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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蓝田实践”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21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

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推动农村电影放映优化升级”被列为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更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重要任务，为“十四五”时期做好农村电影公益服务指明了方向。

在今年3月2日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也指出：“要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推进农村放映优化

升级，着力改善农村地区观影条件，积极培育农村院线，加快乡镇影院建设。”

公益电影放映如何优化升级？如何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西安公益电影放映的“蓝田实践”提供了一个可参考、可复制的经验样本。

“这事，好着呢！”“原来和现在可不敢比……”坐在陕西蓝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放映厅里，聊起蓝田公益电影放映从室外向室内转移后的变化，几位有二三十年放映经验

的老放映员的话语间充满了喜悦。

跟着放映员从实践中心出门右转，映入眼帘的是一块 7米宽、一分钟就能完成升降的

全自动银幕架。“挂幕”、“接电”两个放映工作中最耗时、费力的工作在这里简化成安全、快

捷的一键式操作，银幕架上的LED屏实时滚动着当天的放映信息：“今晚7点放映公益电影

《我和我的家乡》，欢迎观看！”

县里有实践中心、镇上有放映所、村里有文化礼堂，公益电影放映融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的新模式，盘活了基层文化资源，创新了服务形式，也给观众和放映员带去

了真正的实惠，走到哪里，村民们都能看到、看好电影。

解选社，陕西世纪长安院线公司总经理，他所在的陕西世纪长安院线公司近五年共放

映故事片、科教片18万场，观影人次1500万，2018年荣获中宣部“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

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谈到西安公益电影放映的“蓝田实践”，这位从长安区电

影公司起步，干了一辈子电影的老电影人向记者介绍了“蓝田实践”的缘起和探索过程。

从 2006年国家在 8个省份试点农村电

影放映工程算起，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已经走

过了15个年头，完成了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

影的目标，初步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在这

之后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和可能？这是解

选社近几年一直在琢磨的问题。

2018 年 3 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出炉，由中宣部统一管理电影工作。电影

转隶后，西安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专门找到

解选社，问了他一个问题：如何利用电影

手段占领基层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基层宣

传思想工作？

几个月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解选社第一时间研读了相

关文件，琢磨着公益电影放映中可能存在

的政策贯彻落实结合点。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不能只满足休闲

娱乐的功能，怎么干，你去想！”这一想、一

干就是四年。

破题从芊域社区的改造开始。

2019 年，西咸新区芊域社区的负责人

找到解选社。这是一个由六个自然村组

成的全新社区。此前，世纪长安院线一直

为这里的村民提供公益电影放映服务。

从自然村升级到社区，这里规划了一个室

内放映厅。简单的接洽商讨之后，双方敲

定由院线公司提供设备、影片、补充座椅，

社区提供场地和服务的形式，开启了西安

市公益放映进社区室内放映的新探索。

“从室外到室内、从流动到固定、从站

着看到坐着看，从看得到到看得好”——

这是公益电影放映近年来一直孜孜以求

的目标。为此，世纪长安院线投入 10万元

左右的自有资金参与放映厅的硬件改造，

院线还为社区培训了专属的兼职电影放

映员。

芊域社区自有放映厅的效果很好，每

周能保证五、六、日三场放映，观影条件

好、观众热情高，成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

的重要阵地。但对以管理和服务为核心

的电影院线公司而言，项目进入相对较

晚、单体改造投资大、无法实现批量复制。

芊域社区的探索经验让解选社认识到

“轻资产、可复制”的重要性，联系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能不能把公益

电影放映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结合起来，打破公益电影发展的瓶颈、

实现优化升级？”

解选社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主管部门的

支持，在西安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院线

公司主动同蓝田县委宣传部联系，在蓝田

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的支持配合下，开

始对蓝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汤峪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化站）”、圪塔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礼堂）”、小寨镇

董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礼堂）”

实地考察、达成共识。本着“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陕

西世纪长安院线和当地宣传部门合力开

创了公益电影放映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的新模式。

◎探索，从芊域社区开始

蓝田县地处秦岭北麓，关中平原东

南，2019 年被评为“中国最美文化旅游

县”。作为陕西省 9 个新时代文明建设试

点县之一，蓝田县在全国率先探索了将公

益电影放映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的示范点。

白鹿广场位于蓝田县城以西，是蓝田

县最大的广场。广场取自陈忠实《白鹿

原》中白鹿的意象，是当地老百姓晨练、

节日集会、开展文化活动的核心场所。蓝

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建在广场中

央。

解选社告诉记者，公益电影融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保

证建筑原有风格和功能的前提下，补充电

影元素，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具体包括

新时代实践中心、所、站放映设备配备、

安装外立面标志、不锈钢 UV 牌，入口牌

匾、展架，室内海报、相框等。“在确保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功能基础上，拓展公益

电影基层惠民功能，二者相辅相成、形成

有机补充。”解选社说。

从室外向室内转移是公益电影优化

升级、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建设独立的

放映场所，前期投资大，水电、保洁运营

成本高，公益放映的单一形态无法实现资

源的充分利用。将公益电影放映融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室内设放映室、

室外安装全自动银幕架，打通室内、室

外，实现互补放映，既能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需要，又能打造基层宣传思想

文化阵地。解选社找到了解题的方法。

“群众在哪里，电影放映的阵地就在

哪里，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哪里……”公益

电影放映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还能有效地解决公益电影放映存在的“召

集难、组织难、发动难”的实际问题，将公

益电影放映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

电影放映与群众生活习惯、群众文化活

动、群众日常生活场景有效融合。

在汤峪镇文体中心门口，挂着“学党

史 千场惠民电影进社区”活动的横幅，这

里是蓝田县镇一级新文明实践所的代表。

汤峪镇位于蓝田县西南 25 公里，依

山傍水，是蓝田县重点开发的温泉旅游度

假村，也是国家旅游局授予的“全国特色

景观名镇”。这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占

地 2014 平方米，内设图书室、微机室、培

训室、体育活动室、书法活动室、文娱活

动室以及电影院等硬件设施，藏书 16500
余册，二楼的多功能电影院可容纳 342 人

观影。

世纪长安院线在原有设施基础上，融

入公益电影功能，室内安装一套放映设

备，楼下广场安装全自动银幕架，充分满

足镇区 15000 多名群众的使用需求，这里

也是蓝田县最大、利用率最高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

“看电影不必东奔西跑、新时代实践

站方便又周到”是村级实践站对观众的亲

民承诺。圪塔村、董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在和公益电影融合的同时，也充分保留

了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八仙桌、长条凳、

石头墙……圪塔村文化礼堂古朴大方，在

这个地处汤峪镇河东岸的蓝田县美丽宜

居示范村，相约在大礼堂看电影、吃年夜

饭已经成了这里的新民俗。

董岭村毗邻白鹿原影视城，电视剧

《白鹿原》剧组曾在这里体验生活。依托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质的自然资源，民

宿产业发达。董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公益电影放映示范点，可容纳 260 余人观

影，高质量的播放设备和巨型银幕，悬挂

式大功率音响……实践站的管理员告诉

记者，村里采取“线上线下”信息传播的

方式，“线上有村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线下有广播，充分满足游客和当地群众的

观影需求”。

走访过程中，一面画着银幕挂绳的电

影放映墙格外引人注目。解选社告诉记

者，农村公益放映重点在基层、难点在放

映。在推动公益放映从室外向室内转移

的同时，世纪长安院线也根据区域实际情

况，同步加快固定放映点建设。目前，全

市共建立 132 个固定银幕放映墙、115 个

固定银幕架。 （下转第3版）

◎县、镇、村三级试点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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