、色域宽广度的提升，数据

量成倍增大，都给摄制组带来

全新的考验。滕俊杰透露，这

部 8K 长片电影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起在上海的梅赛德斯-
奔驰文化中心进行了一个月

的正式放映，突破了美国、日

本目前 8K 影片仅有 10 分钟左

右长度短片的现状，中国人在

国内看到 8K 影片不再只是一

个梦想。时下，他的第二部 8K
电影《捉放曹》己基本完成，今

年还将投拍第三、第四部 8K
影片。

当下正值防疫时期，一些

获奖者虽不在现场，但典礼上

的 颁 奖 词 足 以 令 人 受 鼓 舞 。

如《送我上青云》年度最佳新

人新作，以勇敢的制片人和女

主演，勇敢的编导，勇锐之气

十足的发声。直抒胸臆，不再

掩饰女性的立场和意志；自我

剖析痛切痛快而不乏自嘲的

幽默；犹有对生死之际的张望

和寓言叙事的尝试野心。在

近年来女性电影佳作喷涌的

国际潮流中，这是一次可贵的

发 自 本 土 的 呼 应 。《白 蛇 ：缘

起》年度最佳新人编剧大毛，

摒弃了原作里许仙过于傻气

和懦弱的性格缺陷，更符合主

流观众预期。新老剧作间似

与不似的勾连有效利用了原

作 IP 的号召力又让人耳目一

新，成为影片唯美视觉的有力

支撑。《少年的你》年度最佳新

人男演员易烊千玺，虽然是一

个 歌 手 出 道 ，但 他 所 扮 演 的

“小北”准确表达出人物善良、

孤独、倔强的特质，也使得这

部“反欺凌、反暴力”的影片散

发着人性的光彩，让人刮目相

看。《过春天》年度最佳新人女

演员黄尧，以强大的信念、精

准的感受将一个特殊境遇中

的女孩对亲情的尴尬、对友情

的困惑和对爱情的向往演绎

得淋漓尽致，优异表现让人对

她的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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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高原大地，公共文化服务大军中，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流动在政权建设的最末端，足

迹覆盖全省4169个行政村，行走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阵地前沿，但不管走到

哪里，他们始终坚守着对电影放映的那份热爱，用一方方银幕为万千家庭烹制“文化餐”，用一部部科

教影片为农牧民群众传送“致富经”。他们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

近年来，青海省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坚持“热在基层、热在群众”，围绕重大主题宣传，结合重

要时间节点，满足群众观影需求，每年为全省4169个行政村及100多个宗教寺院放映电影5万余场

次，用放映覆盖率100%的“辛苦指数”提升高原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

青海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新路径。

青海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全省近

一半的人口为少数民族，而这其中藏族

人口占绝大多数。为满足藏族群众的

观影口味，惠民院线积极与青海省民族

语影视译制中心和国家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沟通协作，在提高优秀影片译

制质量、增加译制影片订购数量、收获

公益电影放映“粉丝”上下功夫，不断扩

大安多藏语译制影片在少数民族地区

的放映“半径”，形成译制、放映一体的

安多藏语影片放映新模式，让众口不再

难调。先后组织订购了《厉害了，我的

国》、《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上甘

岭》、《铁道飞虎》、《勇士》、《冲出亚马

逊》、《唐山大地震》、《太行山上》等一批

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群众喜闻乐

见的优秀国产译制影片，在全省藏区开

展红色题材电影放映活动，年放映场次

达万场。这些优秀国产译制影片的放

映在巩固全省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宣

传思想文化阵地，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马背放映

到小轿车，从黑白无声到彩色数字电影，

从势单力薄到形成合力，青海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工作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用荣誉“奖杯”和群众“口碑”垒就

高原公共文化服务的精神高地，让越来

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尝到中国电影发展结

出的累累硕果，从此过上比蜜甜的幸福

生活。

现如今，“高质量+主旋律”组合

的影片已成为引领公益电影市场的

新风尚，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

大主题宣传中，青海省积极发挥小银

幕的大宣传作用，先后开展“扬我国

威、爱我中华”爱国主义优秀影片放

映、“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公益电影主题放映、“传承红

色基因、共建巩固国防”国防教育优

秀电影展播、“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优秀影片展播等，用一道

道精美的电影大餐丰富群众的“文化

餐桌”，在全社会营造出欢乐祥和、喜

庆健康的文化氛围。

在助力高原文化奔小康的进程

中，着力突出公益电影“精神上扶志

气”的优势作用，在“扶志扶智”上出

实招，制定贫困村公益电影放映计

划，专人负责内容实施和影片放映，

与各地放映员签订《贫困村公益电影

放映责任书》，每年为全省 1622 个贫

困村放映公益电影 19464 场次，观众

达 280 万人次。

近几年，青海省不断拓展公益电影

放映的内涵和外延，强化宣传喉舌作

用，公益电影在履行文化惠民职责的基

础上，不断拓宽放映形式，让党的文化

惠民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积极探

索放映新模式，把公益电影从农牧区

“搬到”城市，率先在全国开展公益电影

放映进学校、进寺院、进监狱、进工地、

进社区、进农村牧区的“六进”活动，尝

试“广场放映”、“厂矿放映”、“军营放

映”，使公益电影放映与义务教育、民族

团结、基层治理、社会帮教等工作紧密

结合，其社会效益得到明显提升。

随着群众对文化生活需求品味的

提高，公益电影逐步实现从“站着看”

到“坐着看”，从室外看到室内看的转

变，这是公益电影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先后在玛多县、兴

海县、贵南县、同德县、互助县、久治

县、达日县等影剧院设立公益放映厅，

并完成农村电影放映设备对接 2K 放

映设备的调试工作，免费为公益影厅

放映安多语译制影片 240 场，解决了藏

区影院闲置和农牧民群众观看译制影

片难的问题，做出了商业影院“搭台”、

公益译制影片“唱戏”的有益尝试，形

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十三

五”期间，青海省首个公益电影放映室

和公益电影固定放映点，先后在西宁

市大通县极乐乡和海南藏族自治州贵

南县过马营镇建成，村民们围坐在温

暖的室内电影放映室，激动地说：“有

一次夜里放电影突然下起大雨，大家

全都捂着头跑回了家。现在好了，我

们一年四季在室内观看电影终于实现

了！”

青海地广人稀、山大沟深，村与村的

距离少则几十公里、多则上百公里，群众

居住十分分散。加上寒冷的冬季，数字

放映机根本没法工作，5 月至 10 月短短

六个月时间，就成了公益电影放映工作

的“黄金季”。

“我们的工作就是有苦也有甜。”这

是放映员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苦的是

下雨路滑，车轮深陷泥沼，来不及多想就

要卷起裤腿趟水推车。甜的是无数个夜

晚人头攒动，村民们吃着瓜籽喝着啤酒

感受光影的魅力。

“一开始村民们不太理解，大概是觉

得面生，音响声太大扰民。如今，村民们

只要见到我都会亲切地吆喝一声‘电影

匠来啦！’”乐都区放映队放映员黄得梅

谈起放映工作自豪地说。说起乐都区放

映队，家住乐都区的董其武总是止不住

的举大拇指，“他们真是刮风下雨都不

怕，每次来我老远就能瞧见他们开着小

轿车风尘仆仆地赶山路。”他说。

在这样的默契互动、寒来暑往中，

放映员们奔跑在乡村田野、牧区草原

上，利用乡镇召开会议、牧民赛马会等

群众较为集中的有利时机，把放映帐

篷扎在牧民的帐篷旁边、扎在赛马会

场，追着农牧民放电影。“不用花一分

钱，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和城里电影院

一样的电影！”这是群众发自内心的感

受，灵活贴心的放映方式得到了农牧

民群众竖指“点赞”。与此同时，放映

员发挥根植基层、熟悉群众、流动性

强、覆盖面广的特点，利用白天休息时

间从电影幕后走到调研前线，走访群

众、征集民意，及时掌握群众所思所

想、所需所盼，变“要我看”为“我爱

看”，真正做到“点单式”放映。

在对光影的流动与坚守，对日月星

辰的执着追寻中，基层放映队伍中涌现

出了诸如，从业 36 年放映近万场的海

东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叶胜春；荣获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

集体”殊荣，有着“草原夫妻放映队”之

称的许国强、马玉梅夫妇……他们以电

影的名义，用一颗颗为民的初心、惠民

的热心、爱民的真心点亮了高原群众的

生活，让一个个寂静的夜因为电影而喧

闹起来。

电影放映是一项惠民工程，要保证

观影群众能看到好电影，苦练“内功”是

首要条件。放映员作为公益电影放映的

“舵手”，服务能力直接关系着群众享受

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十三五”期间，针

对基层电影放映员多是半路出家，文化

程度不高、技能掌握不够的实际情况，院

线每年都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各市(州)、

县举办放映员技术培训班，通过面对面、

手把手的培训提升放映员的“看家本

领”。在完善放映管理制度上，建立从放

映地所属单位、当地电影主管部门、院线

公司到省级主管部门层层监管、层层负

责的“四级监管制度”，对不能完成放映

任务和虚报瞒报放映场次的电影放映员

实行末等淘汰。

为提升公益电影放映“硬件”装

备，解决偏远地区放映员下载、授权影

片路途远、费用高的问题，筹措资金近

600 万元，安装数字电影卫星地面接收

设备和公益电影放映设备卫星 GPS/
GPRS 监控，一部部“冒热气”的新片大

片被端上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的餐

桌，为全省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正常

有序开展提供坚强保障。同时对果

洛、玉树、黄南、海北等地区进行数字

放映设备更新和便携式发电机配发，

切实改善了高海拔地区公益电影放映

条件。另外，还为基层电影放映员购

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最大限度地解

决广大基层电影放映员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群众。

◎因地制宜 引来放映服务活水

◎强基固本 提升管理服务质效

◎为民惠民 追着农牧民放电影

◎ 扩容赋能 提高公益电影附加值

◎佳片有约 擦亮主题展映品牌

◎ 聚焦优势 打造译制放映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