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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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策划

浙江嘉兴藏着一家“九斤电影珍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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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题材电影用影像抒写山乡巨变

《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影片有望年内推出

充分发挥电影的价值引领和导向作用
记录好呈现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壮举

本报讯 6 月 9 日，浙江省

电影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

开，分析电影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对今后一段时期推动

浙江电影高质量发展作出

研究部署。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浙江省影视企业积

极应变，化危为机，目前正

在有序开展复工复产，有些

方面达到甚至超过去年同

期水平。以横店影视城为

例，当前共有 111 个剧组在

横店拍摄及筹备，刷新去年

同期数量纪录，在横店剧组

人员达 1.1 万余人，比去年

同期增长 18%。

如何在新的起点上谋好

中国电影的浙江篇章？会

议强调，要把握建设“重要

窗口”的浙江电影使命，用

好“三地一窗口”的优势，抓

好重大题材电影创作，挖掘

生动素材、创作感人剧本、

拍摄精彩影片；认清浙江省

电影工作的强项和短板，继

续 做 强 市 场 体 量 、产 业 集

聚、政策体系等优势，加快

解决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电影行业人才不足等问

题，不断优化电影产业发展

的“生态土壤”，齐心协力建

设影视文化创新中心和影

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切

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的电影纾困工作，打好精准

帮扶组合拳，抓好影院帮扶

急需处；抓住“出好片子”这

一中心任务，抓好重大题材

电影创作，提高讲好故事的

能力；强化“龙头带动”，做

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壮大

一批重要平台、推进一批重

大改革，提升浙江省电影整

体实力；抢占“网络运用”新

领域，用好新技术、发展新

业态，站上互联网电影发展

“风口”，推出更多适应网络

放映的好影片。

（详见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郑中砥）2020 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完成既定目

标任务带来了挑战，但到 2020年现行标

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

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人类减贫事业的历史高度，精心谋

划中国精准脱贫工作，对推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

略指引并躬身践行。当前，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在凝心聚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一批如黄文秀、

张渠伟这样的优秀干部将他们的青春乃

至生命献给农村、献给土地，谱写了脱贫

攻坚、乡村致富的赞歌。

回顾新中国电影史，表现农村变化、

农民生活的优秀影片层出不穷。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政策驱动到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电影人的大胆创新，农村题材影片

经历了创作风格和美学追求上的流变。

《白毛女》、《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

人》、《喜盈门》、《乡情》、《许茂和他的女

儿们》、《血色清晨》、《香魂女》、《凤凰

琴》、《孩子王》、《湘女萧萧》、《人生》、《老

井》、《野山》、《被告山杠爷》、《喜莲》、《男

妇女主任》、《那山那人那狗》、《一个都不

能少》等，勾勒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山乡

巨变图景，也呈现了农民精神风貌的变

化曲线。

进入21世纪，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

程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的先后实施

再次让农村电影焕发生机。《我的父亲母

亲》、《美丽的白银那》、《漂亮的女邻居》、

《美丽的大脚》、《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

《暖春》、《上学路上》、《沉默的远山》、《花

腰新娘》、《阿妹的诺言》、《香巴拉信使》、

《山乡书记》、《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

《天狗》、《村官过大年》、《十八个手印》、

《走路上学》、《我是花下肥泥巴》、《碧罗

雪山》、《额吉》、《老寨》等一大批影片展

示出新世纪中国农村发展巨变和人们思

想观念、情感状态的革新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洞村》、《失

孤》、《土地志》、《天上的菊美》、《真爱》、

《索道医生》、《百鸟朝凤》、《最后一公

里》、《春天的马拉松》、《丢羊》、《旋风女

队》等影片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的新

风貌，《我和我的家乡》、《秀美人生》多部

反映脱贫攻坚的新片也正在拍摄制作

中。 （详见第3-7版）

本报讯 新冠疫情席卷全

球，“居家隔离”成为了全世

界人民生活的常态，应对疫

情所启动的隔离措施催生

了“云娱乐”、“宅经济”等一

系列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

的远程娱乐方式。在全球

范围内，流媒体都是因此获

益较大的行业之一。

与 此 同 时 ，全 球 影 院

“停业抗疫”，电影主要放映

渠道缺失，之前多部定档院

线的影片选择在流媒体平

台播放，因此引发了院线、

影院和发行方的抗议和抵

制。

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情况

下，现金流对于企业运营的

重要性凸显，片方处于回笼

资金等考虑将影片提前变

现 ，行 业 其 实 无 需 过 度 反

应。毕竟在目前的行业规

则和市场条件下，流媒体平

台不论是在观影体验还是

商业回报上都无法和院线

放映相提并论。

通过这次争议，让整个

行业认识到了科学技术进

步以及渠道便捷化和多样

化所带来的冲击，电影人需

要在内容为王的基础上，积

极拥抱传播技术与载体的

革新和竞争，在服务和体验

方面进行升级，为观众提供

更加优质的观影体验。

（详见第9-11版）

本报讯 在嘉兴海宁许村

镇科天公路边上，藏着一家

“九斤电影珍藏馆”。这个博

物馆的主人徐九斤，此刻正在

一个小房间里拉起电线、架上

放映机、装好胶片……一曲李

谷一的《心中的玫瑰》流泻而

出，白墙上投影出很有年代感

的画面。“这是 1980 年的电影

《泪痕》，男主角凭这部片子获

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

最佳男演员奖……”

说起电影，徐九斤开始精

神奕奕。他是一名工龄 37 年

的乡村电影放映员，在这漫长

的 10000 多个日子里，他为

600多万群众放映电影两万多

场次，总行程超过 35万公里，

相当于走了 28 趟长征。这串

数字，既意味着艰辛和付出，

也代表着成就和自豪。

37年的电影放映人生，让

徐 九 斤 成 了 电 影 的“ 活 历

史”。每一代放映机、每一张

电影海报、每一卷电影胶片、

每一张电影票……只要跟电

影放映相关的一切，在徐九斤

看来都弥足珍贵，被他小心珍

藏。

（详见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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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宣部举行“走向

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报道活动

启动仪式，全面启动“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重大主题宣传。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小康承载初

心、小康属于人民，要记录好呈现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壮举，充分

彰显我们党担当使命、一诺千金的

不懈追求，展现人民群众共建美好

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汇

聚起坚定信心克难关、同心同德奔

小康的强大力量。

电影作为解读、宣传“中国梦”的

有力载体，肩负着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的职责与使命。近两年，电影

生产力不断提高，精品力作不断涌

现，疫情期间创作者热情不减，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了多个重点电

影项目的推进工作。其中反映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题材的电影《我和我的

家乡》、《一点就到家》等有望在 2020
年内上映。其中，电影《我和我的家

乡》以段落式为基本结构，围绕党的

十八大以后祖国城乡的喜人发展、以

及广大老百姓欢欣鼓舞迎小康的主

题而进行创作。

广大电影创作者表示，当前我们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时代，党领导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有

丰富的社会生活图景和奋斗历程，这

是电影创作的宝藏。我们要大力提

倡积极的现实主义，生动表现现实生

活中的真善美、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

真善美、社会主流价值所追求的真善

美，用积极的创作态度去挖掘生活中

温情的、感人的、向上向善的故事和

人物。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

局长王晓晖不久前在电影系统应对

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坚持

“内容为王”，进一步激发创作生产活

力。要着力保障重点影片的创作生

产，做好重点选题规划，鼓励优秀制

作团队、创作人才强强联合，不断推

出优秀影片。

扶贫题材影片《千顷澄碧的时

代》导演宁敬武表示，中国电影人需

要拍摄出更加饱含思考和生活体验

的电影作品提供给观众。《千顷澄碧

的时代》希望用现代电影的真实力

量，展现脱贫攻坚战中干部群众的血

性付出，同时以改变中国命运的使命

感，激发青年观众的共鸣。

《守岛人》导演陈力认为，王继才

坚守岛上的这 32 年当中，岛上几乎

没有变化，但这却是中国改革开放巨

变的30年。影片会用岛外和岛内的

对比，体现出大时代背景下平凡英雄

的所思所想。 （更多报道见第2版）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主管：国家电影局 主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出版：中国电影报社 网址：www.chinafilmnews.cn 2020年06月17日 第23期 总第1655期 定价：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