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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辉的赤草老电影博物馆情结

本报讯 为民儿童电影图书馆展

映周日前相继在全国多地展开，该活

动深入到校园、乡村，以免费放映的

公益形式，为儿童电影放映开拓了新

思路。

为民儿童电影图书馆展映周在江

西余干、福建永安、甘肃兰州、山东烟

台、河南舞钢五地率先举行，在特殊教

育学校、省级文明村、幼儿教育机构、

村镇小学等进行了放映。展映优秀儿

童电影《云在故乡等我》、《派饭》、《守

信少年》、《追梦的黎族女娃娃》等共六

部，邀请演员和主创真实参与，惠及当

地残障儿童、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数以

万计，一线教育工作者对活动持肯定

态度，学生和家长也对活动赞不绝口。

活动从儿童的真实诉求出发，构

建了切实有效的儿童电影放映机制：

从本村孩子看，到吸引周边村民和孩

子一起观看，再到与学校和村委会进

行有效沟通，定期组织电影放映，实

现电影放映常态化，让影视教育发挥

了充满亲和力和想象力的重要作用。

为民儿童电影图书馆已走过了

八年，期间有众多电影导演参与，无

偿提供影片进行放映。发起人齐为

民表示，作为公益品牌，为民儿童电

影图书馆还将继续努力，让儿童电影

回归儿童本身，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

（支乡）

本报讯 由西湖区政府和浙江省

动漫产业学会主办，艺创小镇承办的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青年动

画创投大会于 4月 29日在杭州艺创小

镇举行。活动以青年动画导演及项目

的培育为主题，旨在挖掘有潜力的青

年动画导演人才。

挖掘潜力人才的青年动画导演扶

持计划由浙江省动漫产业学会发起，

每年募集 100 万公益扶持基金，征集

1000部动画作品，从中遴选 10位青年

导演、10个原创项目作为扶持对象，邀

请业界资深编剧和导演作为创作导

师，举办剧本工作坊、导演训练营、短

片制作等实训活动，助力激发更多的

创作；同时，联动行业头部企业、投融

资机构组成创业导师团，除了常规性

开展项目路演培训和作品展映活动

外，还将举办年度动画导演论坛和项

目创投大会，极具潜力的人才将有机

会入驻艺创小镇进行项目孵化。

活动当天，举行了“中国青年动画

导演孵化基地”揭牌仪式，青年动画电

影孵化基地是艺创小镇联动浙江省动

漫产业学会开展青年动画导演扶持计

划所打造的项目孵化平台，将整合小

镇动画影视资源和产业扶持政策，在

人才入驻、版权登记、项目申报、品牌

活动资助等方面优化服务功能，拓展

动画创作实训及动漫媒介的组织，培

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青年动画导演和

项目。

大会共收到来自全国 121 家企业

和项目团队的报名，经过严格筛选，2
部动画电影《守龙者》、《福星高照猪小

八》；来自小镇的《摩登大自然》、《天选

者》2 部作品和《阿木》、《弃宠大灌

篮》、《时空野史录》、《咸鱼哥》、《萌芽

熊》、《姆妈一家》共 8部动画剧集进入

最终路演环节，涵盖科幻、喜剧、动作、

公益等多种题材和类型。黄家康、刘

志江、陈洁等著名动画导演、制片人，

完美世界、阿里文娱、万达影视、腾讯

影业、爱奇艺动漫、娃娃鱼动画、中南

卡通、阿优文化、玄机科技、博采传媒、

鑫岳影视、睿宸影视、思美传媒、赤子

基金、早鸟投资、两点十分、厚道资产

等 40 多家企业和投资机构的代表与

项目方交流互动，活动现场热度爆

棚。其中，由艺创小镇企业西界王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创作的以动物保护为

主题的系列科普动画《摩登大自然》通

过生动有趣的动物形象、轻松活泼的

叙述风格，全方位还原动物生活场景，

呈现了一个动画版的动物世界。该项

目已与全球最大的公益保护基金“世

界自然资金会”合作，在本次创投会上

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吸引了多家投资

机构意向合作。

（林琳）

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

出品，孙茜、李沛泽、郑昊、巩汉林、林

威领衔主演的儿童励志电影《好小

子，好功夫》将于 5 月 31 日登陆全国

院线，届时影片将以热血励志、温暖

欢乐主题与小朋友们、家长一起欢度

六一。

在宣布定档儿童节的同时，电影

首次公布了儿童手绘版先导海报及

热血追梦版预告片，使影片备受瞩

目。《好小子，好功夫》作为儿童励志

电影的突破之作，以“孩子视角”表达

现代家庭关系及以中华武术致敬澳

门回归 20 周年的电影立意，使电影

在同档影片中脱颖而出。

新类型儿童片

六一节倾心上映

《好小子，好功夫》意在通过“孩

子视角”讲述现代家庭关系。著名喜

剧演员巩汉林搭档香港“老戏骨”林

威出演“棋友组合”，“槿汐姑姑”孙茜

变身“都市女强人”与郑昊首组夫妻，

著名小童星李沛泽化身武术小子担

任男主角李乐，三代实力演员同台

“飙戏”，一展精湛演技。除此之外，

伟国、沙溢、艾莉、尤宪超、李木子的

友情出演，王语凝、古典、金子迪、贺

宽、徐汶萱、董佳妮的联合出演也为

本片增色不少。

作为儿童片的突破之作，《好小

子，好功夫》的先导海报特意采用充

满童真童趣的手绘儿童画。蓝色的

浩瀚宇宙中，位于海报中央的小男孩

站在地球之上开心的练着中国功

夫。他的周围被日月星辰、气球、玩

具等梦幻般的元素环绕，意在表明本

片“孩子讲述”的立意。海报下方，橙

色蜡笔字样的片名一跃而出，凸显了

电影的温暖、童趣。该片宣布5月31
日定档，希望孩子与父母一同走进影

院观看《好小子，好功夫》，感受其背

后关于现代家庭关系的教育意义，过

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

“武林有道梦想无价”

少年热血追梦

电影《好小子，好功夫》横跨澳门、

北京、洛阳三地拍摄，讲述的是 12岁

的李乐，从小跟随外公习武，一次偶

然，让他有机会通过参加武术比赛赢

得全家澳门游的大奖，于是他瞒着家

人报名参赛，并想借此促成离异的爸

爸李一然和妈妈何琪通过一起旅行重

归于好。李乐“完美的计划”偏巧被

外公老何发现，老何本打算劝说李乐

退出比赛，反倒被外孙说服，且携手

好友老鞠制造了一起啼笑皆非的“疯

狂游戏”，不料事态却逐渐失控……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将现代文化与

传统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合。

在发布的热血追梦版预告片中，

李乐大汗淋漓、眼神坚毅地站在武术

擂台上，镜头闪现外公的阻挠、父母关

切的眼神、熙攘人群中的逆流，让他的

一招一式在那句“我愿为梦想付出代

价”的心声衬托中，尽显武术魅力。

既是为梦想坚守的坚强少年，又

是渴望阖家团圆的努力男孩。电影

《好小子，好功夫》以李乐的武术之旅

为出发点，结合当下最热话题“儿

童”、“家庭”，通过孩子视角展现现代

家庭关系，使影片幽默童趣，又不失

成人立意，寓教于乐，温暖励志。作

为儿童励志电影的突破之作《好小

子，好功夫》5月31日逗志昂扬，喜卷

而来！

《好小子，好功夫》定档儿童节
功夫小子演绎“曲折追梦记”

为民儿童电影图书馆展映周：

践行儿童电影放映新思路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杭州举办

黄树辉出生于广州从化赤草村，16
岁初中毕业就报名参加从化县乡村电

影放映员培训班、获得放映证书，成为

从化县第一批乡村流动电影放映员。

在黄树辉的记忆中，当年取得电影放映

合格证书、成为乡村流动电影放映员的

门槛非常高。不仅要求有文化、有觉

悟、有责任心，还要求能说会道（翻译成

当地语言）。“流动放映”顾名思义是没

有固定的放映场所，放映设备、设施和

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工作量大且十分艰

苦——电影放映员用一根扁担挑着一

个装上8.75毫米电影的放映机箱子，一

个装着电影银幕的包裹，走村串巷、翻

山越岭至各个村寨放电影。每放一场

都要挂银幕、安装调试放映机。在上世

纪 90 年代电视机进入家庭之前，看电

影是农村不可多得的娱乐项目。每逢

放电影，如同过年过节一样全村老少出

动，“担凳仔，霸头位”，抢占观影好位

置。

1975年2月，广州市从化区赤草村

乡村电影队成立，黄树辉作为初出茅庐

的“愣头青”，上岗不久就被任命为队

长，负责辖区内二十多个行政村的放映

任务。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黄树辉凭

借对电影放映工作的热爱和满腔热情，

凭借超强的工作责任心欣然接受了这

项艰巨的任务。

为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黄树辉和

他的队员肩挑手提，自行车驮着放映设

备，辗转于辖区内的城镇、乡村、学校和

厂矿企业，夜以继日地工作。放映《上

甘岭》、《英雄儿女》、《红日》、《刘三

姐》、《冰山上的来客》等片，如今成了

一代人的经典回忆。每放一场电影，

黄树辉不仅事先对放映设备进行认真

细致地检查和调试，还在放映之余热

情地与当地的工人、农民、师生们交

流，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情

况，将所掌握的好人好事或重要通知

在放映前播报（相当于一个地方的“新

闻联播”），深受观众欢迎，成为观众最

值得信任、支持的人。那时候，无论是

乡村、学校，还是在厂矿企业、机关事

业单位，每到一处都能得到热情接待，

观众的欢呼与喝彩也成为农村电影放

映工作者工作的动力。

■文/ 范丽珍

2018年11月，广州市从化区的“老放映”黄树辉登上了“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舞台，讲述他与电影结缘，自筹资金建从化赤草老电影博物馆的故事，受到社会

各界的关注与新老电影人的敬佩。一个退休的农村放映员，之所以能登上中国电影最

高殿堂，得益于他40多年披星戴月、跋山涉水、风雨无阻为边远山区、工矿企业、中小

学校放电影的经历。

40多年的放映员生涯，黄树辉先后获得中共从化市委宣传部颁发农村电影“单项

先进奖”、“年度电影放映完成任务奖”、广州首届“华语新媒体影展暨艺美奖电影事业

奉献奖等多个奖项，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个人”的荣

誉。退休后，他又自建五层楼办起了“从化赤草老电影博物馆”，发挥余热、担负起传承

老电影文化的历史使命。

如今，虽然影院新片全都实行数字

化放映，年轻一代不再看胶片老电影，

但并不等于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胶片老

电影从此消亡。胶片电影虽然基本退

出市场化运营，慢慢变成老电影人、老

观众的一种情怀，但其歌颂党、歌颂祖

国，讴歌各行各业的英雄，给人们传递

正能量的价值仍在。

2011 年，黄树辉找到良口镇乐明

村的何力钱和太平镇飞鹅村的李灿州

等老放映员，发起成立了从化地区老放

映员协会。同时联系本地区及附近县

市的同行战友，收集了大量的放映设

备。包括各种型号的放映机、发电机、

电影拷贝及其他配件，开始在自己家里

腾出一层120多平方米的楼房，创建了

从化地区老电影放映器材收藏馆。随

着各地老电影人的捐增与收集，一层楼

无法放下这些老电影器材，黄树辉干脆

用整栋楼共五层，自办赤草老电影博物

馆，为中国电影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

历史遗产与财富，为从化地区增加了一

块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黄树辉说，建老电影博物馆的目

的是不忘初心，是对老电影文化的一

种怀念，是一种电影文化传承。黄树

辉完全自费筹建“赤草老电影博物馆”，

从 2010 年开始，到 2017 年 3 月 16 日正

式挂牌，前后花 7 年时间。在海南、湖

南、福建等全国老电影人的支持下，五

层楼全部塞满了老电影机器和相关老

电影设备和电影书画、海报……已收藏

了各种型号的老电影放映机 30 多台，

经典胶片电影 150 多部，还有各式期

刊、电影海报和喇叭等电影器材。经

常为前来参观的爱好者放映胶片老电

影，且不收门票，成为“永不落幕”的老

影院。

近年，黄树辉不忘初心，与“小赖

哥”等老电影爱好者，联系了全省各地

的农村老电影放映员，成立了广东省老

电影协会。带领老电影人精心呵护馆

内器材设备，为中国老电影发挥余热，

宣传中国老电影的历史，为华夏光辉的

历史教育助力，放映《闪闪红星》、《洪湖

赤卫队》、《红日》等片，足迹遍布广州地

区各大中小学校、各乡镇、厂矿企业，为

人们送上一顿老电影的美味大餐，不断

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老电影情结的精

神文化需求，再次使农村老观众回到

“担凳仔、霸头位”的岁月。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随

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我国的市场经

济得以飞速发展，电影放映行业也逐步

走向市场化。因电视、家庭影院、电脑

等新型影像产品的普及，观众逐年下

滑，影院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而改作他

用，农村流动电影放映更是难以为继。

放映员在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制时，集体

出资，放映经费有保障；转为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只能由个人筹集资金，

放映员生活难以为继。放映场次从以

往万众期待一片难求，几乎每天都有放

映场次，变为每月放映一场都难保证。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90%以上农村

放映员转行不再放映电影，各乡镇农村

流动放映队也相继解散。不过，也有少

数热爱电影的放映员仍坚守这个阵地，

自己掏钱添置设备，黄树辉就是其中的

一位。

1993年，《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

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

则》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管35毫米国

产电影的发行工作，改由制片厂与省或

市级发行公司直接交易。从此，中国电

影发行模式，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

型。黄树辉借这一改革政策东风，在赤

草村成立了从化地区第一个农村个体

电影公司(含流动放映队），承包了从化

地区大部分乡镇、学校、企事业单位的

放映业务，并把业务拓展到增城、花都

等广州周边地区和佛山、江门、惠州、清

远、韶关等市。既满足了从化地区的观

众观影需求，又使周边地区的观众仍能

看到优秀的国产老电影。

为扩大业务范围，黄树辉以低价淘

回一些已经解散的电影公司和农村流

动放映队的放映机和电影拷贝，与家

人、队友合力经营自办的赤草农村流动

放映队。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晚上用

6 台机器到六个地方放映。有时因同

一部影片拷贝一起放不够用，只好全家

老小齐上阵“跑片”。随着业务越做越

大，先后购买了 16 毫米放映，103、104
解放牌35毫米放映机。

1995 年，为满足观众遮风挡雨的

观影需求，黄树辉在赤草村父辈的宅

地上用石棉瓦盖了一间 90 平方米，

120 个座位的“赤草放映院”。当时刚

好碰上房地产开发，放映讲述新婚学

校故事的《结婚以后》普及婚育知识，2
元一张票成为精力旺盛、收入低的民

工最爱。放映进口催泪片《卖花姑娘》

5 元一张，承诺“不哭不要钱”，结果观

众哭得一塌糊涂，小卖部的纸巾销量

直线上升。

多年来，黄树辉的努力没有白废，

1995 年，赤草电影队被从化市电影公

司评为一九九四年度电影放映工作完

成任务三等奖；黄树辉本人先后在

1996年、1999年、2000年等获得由中共

从化市委宣传部颁发农村电影“单项先

进奖”等多个奖项。1999年12月，鉴于

黄树辉在电影放映行业所作出的突出

贡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其

“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个人”的光荣

称号。

职业生涯之初，黄树辉取得了

8.75MM（一种中国 1965年自主研发便

于携带的窄胶片电影，专为偏僻的农

村、山区、边远地区、海岛及其他交通

不便地区的群众看电影而专门设计的

片型和放映机）放映资格证，没有专门

学过机电专业知识，全凭对放映事业

的热爱与忠诚，虚心学习的积极态度，

在放映中边干边学，认真钻研每个放

映细则；不耻下问与同行互相学习、交

流，成为放映行业的技术骨干，受聘请

为从化地区技术指导，为本地区放映

员培训放映技术和维修电机放映机技

术，主持和参与研究重大的电机放映

机维修难题。

当时的放映条件不理想，胶片拷

贝洗印成本高且不能多洗印，放映场

次多了易磨损消耗，导致影片质量

差。特别是中国独有专为农村放映

的 8.75MM 轻便小机，所生产的影片

数量不多，放映机卡片停机维修，胶

片拉断重接是常有的事。若在故事

情节最激烈时卡机、断片维修，观众

就会响起一遍嘘声、骂声，有些甚至还

会撒泥沙……为让观众持续看好一场

电影，黄树辉不仅在放映时眼睛总是

盯在电影机、银幕上监控放映质量，且

在平时钻研放映技术和练习胶片接驳

技术，做到精益求精，尽可能在放映中

减 少 卡 机 、断 片 的 停 映 时 间 。 从

8.75MM 到 16MM，又 从 16MM 到

35MM……各种型号的电机和放映机，

都能熟练操作。不管遇到多大、多复

杂的问题，他都能及时维修和处理，轻

松地排除故障。

2011 年，鉴于黄树辉过硬的放映

技术业务和超高的团队协作能力，从

化区电影公司指派其担任全区数字电

影的创建与普及工作。于是黄树辉带

领一班技术人员，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了区电影公司交给的全区电影胶片转

数字放映的任务。

不忘初心自建怀旧老电影博物馆

电影转向市场成了个体户

刻苦钻研技术精益求精

“愣头青”挑大梁任放映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