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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饿了想个饱，富了想

个好，政府办电影，人人都

夸好……”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山东老乡间流传的

一句顺口溜。彼时的农村

电影梦想可以概括为“三

过渡”：从包场到售票、从

站着到坐着、从 8.75毫米、

16 毫米的小电影到 35 毫

米的大电影。

“送来米、送来面，不

如送部科教片……”为农

民放了 43年电影、今年 66
岁的河南开封市祥符区电

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郭建华总能敏锐地感应到

农村观众当下的观影需

求。从拉板车到开汽车，

郭建华见证了中国农村电

影与腾飞的中国电影产业

一道，从工程建设逐步升

级为体系建设的全过程。

从放电影的小姑娘变成放

电影的老太太，她说：“只

要老百姓愿意看，我愿意

当一辈子农村电影放映

员！”

今年 2 月召开的全国

电影工作座谈会上，中宣

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

局局长王晓晖肯定了2018
年电影公共服务方面取得

的成绩：全年公益放映场

次达 868.6万场，观影人次

达 6.02 亿，其中农村专题

放映达 20多万场，公益放

映质量进一步提高，越来

越多的大片新片更快地进

入了农村放映。

作为广大农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在农村和农民的文化

生活中一直占有非常突

出、重要的位置。中国的

农村电影放映从16毫米流

动放映起步，历经 70年的

发展探索，如今已经形成

了覆盖全国 64 万个行政

村，在内容、技术、服务等

方面全面升级的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家加大对农村电影放映的扶持力度,由政府出资建立完善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网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电影放映，不断改善农村地区观看电影条件，统筹保障农村地区群众观看电影需求。

不断提高公益放映影片的供给质量
让农民充分享受到电影改革发展成果

——新中国70年农村电影放映发展回眸

“让我们也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影

院里看电影！”观众的一句话，喊出了农

村、农民对观众内心对电影强烈的需求

和渴望。进入80年代，中国电影人用了

足足十年时间，努力改善农民看电影的

条件，兴建了1.3万个集镇影院和6万多

个售票放映点，使广大农民能够和城里

人一样坐在电影院看大电影了。农村

集镇电影院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农电影

放映网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集镇影院和放映点繁荣了小镇文

化、缩小了城乡人民文化生活的差距，

基本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电影文化需

求。据统计，1980年全国共有放映单位

12 万 5440 个，其中放映队 10 万 3072
个。到 1988 年，全国共有放映单位 14
万9943个，放映队12万739个。

长沙会议、乐山会议的召开和“四

部文件”的发出，是影响 20世纪 80年代

中国农村电影发展的重要事件。

长沙会议

1981年3月4日-14日，为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使电影更好地为8亿农

民服务，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长沙

召开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会议

学习了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

题的决定》的指示，中宣部《关于活跃农

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和 2 月 3 日人

民日报社论《把小城镇建设得欣欣向

荣》，听取了部分地区关于农村集镇影

院、售票点和普及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

经验介绍。通过学习参观和经验交流，

与会者一致认为，发展农村集镇简易电

影院必须按照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

地制宜、量力而行、因陋就简、逐步完善

的方针进行，同时也明确了必须坚决贯

彻依靠集体经济力量为主的政策。

会后，中影公司经调查研究并与有

关部门反复协商，与中国建设银行拟定

了《关于农村集镇简易影院贷款办

法》。11月6日，由文化部与中国建设银

行颁发贷款办法和下达贷款指标的通

知。长沙会议上也首次提出了“三个过

渡”的初步构想。

长沙会议后，农村集镇电影院的建

设蓬勃发展。据统计，年初全国约有集

镇电影院 2000 个，售票点近 10000 个。

到年底发展到集镇电影院4000多个，售

票点超过 1.5万个。长沙会议还得到了

文化部、财政部和各地党政部门大力支

持，从 1981年到 1983年，中国建设银行

共拨款6000万元，中影公司从利润留成

中拔出 1.2亿元，共拔贷款 1.8亿元给各

地安排了集镇电影院建设项目共 3564
个。截至1984年底，全国农村集镇电影

院已建成 10000 多家，初步改善了广大

农民看电影的条件。

乐山会议

1983年10月22-29日，中影公司在

乐山召开全国农村电影发行工作座谈

会，会议着重交流和研究农村影片拷贝

的供应、调度和使用方面的经验、问

题。会议认为改进农村电影发行工作，

必须抓住供应、调度和使用三个环节，

重视调度、搞好调度是改进农村电影发

行工作的关键一环。

以 1982 年供应全国的 126 部 16 毫

米节目为例，调度好、轮转快的地区每

周可以看到两部新片，实际情况是发展

很不平衡，有些县一年能看到 100多部

节目，拷贝使用率较高。大部分县一年

只能看到五六十部节目，拷贝利用率

低，甚至不到30%。

“四部”文件

1986年5月7日《农民日报》刊载短

评《电影放映队不能跑》，农民反映“生

活好了，可是电影放映队跑了！”

5月29日，中宣部、广电部、文化部、

农牧渔业部发出《关于解决当前农村看

电影难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在各级党

委领导下，政府文化部门和农业部门都

要重视农村电影放映和活动，积极加强

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切实安排好

农村电影放映活动，以满足广大农民看

电影的要求。过去所采取的为群众所接

受的筹集电影费的办法不能视为乱收

费、乱集资、乱摊派，但对于那些已经不

适应形势的筹集电影费的办法应研究新

办法予以代替。重新规定切实可行的看

电影收费办法。有条件的乡、镇、村积极

发展售票放映场（点），逐步实行售票放

映；不具备设立售票场（点）的地方，实行

普及放映，费用或从乡、镇、村的统筹费、

公益金中支付，或从乡、镇、村所办的企

业收益中提取一部分为农民包场看电

影。在集体经济较差的乡、村，在自愿原

则下，由群众集资或采取群众易接受的

其他办法解决看电影费用。

这个 80 年代中后期著名的文件被

简称为“四部文件”，对解决农民看电影

难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6 年

11月，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三个过渡正

式提出，即在农村电影收费问题上，要

从包场看电影逐步过渡到售票看电影；

要使农民从露天看电影逐步过渡到室

内、坐着看电影；从看小电影逐步过渡

到看大电影。

三明会议

1987年12月3日，中影公司在福建

省三明市召开全国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经

验交流会。这是我国农村电影事业在重

大的历史转折期中转变观念的重要会

议，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明确农村电影

工作的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全国农村电

影市场的开发，加快改善农民看电影条

件的步伐，扩大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

与会者相互交流了开发农村电影市

场，逐步实现三个过渡，扩大与繁荣农村

电影市场的经验，研讨了如何使农村电

影发行放映工作与农村日益发展的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彻底结束中国亿

万农民站在田野里看小电影的历史。

昆明会议

1989年 5月，中影公司在云南昆明

召开全国开发农村电影市场工作会，这

次会议是三明会议的延伸，总结了三明

会议一年多各地开发农村市场的成绩和

经验。会议指出，农村电影市场发生了

巨大变化，全国农村放映网结构有了明

显变化，农村放映单位经营方式有了较

大突破，农村放映设备得到更新。与会

代表还提出了有关开发农村市场的扶持

政策，如增加片源、设立专项资金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发农村电影市

场，逐步实现三个过渡的提出和1987年

在三明会议的肯定和推广，创造了之后

几年农村电影市场的辉煌。据统计，

1988年全国新增加农村电影院 857家，

总数达到 12192 家；售票放映点新增

14863个，总数 55689个。全国 61000多

个乡镇，有1/5的乡镇有了电影院；全国

14万个农村放映单位，有40%以上的放

映单位实行了售票放映；全国农村放映

单位的设备，小机换大机的有 4242台；

1988年全国农村放映收入和发行收入，

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放映收入由5
亿元增到5.5亿元，发行收入由2亿元增

到 2.2 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 1980 年

以来农村发行放映收入徘徊的局面。

1989 年农村电影市场的开发成果

巨大。全年新建的乡镇影院 800家，乡

镇影院总数达 1.3万家，全国 6.1万个乡

镇，已有 1/5 多的乡镇有了自己的电影

院。售票点新发展了4000个，其总数增

到 59500 个，由于售票放映场次的迅速

增加，全年农村发行收入比1988年增加

约 1500 万元。不少县级电影公司的收

入也有改观。1989 年农村放映收入超

百万元的县公司有 295个，其中还有 50
多个县公司农村放映收入超过了200万

元，特别是山西、河北、甘肃等省积极抓

好了农村电影市场的开发，“三个过渡”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山西在几个月时间

新建和恢复 1000 多个售票点。河南将

包场放映转为售票放映，发行收入比

1988年增收128万元。

1990年全国农村电影院已达11683
家，其中集镇的 35毫米电影院 5880家，

乡村的 16 毫米电影院 5792 家，售票放

映点达36257个，其中室内售票点28000
个，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广西、湖北、

湖南、云南等省农村及上海郊区，已基

本形成了一个以集镇影院为骨干，乡村

影院和售票点为主体，流动队为补充的

新型农村放映网络。 （下转第5版）

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中国电

影的发展轨迹，改造、建设城市电影院

和开发农村电影市场始终是中国电影

人坚持不懈的追求。重视农村、农民，

让农村电影观众特别是老、少、边、穷地

区的人民能够看到、看好电影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事

业的重要职能之一。

1950年6月11日，文化部电影局在

南京举办放映人员训练班，该训练班的

主要任务是为广大农村培养放映员，以

发展农村及部队的放映队伍。作为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放映员培训，该班

培养了一批放映人员、组成 600个放映

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电影送到了

辽阔的农村，开创了中国农民看电影的

新时代。自此形成了面向全国农村、工

矿的电影放映网。

1954年1月，文化部下发《关于建立

电影放映网和电影工业的决定》，在小

城市和广大农村发展流动放映队。

1955年，文化部电影局在京举办全

国电影放映网管理讲习会议，苏联专家

授课，讲授包括农村流动放映队工作组

织等内容。同年，进藏电影教育工作者

和解放军西藏军区设立24个放映队，为

藏族人民放映电影。

1956 年 2 月 21 日，文化部、青年团

中央联合发出《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

动高潮 开展文化工作的指示》，要求在

七年内做到每个县都有影剧院，七个乡

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使农民能经常地、

方便地看到电影。

1958 年 6 月 30 日，文化部发出《关

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办电影放映

队的通知》。通知中指出，1958 年起用

10年的时间逐步达到县有电影院、乡有

放映队。今后农村电影队的发展实现

由政府投资举办和群众集资自办相结

合的方针。

1958年5月15日，中影公司在河北

省进行民办放映队试点工作。河北省

沙河县万户社于“五一”劳动节成立了新

中国第一个农民自己投资兴办的放映

队，昌黎县赤洋百乡草厂庄红星农业社、

迁安县曙光农业社、遵化县平安城乡的

五星社、西留村的爱国社等，也分别在

“五一”、“五四”成立了民办放映队。

据统计，1949年至 1959年，全国农

村电影放映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一

万多个，电影放映队进入农村、开始建

立城乡放映网。

进入 60 年代，为了让全国农民看

到、看好电影，重点推广了普及放映的

经验，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地区推广

配音解说，及涂磁录音民族语、地方语

的译制工作，大力促使老、少、边、穷地

区群众看到、看懂电影。

1961年7月21日，文化部颁发了关

于试行电影放映单位技术操作规程等

九项技术管理制度和办法，其中包括

《流动电影放映单位安全与防火事试行

条例》、《流动电影放映单位放映技术操

作规程》。

1962年 11月 12日至 22日，文化部

在武汉召开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会议。

这次会议在总结1962年工作的基础上，

讨论了关于改进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管

理体制的试行方案与 1963 年全国电影

发行放映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主要措施，

并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讨论

了关于加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

问题。此外，对调整电影放映网、培训

发行放映队伍、制订放映技术人员等级

标准的问题也交换了意见。

1963年8月15日，文化部发出《关于

加强电影放映设备修配工作的指示》，指

出电影放映设备维修工作必须贯彻保养

为主，修理为辅、保养和修理同时并举的

方针。各级修配机构的分工应该做到便

利放映单位、减少送修时间，农村流动电

影放映设备配修逐步做到小修不出队、

中修不出县、大修不出市。

1964年6月12日在杭州，中影公司

华北办事处召开农村电影普及工作会

议。会议总结推广了浙江省淳安县、山

东省平度县开展规划放映的经验，规划

放映即以县为单位统一安排放映力量，

合理规划服务地区，合理规划设置放映

点，合理安排各类放映点的映出次数，

合理规划放映点的收费标准。会后，规

划放映在全国广为推行，促进了农村电

影放映活动的深入普及。

1964年10月5日文化部、科协发出

《关于加强农村科教片发行放映的联合

通知》提出要清理片库，充分利用科教

片，要尽力做到“对路、对口、因地、因

时”发行放映，使物尽其用。

196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

论员文章《积极发展农村电影发行放映

网》，文章强调要大力加强农村发行放

映工作，解决许多农民长期看不到电影

的问题，大力推广规划放映和映前宣

传、映间解说、在民族地区对影片进行

口头翻译对白等宣传工作，使广大农民

看到、看懂电影，改进农村电影发行工

作，把供应农村的节目当重点来安排。

1965 年，财政部发出《关于农村放

映队的文化娱乐税暂予免征的通知》。

8月17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科教片片租

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农村出租科教

片，不论毫米数、长片或短片一律免收

片租。

1965 年 11 月 30 日，为了便于农村

电影放映进一步深入，让广大农民看得

起电影。根据国家财力和农民支付能

力都负担得起的原则，文化部和财政部

发出《关于降低在农村放映电影的收费

标准的联合通知》，自 1966年起实行农

村放映队放一场电影由原来的每场平

均片租8.27元调整为每场5元。

作为宣传党的政策、丰富农村群众

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这时期的农村电

影放映充分考虑了农村观众的欣赏水

平，放映员会在映前介绍剧情，帮助观

众理解电影。河北省昌黎县果乡放映

员就自编自唱了一段映前介绍，“电影

队、来村庄；放的是《夺印》、《李双双》；

映前还把快板数，把党的政策、当前生

产、好人好事说端详……”

◎“十七年”农村电影：第一次把电影送到辽阔农村

◎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集镇影院+售票点+流动队”的新型农村放映网络形成

数字放映时代的农村流动放映 河南70万农村观众第一时间观看《建国大业》 上海浦东新区室内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