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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广场、社区、校园电影
——对话省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

副总经理 张爱华

记者（以下简称记）：如今在城市里已

经很少能看到露天电影了。现在露天电影

还有放映吗？

张爱华（以下简称张）：现代都市人可

能认为露天电影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其

实不然，城市露天电影一直在活动，可能是

生活圈的局限，没有经常亲身感受到。

农村地区露天电影放映更是实现了常

态化，1998年，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出

台政策，实施农村电影“2131”工程（21世纪中

后期称之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即在21世

纪初，实现一月一村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全省每年计划放映283500场，合肥市

每年放映计划场次为13692场。2007年农

村电影放映工程正式列入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进入最佳发展时期，

由于放映经费由政府支出，农民看电影问

题基本得到解决。

记：现在露天电影的受众一般都是哪

些人群呢？

张：露天电影的主要观众，农村地区是

广大农民朋友，城市观众群主要集中于进

城务工人员和普通市民。

记：露天电影都会放映哪些片子呢？

张：现在，城乡露天电影放映基本实现

了数字化放映。影片节目也越来越好，节

目源越来越新。比如，国产大片《让子弹

飞》，今年2月份，就通过露天放映观赏。

记：露天电影和影院放映如何做到相

得益彰和相互补充的？

张：其实，露天电影和影院放映并不矛

盾，任何消费都是分层的，在现代化影城享

受高品质文化消费当然很好，露天电影零

消费，当然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人人有权

享受基本文化权益。

可以肯定地说，电影产业发展和构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记记：：能预测一下在今后露天电影会向能预测一下在今后露天电影会向

哪个方向发展哪个方向发展？？

张张：：根据国家大力发扬广场电影根据国家大力发扬广场电影、、社区社区

电影电影、、校园电影的精神校园电影的精神，，我们准备在全省县我们准备在全省县

城以上城市打造城市电影文化广场城以上城市打造城市电影文化广场，，通过通过

市场运作解决放映经费问题市场运作解决放映经费问题，，做好城市公做好城市公

益电影放映益电影放映。。我们露天电影发展方向我们露天电影发展方向，，城城

市在大力发展影院市在大力发展影院，，建立电影产业运营体建立电影产业运营体

系的同时系的同时，，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农村地区在做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村地区在做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完善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要逐步将露天要逐步将露天

放映流动放映放映流动放映、、向室内放映向室内放映、、固定放映过固定放映过

渡渡，，逐步实现城乡平衡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平衡发展、、和谐发展和谐发展。。

朱玉婷朱玉婷 张亚琴张亚琴//文文

露天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形露天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形

式式，，在许多人的心里更是一种情在许多人的心里更是一种情

结结。。

在采访中在采访中，，我们得知了一个感我们得知了一个感

人的故事人的故事。。有一支电影放映队只有一支电影放映队只

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一辆自行车和一套破旧一辆自行车和一套破旧

的电影放映设备的电影放映设备。。它的创办者是它的创办者是

一名进城务工者朱纯能一名进城务工者朱纯能。。

舒城人朱纯能舒城人朱纯能1818岁时成了舒岁时成了舒

城县龙河镇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城县龙河镇电影放映队的放映

员员。。后来电影没了市场后来电影没了市场，，老朱也来老朱也来

到省城建筑工地打工到省城建筑工地打工。。在省城打在省城打

工期间工期间，，朱纯能亲眼看到不少农民朱纯能亲眼看到不少农民

工因为业余生活无聊工因为业余生活无聊，，有的参与了有的参与了

打架斗殴打架斗殴，，有的偷窃扒拿有的偷窃扒拿，，走上了走上了

违法犯罪道路违法犯罪道路。。朱纯能产生了用朱纯能产生了用

自己的一技之长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农民工兄弟放为农民工兄弟放

电影的想法电影的想法。。

于是于是，，便有了夏日夜晚工地上便有了夏日夜晚工地上

一个人的放映队一个人的放映队，，有了大家的免费有了大家的免费

电影电影。。

打工者的电影情结

露天电影：

记忆里的广场文化盛宴

曾经露天电影是许多人记忆里欢愉的瞬间，就那

么安安静静地守候天黑，提一张小凳，早早地来到一片

空地占据有利的位置。现在现代化的影院遍布城市各

个角落，看电影是一场视觉盛宴，但也许少了那么一点

点的盼望和回味。露天电影院就像歌手郁冬的一首老

歌在岁月里久久回响。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在夏天的夜晚/它

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

陶醉过的世界。 朱玉婷张亚琴/文

据《安徽省电影志》记载，

1925年，基督教医院的美国籍院

长柯普仁为招待地方知名人士

在住宅草坪上放映反映美国西

部开荒情景的黑白无声电影。

这也是电影在合肥地区首次出

现。

从那时起，电影开始进入合

肥人的生活，没有电影院，就在

露天放映。在建国以前，安徽

省、合肥地区也只是出现过零星

放映活动，放映规模很小不成气

候。新中国成立后，才揭开了安

徽电影事业发展新篇章。

据相关史料记载，1950年中

央电影局在南京举办电影放映人

员培训班，当时的皖南、皖北行署

文教处、总工会、中苏友协等单

位都派出人员参加培训，结业归

来后，各单位相继成立电影队，

开始在全省工矿、农村、水利工地

巡回放映电影。1952 年 6 月皖

南、皖北文教处电影队合并，在合

肥组成安徽省电影放映队，下设

11 个放映分队，合肥占有区位优

势，露天电影放映在全省处于领

先水平。

1925年合肥出现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的特色在于流动放

映，方便灵活，活动范围大，在电影

普及时期，流动放映发挥了重要作

用。”省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副总

经理张爱华在谈到露天电影一度

广受欢迎的原因时如是说。

露天电影放映中涌现出一大

批红火一时的片子，如：战争题材

影片《打击侵略者》、《地雷战》、《地

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

喜剧片《李双双》、《月亮湾的笑

声》，农村题材电影《喜盈门》，武打

片开山之作《少林寺》等深受广大

观众喜爱。

张爱华说：“特别是《少林

寺》，放映场次、观众人次创下历史

纪录，至今没有任何一部大片能够

超越。”

《少林寺》创下历史纪录

露天电影陪伴人们走过的岁

月里，人们的观影热情是现在的人

难以想象的。在如今很多电视剧

里，仍能见到这样的露天电影镜

头，田间地头人们三五成群，人手

一张小板凳，结伴早早去放映点等

着，时间一到，电影开始大家都欢

呼雀跃。

在解放电影院放映员李平的记

忆里，儿时的欢乐和露天电影是分

不开的。李平自小就喜欢看电影，

长大参加工作的时候，可以有很多

种选择，但是他就选择了当一名电

影放映员，“那时当电影放映员是很

光荣的，去哪里都受欢迎，大家都会

问问你有什么片子要放。”

刚参加工作时，李平在肥西三

河电影院放映电影。“那时候从早

上很早开始放映，有时候一放就是

整整一天，大伙儿都很喜欢看，很

多人为了看电影晚上就露宿在乡

间的石板路上。现在的娱乐方式

多了，再也没人为看一部电影通宵

守着了。”

为看电影村民通宵露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