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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是当前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满足农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繁荣发
展农村文化的一项惠民工程。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工程在莱西市实施已经9年，
莱西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根据莱西市文
广新局的部署和要求，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走在青岛市前列，然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农村公益电影如今也面临着观
众稀少问题，曾经很火的露天公益电影
如今却遭受冷落的现状，农村公益电影
该何去何从？如何把人群再聚到农村公
益电影的银幕前……针对这些现实问
题，莱西进行了一些探讨和创新。

农村公益电影现状：片源
选择不灵活，观影人群减少

“我们放电影一般是从每年4月1日
开始到10月底结束，因为气温变化问
题，6、7、8月份观看的人群相对比其他
月份的人多一些。”莱西市电影发行放映
公司副经理姜洪杨说，青岛市从2009年
正式开设农村院线并提出“2131工程”，
也就是21世纪每个村每个月一场电影，
也就是每个行政村一年播放12场电影。
莱西一共有861个行政村，每年要

播放10332场电影。“看电影的人多少是
分村庄的，有的村人多有的村人少。”现
在农村电影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观看人
群不足，姜洪杨说这是由于现在人们的
娱乐项目很多，家家户户有电视、电脑、
手机，信息获取渠道增多的同时，农村公
益电影本身又存在片源选择灵活性不足
的问题。
以前的乡村电影由于没有固定的放

映场所，放映影片易受天气、时间等多方
面因素的干扰与影响，放映效果有时候
会不甚理想，现在也同样受到类似的影
响。“从2000年的时候电影开始滑坡，当
时是跟村大队收钱的，很多时候到年底
都收不回钱来，也都这么坚持下来了。”
坚持做了30多年的放映员、负责姜山镇
放映工作的潘卫家回忆，以前的工作很
辛苦，常常需要背着沉重的老式放映机，
跑几十里泥路去各村放电影。当时的电
影放映机使用的是16毫米胶片，每晚放
两部影片就需要扛七八卷胶片，还要带
着发电机，非常沉重。要是下点小雨，晚
上走在乡间的泥路上经常滚到沟里，到
家肯定是满身泥水。虽然当时条件不好，
但是看的人多，很热闹。“现在由于受到
各方面的冲击，观看的人群较以前有所
下滑，以前放电影全村有80%的人出来
观看，现在出来看电影的人也就40%左
右。”以前放电影都是村民抢着占位置
看，现在都是准备凳子加大宣传吸引村
民来观看。
“老潘放电影很准时，每个月3号或
者4号来村办公室门前放电影。”姜山镇
一村二支部会计迟学功说，每次放电影
前老潘都会提前联系，自己便从村广播
通知村民。来看电影的一般都是50岁以
上的老年人，年轻人都工作忙，孩子们没
等看一点就被叫回家了。“每场电影有
20到60个人来看，我感觉已经不少了。”
村里一共160多户500左右个人，光出
国打工的就得有100多个，再除去在企
业上班的，上学的，30多岁40岁的跳广
场舞的，老弱病在家不能动的，还有太小
了不能出门的，剩下的人本来就不多了。
爱看电影的这几十个人都非常欢迎农村
公益电影，放啥都爱看，有时候还互相宣
传“今晚看电影啊”。
“现在看的人少了，也是因为定日期

定时间定地点播放，大家都不用出村子
了。”做了40多年放映员、负责夏格庄镇
放映工作的李成江，聊起自己做了一辈
子的工作便有说不完的话题，以前村里
的人没有什么娱乐，也就是看个电影，现
在不仅有网络、电视还有广场舞和文艺
演出，就分散了村民的注意力，虽然设备
先进了，但是观影人群还是没有以前多。
“今年看的人最多的一场是8月份在夏
格庄双山村，那真是人山人海，好像回到
了以前放电影的场景。”当时是盛夏，看
的人多围得密不透风格外热，但是作为
放映员看电影的人多就开心。
夏格庄镇夏五村的种植户比较多，

很喜欢看大棚种植、害虫防治防范等科
教片。“我很喜欢看电影，跟在家看电视
不一样，气氛好，可以边看边讨论。”夏五
村村民李秀风开心地说，自己50多岁
了，很期待每个月5日放电影，可以跟朋
友坐到一起，交流各自种菜的经验。

电影人的坚守：放映员从
明星到普通职员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都比较匮乏，看一场电影是一
件既兴奋又难得的事情。“以前的电影放
映员，到村子里自己本身就是明星，买东
西办事别人都会另眼相看。”回忆起自己
1991年从学校毕业刚参加放映工作时
的情景，姜洪杨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记得那时候一天放6场电影，几乎都是
常常爆满，好片子看一场2元，普通一点
的片子一场1元，票价在当时来说不算
便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1994年
左右播放《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

时候，人多得把影院的门都挤破了。很多
单位、工厂也都每个月来影院买一次团
体票，根本不存在送票一说。但是现在的
电影工作者不再是明星，不再受关注，不
过现在有了政府扶持，可以增加收入，所
以放映员的工作还是很抢手的。
老一辈的电影放映员用他们的辛勤

工作，给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带来了欢
乐，输送了文化知识，理应得到尊重与厚
待，国家已出台相关政策，要求给予老放
映员资金补贴。“我自己有这方面爱好，
再一个也是觉得这是一份好工作。”潘卫
家说，以前条件那么艰苦都坚持过来了，
现在有时候天冷或者刮大风，不管有没
有人看，自己都要坚守在现场，还不时暗
暗鼓励自己，看电影的都不怕冷，自己作
为放电影的也不能怕冷。现在有国家的
补贴政策了，干起来就更有干劲了。
不去放映，永远不知道作为电影人

的辛苦。作为管理人员，本可以坐在办公
室不受风吹雨打的80后胡兵说起自己
今年刚接手市区水集的放映工作感慨良
多，只有深入基层工作，才能提供更好的
服务。“从今年7月份接手这份工作，坚
持做下来觉得很不错，准备一直做下
去。”胡兵说水集的放映工作是公司的门
面，他来做心里也放心，同时在不耽误工
作的情况下多一份不错的收入。

如何让农村公益电影火起来？

在姜洪杨看来，如何把人群再聚到
银幕前重在创新，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根
据当地乡村特色有针对性选片播放，例
如，根据当地种植的农作物播放相应的
种植技术片，根据当地民风问题播放有

引导性的精神文明建设片。
因为是国家统一的标准化放映，想

要创新很难，但是挡不住莱西电影公司
33位放映员有自己的奇思妙想。在莱西
市第二届“最美莱西人”评选中，莱西电
影公司夏格庄镇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李
成江荣获“最美服务明星”荣誉称号。李
成江从事农村电影放映40余年，先后18
次获省文化厅、市县文化局、电影公司授
予的“优秀电影放映员’称号。曾经在全
国科普影片汇演中，由于成绩突出，他被
文化部、广电总局联合授予“全国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他放
电影的时候经常带着自己之前的老幻灯
机，现场制作宣传口号或者祝福的话语，
投放在电影银幕上，非常受村民喜爱，吸
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人群。
像李成江这样优秀的放映员在莱西

市放映队伍中并不是唯一。姜山的乡村
公益电影放映员潘卫家在1996年自创
了一套携带方便的银幕架，莱西电影公
司的33位放映员有23位使用的是这套
装备，可谓造福了全单位的放映工作者。
以前的银幕是挂在有线电视的钢交架
上，有时候挂不周正，电影影像效果就很
不好，有村民就戏称幕布像个裤衩子。但
是自从有了这套便携银幕架，不仅放映
员方便了，村民看电影影像质量也有保
障了。
还有沽河的乡村公益电影放映员柳

文涛，每一次放电影前都会手写两份海
报，分别贴在两个地方，向村民们介绍影
片，提醒村民及时观看。姜洪杨介绍，诸
如此类的创新莱西还有很多。这些都是
放映员们自己的宣传手段，为了吸引更
多的村民观看，增加观影人群。电影公司
能做的就是把日期、时间、地点都固定
好，提升莱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质量
和服务水平，场场达到标准化的放映要
求。
当前比较尴尬的问题还有，观看农

村电影的人群还不如看跳广场舞的人
多，如果把当地风俗民俗演出、乡村文艺
展演与农村电影相结合，便能吸引更多
的村民观看。姜洪杨说在外地参加学习
班的时候，也学习到了别的地区的一些
好点子。比如安丘的每一位公益电影放
映员必须有自己的才艺，电影放映前先
来自己的一段说唱、快板等等，这些都是
值得莱西电影公司学习的地方。

设计APP增加选片灵活
性自主性

“今年参加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
会在无锡举办的学习班，讨论了不少农
村公益电影面临的现实问题。”姜洪杨
说，全国农村电影技术与管理培训班是
他们农村电影工作者参加的顶级专业培
训，在此次培训班上，针对露天条件不
好，讨论中提出“退露入室”，也就是准备
建设室内放映的设想，但是这个有局限
性，需要再商讨将来的方向。
而针对片源选择的问题，让新片与

城市院线同步是有困难的，国家节目中
心不允许同步播放新片，需要半年或者
一年以后才可以放。不过姜洪杨认为这
并不算一个大问题，每年上映的影片有
很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看
过所有的影片，所以晚个一年半载的好
影片，同样能吸引人群观看。并且现在国
家节目中心也专门为选片设计了单独的
APP，可以在APP上自主选择影片，争
取做到精准选片，尽最大可能满足不同
层次观影需求。“只是这个App暂时只
能公司工作人员和放映员使用，不是普
及到每个人的。”

曾经很火的露天公益电影如今却遭受冷落，农村公益电影该何去何从？

农村公益电影有望吃上“自助餐”

莱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现场。

姜洪杨参加全国农村电影技术与管理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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