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

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的
精神文化生活

除了电影放映员，郭建华还是

基层普法工作者，她最喜欢放映

普法类电影。“把鲜活的检察官故

事、法官故事搬到荧屏上能达到

普法效果最大化。”她说。

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郭建华

代表提出了加强法治题材影视剧

创作、弘扬英模精神的建议。很

快，她便收到了中央政法委、最高

人 民 检 察 院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的

回复。

其中，中央政法委在回复中提

到：“（将）建立健全创作指导长效

机制，统筹整合影视剧创作资源。”

最高检的来信中提到，对郭建

华代表的建议“专门组织相关部

门认真研究”，并将有关情况作出

了汇报，其中包括“引导推出检察

特色精品力作”。

最高法则在信中表示，“对您

提出的意见建议逐项认真研究”，

希望她“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人民

司法事业，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此外，司法部，公安部也通过

电话对郭建华代表的建议作出了

回应。

作为来自基层的电影工作者，

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法委等

各部门的重视，郭建华代表感慨

万分，上述回应也增强了她再次

为群众代言的动力和信心。

■文/本报记者 赵丽

3月3日，与电影和观众几乎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电影放映工作者，连任四届

的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再次赴北京履职。

郭建华，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现任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

支部书记。她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至今已有近五十年，

曾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郭建华对电影怀有深厚感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河南开封，“几名放映

员用平板车拉着200多斤重的放映设备，一晚上走几十里泥土路，跑3个村，放

6场电影，直到天亮，是常有的事。”

“（放映员）按下放映按钮，装在放映机里的电影胶盘便开始旋转，镜头里随

即射出光束，幕布上就出现了光影……村民们发出阵阵欢呼，又渐渐安静下来，

大家都沉浸在电影情节之中。”这样的场景，郭建华再熟悉不过。

在那个年代，听说哪里要放电影，附近的乡亲都会赶着去看，“有的爬上大

树，有的站上墙头，人多时，银幕后也站满了人”，郭建华回忆道。

年复一年，农村人对电影的持续热情感染了年轻的郭建华。她跟乡亲们

说：“只要大家喜欢看，我愿意当一辈子放映员！”

从青丝到白发，郭建华坚守了她的承诺，算起来，“为乡亲们放电影，今年已

近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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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来得及看春节档影片

《第二十条》，尽管之前刚刚见过艺

谋导演。”全国政协委员、演员靳东

说。他解释，最近半年一直扎根剧

组，都没有时间去影院观影。他在

剧组拍戏的做法，与他强调的“创作

者要慢下来”的理念，实现了知行合

一。他说，“我一直坚持创作者一定

要慢下来，事实上也只有慢下来，才

有可能做出一点东西。”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

兼程并进，一切都在飞速发展，靳东

委员认为，“各行各业的氛围都存在

浮躁、急于求成的问题”，但他并不

回避问题，反而直面这些问题，强调

对于创作者来说，慢下来、精雕细琢

的内容才会被观众记住。“不仅仅是

电视剧、电影、舞台剧，还有一本书、

一幅画、一首歌，如果没有经过深思

熟虑和长时间的积累，创作者可能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表达什么、呈

现什么。”

从最初的胶片到数字时代的高

科技制作，甚至到Open AI发布的文

生视频大模型 Sora，科技给电影和

人类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面对当前手

机、电脑、Pad、电视、腕表等多屏时

代的到来，“除非电影内容特别好

看，才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

看”。靳东委员强调，“首先，创作者

的创作态度一定要严肃。其次，在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形式的艺术作

品，只有踏踏实实、精益求精反复打

磨，才有可能留得下来、走得出去，

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作品。”

他以电影走进国门的历史为

例，强调创作者要重视“内容为

王”。“最初打开国门看到外国电影，

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在当时给了我

们极大的冲击，让我们的感官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可是，时间长

了之后观众就会麻木，任何一个节

奏如果一直保持下去的话都会让人

觉得无趣。”事实上，去年中国电影

市场中就反映出了进口大片遇冷的

情况。和以前进口大片动辄十多亿

票房相比，去年《速度与激情 10》《变

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海王 2：失
落的王国》等系列作品的最新续作，

票房都明显不及前作。他深切地感

受到，“不管是电影、电视剧等艺术

作品，还是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平

台，内容才是永远的王道。”

作为一名演员，靳东委员提

到，他在拍摄《底线》时就花了很多

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会真正像在法

院上班一样去体验生活，这样才能

“把整个我所要塑造的行业人物关

系，做到详尽了解。”或许对于创作

者来说，“不管是笨鸟先飞，还是像

老黄牛一样埋头前进”，经历过时

间长河的大浪淘沙才有可能不被

行业淘汰、一直深耕影视领域，并

且真正创作出接地气、传得开、留得

下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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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郭建华承担的工

作在变，电影放映技术也完成了

从胶片到数字化的转变。但到村

里给乡亲们放电影这件事，她仍

未间断。

近年来，在郭建华的积极推动

下，开封市祥符区积极探索文化

惠民新举措，不断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建成农村数字电影放

映网络，使该区 15 个乡镇、336 个

行政村的群众能够足不出村每月

看上一场免费数字电影，让群众

享 受 到 更 加 优 质 的 精 神 文 化

生活。

作为一名基层电影工作者，郭

建华一直关注着电影的发展。今

年的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郭建华提出了《关于财政文化资

金进一步加大对电影发展支持力

度的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指引下，在中宣部、国家电

影局领导下，电影创作生产取得

显著成绩，涌现出《长津湖》系列、

“我和我的”系列、《流浪地球》系

列、《战狼》系列、《你好，李焕英》

《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一批“两个

效益”俱佳的优秀影片。目前，中

国影史票房排行榜前 10 名当中，

国产影片占到 9 部，全部为 2013 年

以后创作生产（8 部为 2019 年以后

创作生产），其中 6 部得到电影精

品专项资金的重要扶持。除了大

片以外，电影精品专项资金还对

少儿、农村、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优秀中小成本影片，纪录电影，电

影人才队伍建设等给予积极资助

和扶持，有力地推动电影创作生

产繁荣发展。

郭建华代表表示，自 2015 年

以来，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年度预

算规模从最高峰值 3 亿元逐年下

降，2023 年已降至 1.55 亿元。对标

“十四五”时期重点影片创作规划

任务要求，对照疫情之后带动电

影创作生产加快恢复的行业需

求，现有财政文化资金保障力度

不足。她建议将电影精品专项资

金年度预算规模恢复至 3 亿元。

经过新世纪 20 多年的发展进

步，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基本解决

了广大农村观众“看电影难”的问

题，“看得到”电影已经实现。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特别是扎实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征程上，

重点是要解决农村观众“看得好”

电影的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城

镇化率不断提高，电影公益放映

必将由以服务农村为主向统筹城

乡服务过渡。

郭建华代表说，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要求“健全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

体建设”。“十四五”时期，应当更

加注重发挥电影视听效果好、艺

术感染力强的独特优势，更好地

用电影公共服务满足城乡基层社

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

来，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极探索

电影公益放映“进社区”。因此，

她希望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关于观赏电

影服务的补助范围，能够明确涵

盖城乡基层社区。她建议，各级

财政文化资金进一步加大对电影

公益放映的资金扶持力度，更好

推动完善放映布局、提高服务效

能、实现优化升级。

一部好的电影可以影响一个

人的一生，电影在丰富代表祖国

和民族未来的数亿大中小学学生

校园生活、丰富他们精神世界、帮

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利用电影声形并茂的优势为学生

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等方

面，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郭建

华代表表示，“十四五”中国电影

发展规划中，提到积极支持教育

院线等特色电影院线的发展，但

从目前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需

要财政文化资金在此方面充分发

挥政策效力，发挥好导向和激励

作用，鼓励中影校园影视公益服

务平台等“电影进校园”创新业务

模式，进行有效支持和引导。

此外，她还建议财政文化资金

对积极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有

效拓展国际发行网络渠道、创新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新举措、新

经 验 、新 典 型 给 予 更 大 力 度 的

支持。

◎提出建议后，她收到了最高法最高检的回复

◎建议财政文化资金加大对电影发展支持力度

今年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皇甫宜川

第二次上会，与去年一样，他依旧

十分关注中小学影视教育领域。

他强调：“教育是大事，中小学生

影视教育是这件大事中越来越重

要的事。无论是作为普通人还是

影视工作者，都应该关注和重视

影视教育，特别是容易被忽视、被

遮蔽而又非常重要的中小学生影

视教育。”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就是一

本生动的教科书。无论是 60 后、

70 后记忆犹新的小英雄张嘎、潘

冬子等真人形象，还是 80 后、90 后

心中难以忘怀的黑猫警长、舒克、

贝塔、葫芦娃等卡通形象，亦或是

信息化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

所接触到的《熊出没》《我和我的

祖国》等真人与动画等驳杂的影

视内容，都在塑造着一代又一代

的精神文化家园。自 1993 年起，

党和政府下发了一系列旨在全面

开展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活动的

重要文件，并就落实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法规，但皇甫宜川委员观

察到，“实际操作时，由于一些具

体细项的模糊性，使得这项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在全面深入

推进时还面临一些问题。”

皇甫宜川委员说，“过去 20 年

里，我国总计生产 909 部儿童片，

同时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

工作委员会组织教育及电影专

家，分批向全国中小学校推荐适

合中小学生观看的优秀国产儿童

片和其他常规国产片，已持续 27
年，共计推荐 41 批影片，总计 508
部。”在影视资源充足的基础上，

学校、家长、学生都对以儿童电影

为主的爱国主义电影在校园的推

广有着热烈的期盼，同时，“随着

‘班班通’等数字软件技术的支持

和普及，学校完全可以根据自己

需要随时给学生放映‘协委会’推

荐的影片，且可以每个年度内不

限次地重复放映。”除此之外，在

国家的支持下，已经出台了相关

政策和使用经费规定，但因“‘学

生观影’融入‘文体活动’大类，这

种归类使‘影视教育’常被其他传

统文体活动淹没。”

因此，皇甫宜川委员建议，参

照农村居民观影政策，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共同优化针对影视教

育在公用经费中的支出规定，设

立专门电影观赏项目；精细化制

定影视教育实施规定，明确各部

门职责，根据学生群体的组织性、

时间及活动空间的固定性特点，

设定学生观影的集体形式，以及

在教师引导、辅导和监督下的观

影方式。

作为一名影视教育从业者，皇

甫宜川委员感触颇深，“事实上，

中小学生影视教育还有许多基础

性工作和工程需要完善，具体的

教育实践更有大量工作要去完

成，并在持续的教学实践探索中

建立起相关教育体系。中小学生

影视教育有关青少年的未来和国

家的未来，是一项利在长远的事

业，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让我们

一起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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