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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放映机、一幅银幕、

一辆摩托车或面包车，走在盘

绕在乡村和山林间的崎岖小

路上，这就是穿行在我市各县

区农村电影放映员的日常生

活。每年，他们每个人要为群

众放映三百多场公益电影，晴

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但他

们却用心坚持了几十年，让电

影“走遍”了我市乡村的每个

角落。

我市现在共有 123 支农

村数字电影放映队、近 300 名

放映员，每年要放映两万多场

公益电影。他们把欢笑带到偏

僻的乡村，丰富着村民们的夜

生活。虽说如今家家有电视

机，但是村里几百号人围在一

起看一场电影，仍然是村民们

非常高兴的事。

记者近日采访了两位农

村电影放映员，给读者讲讲他

们的故事。

“中国好人”任育问——

让电影“走遍”乡村的每个角落

2018 年被评为“中国好

人”的任育问，至今已经在电

影放映员的岗位上度过了 30

多个春秋，他为太白县 7 个

镇 66 个行政村、2 个社区居

委会的群众送去了 6000 余

场电影，这么多年的坚守，抒

写了一位基层电影工作者的

执着追求。 

任育问从小就喜欢看电

影，每次看到好电影就想把

故事情节分享给更多的人。

1990 年，任育问开始为太白县

的群众放映电影。那时，处在

秦岭山区的太白县农村文化

生活单调，村上隔三岔五就会

放电影，电影成为人们认识世

界、开阔视野的方式，也是人

们当时最“潮”的娱乐。

为了让偏远村子的群众

也能看上电影，任育问租了一

辆三轮摩托车，自己学着开。

三轮摩托车稳定性较差，为了

防止车辆振动损坏放映机，他

常常将自己的衣服垫在放映

机下。有一次去太白县靖口镇

庙台村放映电影时遇到大雨，

他把雨衣脱下来盖在放映机

上，自己却淋成了“落汤鸡”。

有些道路连三轮摩托车也无

法行驶，任育问就把放映机扛

在肩上继续向前走……有一

次放完电影由于天晚视线不

好，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任育

问被甩出四五米远，他醒过来

想到的是放映机和音响设备

是否完好。

成为电影放映员后，为

了尽快掌握放映技术，任育

问从设备装车、现场设备安

装、电影放映一一学起，还专

门买了相关书籍，对平时不

懂的问题，对照书籍细细研

究。工作之余，他还手把手

地教其他放映员如何发现问

题、排除故障。有些年龄大的

放映员不熟悉新设备，在使

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状

况，任育问总是不厌其烦地

多次示范，帮助他们更好地

掌握技术。有一次他去农村

放电影，还没开始放映就下

起了大雨，但很多人都撑着

伞在广场上一直等待，这让

他很感动，他便冒雨为大家

放了这场电影。

任育问不仅是一名优秀

的电影放映员，还是一名义

务宣传员。他花费大量时间

学习制作视频等技术，每次

放映电影前，他都会先播放

一段自制短片，短片内容包

括国家的惠民政策、党史知

识、法律法规等。

每年，任育问都会根据

不同的时间节点，挑选不同

的电影来放映。今年是建党

一百周年，他根据市公司安

排，为村民们准备了一系列

红色主题的电影，如《建党伟

业》《古田会议》《遵义会议》

等，很多村民对中国共产党

艰苦奋斗的历程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大家都说要好好

珍惜如今的好日子。

如今村子不少年轻人都

到大城市打工，留守的村民

们生活也比较闲适，家家有

电视机，但是娱乐活动还是

有些单调，所以聚集起村民

在户外放映电影，让大家都

感到找回了几十年前搭伴结

伙去几十里外的村镇看电影

的情形，有着很强的仪式感，

全村人在露天看一场电影，

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任育问说，这就是农村电影

存在的价值。

“快乐使者”罗文—— 

有电影的乡村夜晚很美 

34 年来，陈仓区香泉镇

的罗文带着放映机走遍了香

泉镇和赤沙镇的每一个角

落，先后放映电影 7000 多场

次，用坏电影放映机 4 台。从

自行车到摩托车、面包车，从

黑白电影、彩色电影到数字

电影，他见证了农村电影放

映事业的变迁。他热心为村

民服务的足迹深深烙印在赤

沙、香泉的山山岭岭、村村落

落，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百姓

的好放映员。

1987 年，17 岁 的 罗 文

便在香泉文化站开始了农村

电影放映工作。随着时代的变

迁和电影放映设备更新换代，

罗文经历了胶片电影放映、到

2000 年数字电影放映，再到

2020 年高清电影的时代更迭。

罗文被四里八乡的群众称为

“快乐使者”，有他的地方，就有

欢声笑语。村民家里红白喜事

都要演电影，只要订好的演出，

遇到再大的困难，他都能克服。

去年秋天，他去 30公里外的陈

仓区赤沙镇放马沟村演电影，

到了山脚下，没想到被滔滔大

河挡住了去路。回去吧，可全村

人都在等着他，就会失去人心。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上游

过桥，再翻山越岭多走 20多里

路才到达目的地。一位年过花

甲的老人拉着他的手激动地

说：“你总算来了！”

2019 年 6 月的一天，烈

日炎炎，他来到陈仓区赤沙

镇泰安村准备放电影，突然

电闪雷鸣，眼看暴雨即将来

临。看到一户人家满院麦子

无人管，他赶紧收麦子。眼看

就要收完了，倾盆大雨还是

落下来了，他冒着大雨坚持

装好了最后一袋麦子，那家

人才匆忙从地里赶了回来，

对他非常感谢。这些年来，他

替东家捎点化肥，替西家买

点菜，凡能替百姓捎带办的

事他都尽力办。

34 年来，罗文开着三轮

车拉着放映机不断穿越在赤

沙、香泉两个镇 23 个行政村，

每年往返 1500 多公里，放群

众想看的电影，播百姓实用的

科技知识，每年为村民播放影

片 300 余场，宣传了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以及农业科技知识，

为山区百姓送去了精神食粮，

把快乐带给乡亲们。他说，放

着露天电影的乡村夜晚真的

很美。

像任育问、罗文这样的

农村电影放映员还有很多，

他们来自农村，深深懂得农

民对于集体文化娱乐生活的

渴求。几十年岁月更迭，电影

从胶片时代到了数字时代，

但这些放映员身上唯一不变

的，是他们为乡村群众服务

的一片诚挚之心。

两万场公益电影
活跃乡村夜生活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宝鸡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该公司

共为全市各县区的农村群众放

映公益电影 20502 场，观众达

300 余万人次，其中红色电影

放映 13334 场，活跃了乡村群

众的夜生活。

目前，我市各县区共有

123 支农村数字电影放映队、

近 300 名放映员，他们担负着

国家文化惠民重点项目——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为了让广

大农民群众“看上电影、看好电

影”，宝鸡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以“企业经营，市场运

作，政府购买，农民群众受实

惠”的方式，创新服务机制，加

强监督检查和规范管理，确保

了“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目标任

务的完成。我市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 2010 年实现数字化全面

覆盖，每年在全市 1695 个行政

村和 179 个社区放映公益电影

22488 场。

2021 年主要以放映红色

电影为主，开展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部优

秀电影展映”活动。为了延伸

电影服务，在卧龙寺文化创意

园合作建设“红色记忆主题放

映厅”，由该公司提供设备和

电影节目，与宝鸡奥斯卡开元

影城合作建设“宝鸡红色文化

主题影院”，展现中国红色历

史、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发挥

主旋律电影在红色教育中的

引领作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观影方式传播红色文化，让人

们在观影中自觉地接受红色

文化宣传教育。

 本报记者  张晓燕

凤翔年画登陆央视

本报讯 11 月 4 日晚，央

视电影频道的首档非遗文化

公益晚会《潮起中国·非遗焕

新夜》亮相（见上图），本次晚

会共推出凤翔木版年画、徽

墨、定瓷等历史悠久的 10 项

非遗项目，凤翔木版年画由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邰立

平的学生王怡璇出镜推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

要的文化宝藏，为了让观众更

好地体验非遗技艺，晚会采取

了明星作为“守护人”，跨界对

话非遗传承人，通过潮流艺术

手法二度创作，让古老传统艺

术焕发新生的崭新形式。通过

《开场》《观·潮起》《尾声》等单

元设置，在每一个环节中穿插

情景讲述、民乐演奏、歌曲、舞

蹈等艺术表现形式，向观众朋

友们介绍了北京面人、苏绣、蓝

印花布、凤翔年画、徽墨、定瓷、

蔚县剪纸、苗绣、曲阳石雕、秸

秆扎刻等非遗项目。

凤翔木版年画始于唐宋、

盛于明清，千百年来传承不

息，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

年来，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在

振兴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创

新题材，使其承载更为丰富的

文化内涵。       （王商君）

“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公布——

宝鸡 6 个县区镇上榜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文

化和旅游厅《关于命名 2021-

2023 年度“陕西省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的通知》公布，我市 6

个县区、镇榜上有名。

据了解，在各市（区）选拔

推荐的基础上，省文化和旅游

厅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实地

检查抽查和集中评审，经评审

命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命名

西安市鄠邑区等 40 个县（市、

区）、乡镇（街办）为 2021-2023

年度“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该通知指出，希望命名表

彰的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珍惜荣誉，开拓创新，再接再

厉，进一步提高创建质量和水

平，充分发挥优秀民间文化艺

术资源在促进当地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我市的陈仓区（民间社

火）、凤翔区（凤翔泥塑）、麟游县

（欧体楷书）、凤翔区田家庄镇

（凤翔木版年画）、千阳县南寨镇

（千阳刺绣）、岐山县故郡镇（岐

山转鼓）获得了此项美誉。

本报记者 麻雪 王卉

纪录片 《勇敢者的征程》 上线 
中外嘉宾体验中国革命重要时刻

由中宣部对外推广局指

导，五洲传播中心、腾讯视

频、探索频道联合制作的 6

集纪录片《勇敢者的征程》，

11 月 9 日起每周二晚在腾

讯视频播出，28 日起每周

日晚在探索频道国际电视网

播出。

据制作方介绍，《勇敢者

的征程》邀请钟汉良、窦骁、张

馨予、焉栩嘉等作为探险者，

与探索频道探险节目主持人、

新西兰探险家乔西·詹姆斯一

起，体验中国革命史上的五处

险境。

从红军翻越大雪山，到东

北抗日联军在严寒中挑战毅力

与体力的极限；从红色娘子军

在母瑞山密林中的急行军，到

美国飞虎队员穿过亚热带丛林

获得东江纵队营救……

制作方负责人说，五处险

境，五个重要时刻，五个英勇拼

搏的故事，是我们站在新时代

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望，更是

不忘初心、重温前辈崇高理想

信念的视觉体验。

（据新华社）

圆了乡村人的

■ 本报记者  张晓燕

电影梦

三十年坚守

罗文正在调试放映机

任育问（左四）和村民在一起

任育问扛着放映机走乡村

物故事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