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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县县有有了了放放映映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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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潍坊坊放放映映经经验验全全国国推推广广

    电电 影影 承承
载载 着着 社社 会会 教教
育育 的的 功功 能能 ，，
这这 一一 功功 能能 自自
电电 影影 在在 中中 国国
诞诞 生生 起起 就就 得得
到到 了了 较较 高高 的的
重重 视视 。。 新新 中中
国国 成成 立立 后后 ，，
电电 影影 不不 再再 是是
城城 里里 人人 的的 专专
属属 ，， 潍潍 坊坊 组组
建建 电电 影影 放放 映映
队队 伍伍 ，， 把把 电电
影影 送送 到到 乡乡
村村 ，， 实实 现现
““ 村村 村村 挂挂 银银
幕幕 、、 户户 户户 看看
电电影影””。。

  1950年，潍坊市第一个电影放映
单位益都电影队建立，益都县（今青
州市）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杨敬之担
任队长，韩冷寒担任副队长。
  这支放映队的前身是韩冷寒负责
的益都县新益电影队。韩冷寒是青岛
人，1948年带着自己的一套日产罗拉
35毫米提包机，跟随益都东关人钟少
卿到了益都，在基督教堂放电影，但
受历史条件限制，只能放映《千里送
京娘》《松花江上》约10部片子，到
年底就不想再放映了，萌生去意。
  1949年春，在益都县副县长李魁
德的极力挽留下，韩冷寒和团队留下
来，又招了三名放映员，六人组成新
益电影队。直到1950年春，可以放映
的片子多起来，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桥》上映，韩冷寒又借来《百万雄
师过大江》，点燃电影放映之火，也
彻底让他留在益都，成立益都电影
队，在原有设备基础上，又购进一台
苏联产天机放映机。
  这是潍坊电影放映最初的星火，
潍坊电影放映的大幕徐徐拉开。

放映员走乡串村放电影

各队伍年收入六七千元
  1950年7月，潍坊市中苏友好协
会电影队成立，从上海购买了一台美
国产1 6毫米二手放映机，美国产
PE—75型、输出功率1500W的发动电
机台，还购买了美国产小型卡车作为
运输工具。电影队设在中苏友协院
内，6间平房，居住、工作二合一，
条件极为简陋。
  放映员开始了走乡串村的放映生
活，影片主要有《中华儿女》《白毛
女》《大地重光》《小二黑结婚》及
苏联影片《攻克柏林》《勇敢的人》
《保卫察里津》等。
  1953年3月，昌潍专区派8名放映
员参加省里的训练班，8月份结业时
成立山东省电影教育工作队昌潍专区
中队，中苏友好协会电影队并入昌
潍专区中队，昌潍专区中队下设5个
队，在全区各地巡回放映，影片由
省供给。那时用的设备都是进口
的，两个队使用苏联进口设备，两
个队用捷克进口设备，另有一队使
用美国进口设备。5个放映队，只
有一队有辆丰田汽车运输，其他各
队都是马车运输，各队配备了一辆
自行车。
  每个放映队一年工作250天左
右，放映260到280场次，收入六七
千元。放映的影片有《白毛女》
《钢铁战士》《胜利重逢》以及
苏联电影《青年近卫军》《被开
垦的处女地》等。
  至1955年，昌潍专区中队发
展到8个放映队，根据上级指示下
放到各县，由此各县都有了电影
放映队。

副县长极力挽留放映人

首个放映队在青州成立   1978年5月起，潍坊的电影院全部实行敞门
入场办法。
  1980年春节，潍坊柴油机厂俱乐部、昌潍军
分区礼堂和拖拉机配件厂礼堂三个俱乐部首次在
地区驻地实行两条线排片。
  1981年，东风影院建成。
  1982年，坊子在六马路原露天影院旧址建简
易影院。
  1982年5月，各县电影管理站改为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地区电影公司起草《农村电影管理站
管理暂行办法》。
  1983年4月，成立潍坊地区科学电影协会。
  1984年，中国电影公司根据电影经营衰退的
状况，在城市发行《白发魔女传》等香港影片，
并采取浮动票价措施，经济收入得到好转。
  1986年底，农村看电影难的问题基本得到
缓解。
  1988年，重点发行获国际大奖的影片《红高
粱》，并首次实行单片超收有奖办法。
  1991年，全市《焦裕禄》《开天辟地》《大
决战之辽沈战役》(上、下集)、、《大决战之淮海战
役》(上、下集)、《周恩来》等8部重点献礼影片
实现放映收入190余万元，发行收入近100万元。
  1993年，全市农村再搞电影预收费，农村16
毫米电影放映基本停映。
  1997年3月，各县市区电影公司办理电影发
行经营许可证和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
  1998年初，潍坊影院重新开业。
  1998年9月，文华影剧院正式开业。
  1999年3月，《中国电影市场》杂志“电影
之子”栏目刊发照片和文字，介绍青州市电影发
行放映公司经理吕序夫的事迹。
  2 0 0 1年底，全市电影市场转换工作基本
完成。
  2 0 0 2年，国内电影发行放映院线制正式
施行。
  2002年7月，中天电影城加入山东奥卡新世
纪电影院线，成为全市首家加入院线的多厅
影院。
  2007年12月，潍坊市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同时
全面启动。
  2009年3月，全市电影行政管理职能由市、
县（市、区)文化部门调整划归各级广电部门，所
属电影企业一并划转，电影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
  2010年1月，潍坊中影国际影城正式开业。
  2010年，开展电影放映进社区活动。
  2011年12月，潍坊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
举行成立揭牌仪式。
  2019年3月，潍坊市首部由本土影视公司
全额投资、独立完成的院线电影《幸福俏
冤家》在全国院线上映，并获2019年度山
东省影视精品专项资金60万元。
  2020年，山东泰岳兄弟影视有限
公司拍摄的《疯狂的足球》、山东笃
乐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拍摄的《柳
毅传奇》，获评2020年度山东省
影视精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2020年8月，中宣部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会同山东省
共同开展的“决胜小康·奋
斗有我”公益电影主题放
映活动启动仪式在潍坊
安丘市举办，按下农
村公益电影标准化放
映的“快进键”。

潍坊电影大事记（1978-2020）

  1959年，昌潍专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
立，全区放映单位发展到60个，年发行48个
节目、120个拷贝。20世纪60年代，潍坊成为
全国农村电影普及的标杆。1962年，平度县
试点“村村挂银幕、户户看电影”的规划放
映模式，1964年经验推广至全国。1964年底，
《槐树庄》《夺印》《李双双》《白毛女》
等7部影片放映8000余场，观影约1000万人
次，占农村放映总场次的90%。1976年10月，
一度停映的影片陆续恢复发行，至1977年底
昌潍地区共放映20.33万多场。

  电影放映室的光从未熄灭，只是换了种
语言诉说永恒。当时光在胶片上凝固，杜比
数字音轨彻底取代光学声迹，百年胶片完成
谢幕礼，潍坊电影放映正以数字化的方式获
得新生。
  如今，潍坊市大力推进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程，350余支农村电影放映队长年活跃在
田间地头，年放映70000余场，覆盖全市6000
多个行政村。潍坊市还实施公益电影“六进”
工程，通过进农村、社区、校园、企业、机
关、军营，进一步扩大电影的覆盖面。

村村挂银幕户户看电影 潍坊创新放映模式

  电影杂志的出现是电影史、电影传播史
上的大事。潍坊虽然没有创办过电影杂志，
但在信息传递不是很方便的年代，潍坊的电
影公司已经考虑到如何方便人们获取电影信
息的问题。
  1977年10月，昌潍地区电影公司创办的
内部刊物《电影介绍》出刊，向观众推荐和
介绍电影新片，刊登影评文章和国内外电影
信息，创刊号8开4版，发行1000多份。
  当时，省电影公司每月16日至18日定好
各市排映表，《电影介绍》编辑们选稿、画
版，交付印刷厂，每月24日各县电影公司到
地区开会，会准时收到新一期的《电影介
绍》。刊物刊发影片介绍、主创信息、排映
表等，还有“观众反映”等栏目，随着稿件
增多，还有了固定的撰稿人。

  1984年至1985年，《电影介绍》更名为
《十笏影苑》。该刊物于1993年12月停刊，
共出版190期，最高印数达到1.6万余份。
  电影评论是对电影进行宣传推广的方式
之一。1989年6月，潍坊市影评学会成立，撰
稿人可以凭证免费观影，撰写影评。学会征
集影评4600余篇，其中120余篇在山东省“银
光奖”评选中获奖，《电影〈开国大典〉中
细节的得失》《吐纳英华 莫非性情——— 从
电影〈焦裕禄〉的成功看艺术家创作之路》
等还获过全国奖。
  宣传画是电影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2年春节期间，潍坊市（县级）文化局与
昌潍专区电影公司联合举办了电影宣传画展
览，展出优秀电影宣传画207幅，观展1.4万余
人次。

  岁月如歌，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的某
些情节或许会被人淡忘，但有些旋律总是历
久弥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观众能
够了解到中国早期电影史，更多的是电影歌
曲的历史，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
《风云儿女》的插曲，《我的祖国》是电影
《上甘岭》（1956）的插曲，乔羽作词的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少儿电影《祖国的花
朵》（1955）的主题曲，儿童歌曲《小燕
子》是故事影片《护士日记》（1957）的插
曲，《北风吹》《敖包相会》《弹起我心爱
的土琵琶》等都是电影中的插曲，或许很多
人并不能讲出这些老电影的情节，但这些经
典老歌一直被传唱。

  关于电影歌曲，著名音乐大师杜那耶夫
曾经说过：“电影这一伟大和大众化的艺
术，它不仅和歌曲并肩前进，还产生了歌
曲，传播了歌曲。”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既
是电影的任务，也是它的功能。因此，电影
歌曲成了电影大众化的最好工具，反过来又
因为电影而得到流传。
  20世纪70年代，电影歌曲很流行，潍坊
的书店却没有专门的电影歌曲集出售，为了
更好地宣传电影，昌潍地区电影公司编印了
一本《电影歌曲》，收录了《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冰山上的雪莲》等13首电影插曲，
薄薄的小册子印了数千册，很受群众喜爱，
销售一空。

  电影宣传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幻灯、宣传
画、刊物等各种形式，帮助、引导观众看
好、看懂电影，正确理解电影内容，在娱乐
中受到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放映前通常加映幻灯
节目，以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宣传，因此，幻
灯机成了每个放映队必备设备。最初的幻灯
节目比较简单，为单线平图，以文字为主，
解说词也很简短，对观众的吸引力有限，每
逢幻灯片行将结束时，总会有观众相互提醒
不要再讲话了，“电影要开始了”，于是观
众立马收声，静等影片开场。
  随着创作人员的努力，幻灯画面逐步出
现彩绘、年画、国画、木刻、素描等形式，
美工人员还会根据节目的要求绘制远景、近
景、特写镜头，各种画面特技也被运用到放
映中。1960年，诸城县电影队与广饶、掖县（今
莱州）、肥城等县电影队在北京电影技术革新
展览会上作了双镜头、三镜头幻灯表演，引

起不小的轰动，他们还制作了玉米常见病虫
害防治的幻灯节目，为农民打开科技之窗。
  在幻灯画面日益丰富、生动的同时，幻
灯音响也在发生变化。1959年，诸城县电影
队用录音机给解说伴以同步音乐，增加了放
映效果。后来，对口词、数来宝、山东快
书、京剧、吕剧、茂腔等文艺形式被运用到
解说中。1982年，益都县电影公司李红霞在
秦皇岛“三北”鲁豫计划生育题材幻灯汇映
会上，一人分饰多角，用京剧唱腔演唱了幻
灯节目《人民的心声》，获最佳节目奖。潍县
1978年绘制的幻灯《潍县木版年画获新生》由
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成电影，《贴年画》被中
央新闻纪录片厂拍成纪录片《放映之前》。
  为了提高幻灯质量，各级电影队（公
司）开始从社会上招收有绘画、说唱才艺的
人。从1960年至1993年，全市共创作200多个
幻灯节目，其中57个节目获省级以上创作奖
和优秀节目奖。

幻灯节目内容丰富 提前热场配合宣传

《电影介绍》刊出190期 最高印数达1.6万余份

电影音乐历久弥新 经典老歌传唱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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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用的手动倒片机。袁增海 供图

  20世纪80年代流动露天放映用的16毫米放
映机。袁增海 供图

  20世纪90年代电影院用的座机。袁增
海 供图

幻灯片   20世纪90年代流动放映的35毫米
宽银幕提包机。袁增海 供图

韩冷寒

《电影歌曲》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