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们悠然地躺在摇椅上专注地看着， 女人们悄声愉快地

讨论着，孩子们拿着水枪欢快地笑着、跑着，连整天忙碌的男人

们也停下手中的活计等待着。 这是在常平乡老马岭村的街道上，

露天电影放映前，人们驻足等待的情景，像是等待一件重大而欢

乐的事情。

日前，记者走进农村数字电影放映队，和他们一起来到常平

乡的老马岭村放电影，于是，看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整理装备，出发

7

月

2

日下午五时许，农村放映队

2

队和

7

队的队员们早早

忙碌起来， 他们今天的放映地点是常平乡的前和湾村和老马岭

村。

说是放映队，其实，他们每队只有两个人。 因为要上山，所以

他们早早地准备着。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

12

支农村放映队，每队配备高清数字

电影放映机

1

台，喇叭

2

只，高清数字银幕

1

块，以及支架等。

查清各自的机器设备， 从仓库抬出来， 简单把放映机连接

上，打开放映机测试。

2

队的杨霄介绍说：“我们每天出发前都要

检测机器，确保能放出影片，不能白忙活。 ”

这

12

支放映队覆盖着全市

327

个行政村。

2012

年放映任务

为

3924

场电影。 那么，每队至少要负责

27

个行政村；按“一村一

月一场电影”的要求，每队至少要放映

324

场电影。 而根据我市

农村实际情况， 放映时间一般从每年的

3

月中旬或

4

月

1

日开

始，

10

月

31

日结束。 这意味着，在这

7

个月里，只要天气允许，队

员们每天都要重复着这项工作。

5

点

30

分，机器检测完毕后，队员们把机器搬上放映车。 认

真的再次清点设备，然后

4

个人欢天喜地的上了车，有说有笑地

向目的地进发。

目的地，安装放映设备

5

点

50

分左右，放映车首先到达老马岭村，

7

队的放映队员

下了车，“拣”了一片地方稍大、人口相对集中的街道（山里没有

什么宽阔的场地），抬下了放映设备。

“行了，你们走吧。 ”

没有什么过多的言语，却也透着彼此间的关怀。

放映车还要继续向山里走，在山的更深处，那里还有

2

队的

放映地前和湾村。

大约十几分钟后，放映车到达了前和湾村。 在翻过一个大陡

坡后，车在该村村委会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这里是前和湾村面积最大的一块地方了，其他地方都无法

满足放映的需要。 ”

7

队队员周淑珍边说边指着这个她熟悉的大

院说。

放映车一停稳，周淑珍和杨霄就忙活起来。 卸下装备后，又

紧张而有序地安装起来。

在该村委办公楼二楼，杨霄根据银幕的宽度，定下固定绳的

位置。 周淑珍则利用这个空档取出银幕，双手合抱，把沉重的银

幕放在两根固定绳的中间。 之后，二人用固定绳系着银幕的两个

上角，然后同时用力拉起。 最后，用细绳系在银幕下方的两个角

上，又用搬来的大石头坠在着，以使银幕显得格外平整。

然后， 二人又配合着

架起了两个大喇叭和放映

机。 安装完毕后， 连上电

源，开始试音了。

此时， 时间为

6

点

35

分 ， 距到达此地约

30

分

钟。 整个过程，周淑珍娴熟

地操作着， 并不因为自己

的女性身份而要享有什么

特殊照顾。在这支农村电影

放映队伍中 ， 这是很常见

的。女队员们总是乐呵呵地

说：“任务不重，况且这不是

一个人的活儿。 （一个队）总

共就俩人，得相互配合。 ”

傍晚，放映开始

6

点

40

分， 试音结束

后，在纯净、轻快的音乐声

中，二人愉快地忙着发些宣

传单、贴出放映公示。同时，

招呼着孩子们、老人们来观

看

......

现在一切已准备妥当，

但夏天里， 此时天色尚早，

光线还达不到放映的要求。

真正的放映要等人们普遍

吃完了晚饭才开始呢！

于是，记者乘车又回到

了在老马岭村放映的

7

队。

这里的一切也俨然有序，整

理妥当。孩子们在欢天喜地

地耍着水枪，吃过晚饭的人

们聚在放映地点附近闲聊着，时而传来爽朗的笑声。

天慢慢地黑下来，人慢慢地聚上来，由七八人到十几人，再到

三十几人……

队员们介绍说，山上人少，观众也少，不如山下的村。在山下，

一般村观众能达

200

人左右，在西万一些大村，甚至能达

300

到

400

人。

8

点

10

分，放映开始。 今晚放映的两场电影分别是《刀客外

传》和《胖婶进城》。

放映开始后，现场即刻安静下来，连孩子们都坐在了小板凳

上，用小手托起脸颊认真地观看起来。

深夜，放映结束

时间在放映中飞逝，转眼已是夜里

11

时

15

分了，影片《胖婶

进城》即将播完。 人们在欢笑中回味着影片，在谈论中散去。

11

时

30

分， 放映队的队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开始收拾设

备。

高高挂起的银幕，在夜晚拆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长长的电

缆，在黑暗中被一点点卷起

......

在所有设备被悄无声息地收拾完毕后，时间已接近零时。 将

设备一点点装上放映车，队员们开始往家里赶。带着些许疲累，留

着些许兴奋，队员们依旧爽朗地有说有笑着。

后记

据我市数字电影工作站站长田新华介绍， 自今年

4

月以来，

12

支放映队已放映

1900

多场。 他说，队员们每次外出放映都是

深夜才回家。

此时，路上的车辆已经稀疏，忙碌一天的人们也大都进入梦

乡，即使偶有行人经过，也能看出一身的疲倦。 这满车的说笑声，

在零时的夜路上显得格外清晰。大概也只有对工作的那份热情才

能坚持至今吧！

用队员们自己的话说，“自己有事做，群众也认可，这是最重

要的！ ”

对农村电影的印象， 人们或许要到记忆

的深处才能寻得。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

电视电脑等各种影音设备在农村的普及，露

天电影在农村便鲜有见闻。

然而，像手机取代不了座机，火车取代不

了汽车一样，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仍然在城乡人民群众诸多文化活动中别具魅

力。 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近两

年，我市积极参与实施国家“2131”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 这一工程是指在 21 世纪的今天，

由政府出资、 农村群众免费观看电影的一种

公益放映体系， 旨在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

影”的总要求。 就这样，露天电影再次进入人

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傍晚文化娱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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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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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开始喽！

精彩，共分享！

“出发前，检测放映机是我们必做的工作。”

“把放映机放车上，小心点儿！ ”

“贴出放映宣传单和公示，让群众一目了然。 ”

“把握好放映机位置，固定好，才能放出高品质画面。” “好声音离不开音响的摆放和高低控制。 ”

“我们一起用劲儿拉，一、二、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