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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傍晚，在辽宁省丹东市

东港市孤山镇古韵步行街上，辽宁新

兴农村数字院线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员聂鹏架起了放映机，乡亲和游客们

逐渐聚拢，在暮色掩映下共同观赏了

沈腾主演的电影《飞驰人生 2》。伴随

着片中层出不穷的喜剧桥段，步行街

上空回荡着群众们欢快的笑声。

孤山镇下辖 3 个社区 19 个行政

村，新兴农村数字院线的放映员聂鹏

肩负着这些社区村落的全年放映任务

220余场，据他介绍，古韵步行街放映

点是所有放映点中效果较为突出的几

处之一，“这个地方人流量比较大，场

地相对稳定，旁边的文化活动中心也

方便放映用电、借用板凳等。”就当天

的放映情况来看，现场观众峰值期超

过百人，最终观众留存量过半，这一方

面依赖影片品质和观影氛围，另一方

面确实如聂鹏所说，旅游街区人流量

密集的特点拉高了公益电影放映的观

众基数群。

笔者此次实地走访丹东市多个放

映点，对孤山镇“公益电影+文旅”模

式印象深刻，在降本增效、提质升级的

当下，这种自发性基层探索为农村公

益电影事业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

的思路。

“公益电影+文旅”的自发实践

辽宁省丹东市下辖三个区、一个

自治县，代管凤城和东港两个县级

市。本次调研样本覆盖除宽甸满族自

治县之外的其他辖区，其中东港市孤

山镇依托当地小有名气的大孤山和大

鹿岛风景区形成了“公益电影+文旅”

的放映模式，将电影融入文旅之中，形

成文化合力，为村民和游客带去独有

的光影体验。

孤山镇文旅资源丰富。大孤山地

处黄海之滨，自然风貌秀美，文化宗教

底蕴深厚，是辽东著名风景区之一。

山腰可远眺黄海，山上有百余间初建

于唐朝的寺庙，是东北现存的最完整

的古建筑群之一。当地围绕大孤山景

区建成文化广场、古韵步行街等具有

人文风貌的消费场景和生活休闲空

间，傍晚时分有不同年龄层居民汇集

此处练太极、唱歌、滑板，人流量可

观。基于步行街宽阔的街道空间，当

地放映员聂鹏经与镇宣传员商议后，

将该地公益放映点设在古韵步行街

内，每年六个月室外放映期，每月都在

此处固定放映，吸引居民住户的同时

也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丰

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不仅是大孤山景区，在聂鹏负责

的放映辖区中还有一处非常独特的放

映地——大鹿岛。大鹿岛位于鸭绿江

入海口，面积 6.6平方公里，岛上常住

人口约3000人，旅游旺季岛上人数可

超六千人，岛上最著名的景点当属清

末爱国将领邓世昌塑像和邓世昌墓。

放映周期内，每个月聂鹏都会上岛放

映，“每次上岛住三天，连放三天电

影”，说起这些，放映员脸上荡开了笑

容。海岛放映在全国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中仍是较为少见的放映形式，其放

映困难相较于普通陆地放映更大，乘

坐船舶搬运放映设备的难度也自然更

高。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放映对放映员

和放映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也恰

因为放映环境的独特性，它才更容易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文旅感受。调研中

由于现实原因未能实地走访大鹿岛放

映现场，从放映员展示的视频中看到

了无人机拍下的大鹿岛邓世昌广场上

的露天放映影像，观众们拾级而坐，邓

世昌雕像前，露天电影正在放映《甲午

大海战》。据聂鹏介绍，在大鹿岛放映

《甲午大海战》是他的保留项目，“邓世

昌作为清末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在黄

海海战中以身殉国，他的事迹不该被

遗忘……”在致远舰沉船之处、民族英

雄雕塑之前放映这部电影，对于观众

而言，无异于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国主

义体验。

“公益电影+文旅”的现实困难

公益电影与文旅场景融合能够

丰富居民生活、打造独特文旅体验，

利于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但是在

这项事业的推进仍面临现实困难。

丹东市位于中朝边境，是我国重要的

边境口岸和港口城市。漫步鸭绿江

畔公园，对岸的朝鲜风土清晰可见，

鸭绿江断桥被完整保留，诉说着抗美

援朝的往事。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

气息的人文场景中，公益电影放映完

全可以作为重要的文化窗口融入其

中，常态化放映《长津湖》《上甘岭》

《志愿军》等系列抗美援朝主题爱国

影片，但由于跨部门管辖场地、用电

等诸多现实原因，公益电影与这一文

旅场景之间目前尚未实现融合。同

样的困境也存在于其他地区，以凤城

市凤山区大梨树村为例，作为“永远

为农民说话的人大代表”毛丰美生前

耕耘四十年之处，万亩荒山变果园之

地，“干”字精神处处闪耀，讲述模范

共产党人毛丰美的同名影片《毛丰

美》本可成为大梨树村重要影像文

化，结合当地民宿旅游、采摘等形成

更优质文旅场景，但基层工作中的诸

多现实难题使得该项工作的常态化

难以实现。

在“公益电影+文旅”的现实困

难之外，放映队伍老龄化、放映经费

无法及时足额发放等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的沉疴也仍然影响着这种新形

式的形成。即使是在不断强调片源

2K 转 4K 的当下，仍然有相当场次因

为终端设备老化而无法达到 2K 放

映指标。

农村公益电影前路在“+”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自 1998 提出

实施“2131工程”开始，至今已经走过

二十多年，在“室外转室内”“流动转固

定”等多项号召要求之下，各地都在探

索该项事业的优化升级之路：浙江省

率先结合数字科技发展，打造出电子

名片“浙影通”，实现观众点播、点评；

四川省宜宾市融合党政宣传，创作出

品以《最后一公里》为代表的故事片、

科教片，拓展产业链条；陕西省榆林市

在“公益+商业”模式上进行大胆探

索，提升公益电影从业者的福利待

遇……

从以上对比和调研中不难发现，当

前公益电影放映的升级转型方向恰在

于融合，将公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场

景，“+科技”“+创作”“+商业”“+文旅”等，

实现多种模式互动，不仅让公益电影服

务群众文化生活、也让公益电影助力城

市发展、打造城市文旅名片。

此次辽宁省探索“公益电影+文

旅”的路径，在落地过程中发现其实施

效果显著，观众自发聚集，停留时间相

较于其他单一放映场景明显更长，且

对于当地景区旅游而言，公益电影的

常态化放映能够形成文化特色，丰富

景区展示场景，延长游客和居民的停

留时间，拉动消费。无论是丹东大孤

山还是大鹿岛，两地效果显著、颇具特

色的文旅场景放映都证明了“公益电

影+文旅”之路走得通！

本报讯 日前，由宜宾市映三江院

线联合宜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翠屏

区分局组织的地灾防治宣传进“隐患

点”主题展映活动来到翠屏区西郊街

道白石社区。

活动开始前，宜宾市地质灾害防治

公益宣传队旗帜随银幕被放映员拉起，

扬声器里响起暖场音乐，居民群众陆续

入场，纷纷被“流动农家书屋”上的《地

质灾害避险应急手册》《防灾减灾知识

读本》等书籍读本和现场摆放的地灾防

治宣传KT板所吸引，驻足观看。

宜宾市地质灾害防治公益宣传队

由宜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青团

宜宾市委、宜宾市映三江院线联合组

建，旨在进一步落实责任，推进地灾防

治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充分利用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深入基层的特点，面向

公众开展地灾防治宣传教育。

映前，“青春志愿·守护生命”志愿

服务队员李勇向当地群众分发地质灾

害防治宣传手册，随后举行了地灾防

治应急演练。天色渐暗，投影机灯光

打在银幕上，由映三江院线制作的地

灾防治小知识H5通过技术运用，无线

投屏到电影银幕上，志愿者为大家讲

解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并学会在灾

害来临时如何自救互救等知识。现场

放映了由四川省资源厅制作的地质灾

害防治动画片《一起打“怪兽”》，通过

“手册＋宣讲＋视频”的形式，寓教于

乐、形象生动地教会大家如何识灾避

险。当晚还放映了主题电影《最可爱

的人》。

“今天不仅看了电影，还学到很多

应急知识，开展这样的活动真的很有

意义。”白石社区居民陈玉珍说。

“过去地灾防治电影宣传主要面

向行政村（社区），今年进行了优化调

整，把宣传放到了地灾隐患点、中小学

校和社区广场等场所，更有针对性、更

能体现实效。”宜宾市映三江院线副总

经理刘平表示，今年计划在全市范围

内组织开展上百场公益电影宣传活

动，融合应急演练、专家宣讲、志愿服

务等多种形式，着力打造“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的宣传志愿服务常态

化，进一步提升群众防灾意识和能

力。 （宜宾市映三江院线供稿）

辽宁丹东东港市孤山镇：

“公益电影+文旅”之路走得通！

四川宜宾映三江开展电影防灾宣传进地灾隐患点活动

据统计，当前在国家电影数

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
cn）可供订购影片 5000 余部，其

中2022年以来出品的影片约340
部。2024年第 22周全国有 31个

省区市的185条院线订购了1731
部影片，共计约30万场。其中18
条院线订购影片超100部，4条院

线订购场次过万场，5 条院线回

传放映卡次数超300次，6条院线

回传放映场次超万场。综合表

现较为突出的院线有山东新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上海

浦东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等。

故事片订购方面，战争题材

影片《突破口》再次登上周冠，该

片截至目前年度订购约 6.5 万

场，有望成为上半年故事片订购

冠军；《唐知县放粮》《朝阳沟》

《单娘》等豫剧电影订购排名也

较为靠前。科教片方面，一批有

关健康养生题材的影片受到较

多关注，比如《健康膳食之食用

油与健康》《健康饮食与合理运

动》《女性健康之骨质疏松的防

治》《中医健康之中药的活学活

用》《百姓健康之糖尿病的控制

与预防》等。

青海省举行“宣传部门

进校园·光影育人”活动

5月30日，青海省委宣传部、

青海省电影局联合中宣部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青海省教育

厅，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民

族中学开展了青海省“宣传部门

进校园·光影育人”2024 年第二

季度集中观影示范活动。活动

中，来自海晏县民族中学和海晏

县民族小学的300余名师生观看

了电影《钱学森》，省内其他建成

“校园影院”学校的师生同步观

看影片，并参与交流互动。

2024 年是“两弹一星”精神

提出25周年，海晏县民族中学是

原221厂子弟学校。在海晏县民

族中学举办观影活动，是传承弘

扬“两弹一星”精神的生动实践，

也是落实“全省宣传部门进校

园”工作安排的具体举措。

参加本次活动的学校所使

用的宣影版公益放映新终端和

宣影版影片由中国人权发展基

金会、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联合捐赠。为开展好

优秀电影进校园工作，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推出“光影育人计

划”，在国家电影数字节目交易

平台开设校园电影专区，开发

“光影育人”APP，推出“光影育人

电影校园行”微信公众号，精选

了1000余部思想性、艺术性强的

优秀国产电影供老师和同学们

选择，同时在微信公众号进行精

选影片推送以及光影育人电影

进校园活动宣传报道。通过电

影强烈的艺术表达和视觉冲击

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

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让

优秀的影视作品更好融入中小

学思政教育，不断提高思政课的

针对性和吸引力。

“过亿”影片《被我弄丢的你》

登陆农村市场

继《学爸》《扫黑行动》《灿烂

的她》之后，本周又一部城市影

院票房过亿影片《被我弄丢的

你》登陆国家电影数字节目交易

平台。该片是一个关于丢失与

找回的故事，所有真心付出过爱

过的人都能在这部电影里看到

自己。

截至目前，2024年交易平台

已推出约11部“过亿”影片以及2
部进口片。接下来，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将持续组织上新城

市票房过亿电影和国内外热门

影片，更好贴近和满足广大基层

群众看到新片大片好片的愿望。

此外还可关注《红管家》《洪

河女儿》两部戏曲电影。于 1964
拍摄的《红管家》是我国第一部

现代京剧电影，讲述了聂庄大队

会计聂小江热爱集体、坚持原

则、勤俭办社的故事。豫剧电影

《洪河女儿》以河南省优秀驻村

第一书记原玉荣为原型，集中展

现了新蔡县脱贫攻坚成效以及

新蔡县扶贫干部的精神风貌。

科教新片方面可关注宜宾

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最新出品的《守护》，该片

以地质灾害中的小故事为切入

点，向观众普及地质灾害的常见

种类、形成原因、发生前的预兆、

预防方式以及应急响应流程。

此前映三江出品的另一部“防震

减灾”科教片《地震预警护万家》

获得了良好市场反馈，截至目前

年度订购约 3.5 万场，位列上半

年科教片订购前十。这两部影

片将科普知识融入故事情节之

中，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

式，提高科普知识的传播效率和

接受度。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

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