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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来自基层联系点的报道

编 者 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65周年，本报今起推出《我和
我的祖国——来自基层联系点
的报道》专栏。广大采编人员
深入基层、走山涉水、踏访故土
家园，用质朴的人物故事，真切
的见闻感受，记录一个个普通
人眼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
变化，展现全省干部群众对建
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
信心和期盼。

本报记者 陈醉 通讯员 吕益君

夜幕降临，61 岁的宁波鄞州
农村电影放映员周咸君习惯性地
整理好“装备”：一块银幕、两个音
响以及一套数字放映设备。

临出门，周咸君一拍脑门，
想起今天是在傅家村放映电影，
村里刚自建了“迷你”影院，长租
了设备，用不上这流动机了。傅
家村的“迷你”影院就在 200 平方
米的文化礼堂大厅里，5 米多宽
的屏幕一搭架，灯光一暗，立马
有了大影院的感觉。今天放映
大片《四大名捕》，影院早已挤满
了人，第一次在村里看室内电
影，村民们兴奋地议论着：“每个
月能不花钱看一两部大片，美得
很。”

“室外”到“室内”，不过几步
之遥，但这条路，农村电影走了几
十年了。

1976 年，周咸君刚入行，电
视还鲜见踪影，农民最多听听广
播。当时的农民文化层次不高，
一场电影足以满足他们最初的娱
乐需求。“当年我们鄞州有 50 多
支放映队伍，可还是供不应求
呀！”

周咸君印象最深的是《红楼
梦》上映，一晚上排了四场放映，
放到最后一个村都已天亮了。“当
年的胶片机比我体重还重，可轮
到哪个村，村民抢着来挑放映机，
一走就是几十里路。到放映点，
几百村民已经等了二三个小时
了，有人稻谷顾不上收，先来抢位
置。”

后来，周咸君所在的周边镇
上建了大会堂，有了固定放映点，
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了农村一件
奢侈而时髦的事。“电影票从 1 角
5 分钱开始卖起，三四年时间就
涨到 5 角钱。”周咸君说，因为受
场次所限，票数也有所限制，所以

普通农民买不到票很平常。等到
电影开场，买到票的看得开心，而
买不到票的，不少则爬上墙头看。

周咸君就这样一天天放映着
电影，享受着农村对放映员的“宠
爱”，而这也是当年农村文化生活
稀缺催生的崇拜。

可是，慢慢地，周咸君觉得自
己“失宠”了，农民家里有了电视
机、电脑，清晰度超过了她的“胶
片机”。“最少的一次，一场只有几
个观众，多的时候也就二三十
人。”可是，价格不低的数字电影
设备难进农村，农村也接受不了
昂贵的商业大片，农民一边羡慕
着城里人看电影，一边却舍不得
掏钱看片。

周咸君或许并未察觉，上世
纪末，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农村潜
在的文化需求不断累积。农民富
裕了，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变得密
切。幸好，时代创造了数字电影，
并把它推向农村。2006 年，宁波
启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政府
每年投入 800 万元，培育了 95 支
本土“放映队”，免费把数字电影
送到各个村。

那一年，周咸君领到了一张
密密麻麻的排片表，她要负责首
南街道的几十个村庄，一村放映
一场，每天无休，不输给旧时农村
电影的辉煌期。一年内，她粗粗
估算，自己放了二三百场电影，而

这个数据放在全宁波市就更多
了。去年，宁波农村电影放映 2.5
万场次，观众1440万人次。

周咸君发现给她配置的“装
备”也不一样了，扛了几十年的大
胶片机换成轻巧的“数字机”，两
个印有“电影下乡”字样的箱子放
在电瓶三轮车上，一溜烟就到村
里了。

“老周，今天看什么片？”“今
天 放 刚 刚 下 线 的 枪 战 片《魔
警》⋯⋯”说这话时，周咸君底气
十足，以前农村一年的新片也就
十几部，现在国家广电总局数字
电影节目平台上几千部的影片可

直接供给农村，城里商业大片一
下线就能进村子。政府还对农村
放映商业大片每场补贴 30 元，要
求农村全年送映的电影新片就不
能少于300部。

如今，一放完电影，周咸君
就会被农民们围着。周咸君享
受这样的“追捧”，今天农村电影
的繁荣远不是三四十年前农村
文化贫瘠下的被动选择，而是，
农民多样化需求推动下的主动
兴盛，“主动权”的改变背后，更
多的是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深刻变革，一切，都烙上了社会
进步的印记。

从胶片机到数字机，宁波农村电影又热了——

一台放映机 看时光变迁

如今的露天电影，一样受农民热捧。如今的露天电影，一样受农民热捧。

永康日报记者 陈李新 张赤奎

本报讯 1 元钱能干什么？可
能连块糖都买不到。记者在永康唐
先镇新河村老年食堂看到，1 元钱
可以美美吃一天三餐。这样的食堂
会不会亏本？村支书胡子贵说：“1
元钱可以挣得全村满满的幸福，
值！”

每天 10 时 30 分，全村 35 位老
人便会准时来到食堂，一日三餐
有 荤 有 素 还 有 汤 。 他 们 吹 着 空
调，看着电视，聊着家常，细数村
里 又 有 哪 些 变 化 。 说 起 老 年 食
堂，施老汉连称“吃得好，环境也
好，很满意”。

施老汉介绍，过去他在儿子家
轮流吃住，但由于儿子们都种了大
片葡萄，每天在地里忙碌，照顾老人
的时间不多，连吃饭也没个准点。
在该村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为此，
村支书胡子贵决定办个老年食堂，
解决老人们的吃饭问题。

为减少浪费，防止一些老人报
名不来吃，决定每天向老人收取 1
元的费用。村支书胡子贵介绍，食
堂去年重阳节投入使用，已运营将
近一年。老年人吃好了，过得好了，
村民与干部之间心也就近了，村里
争吵也少了。经过一段时期运作，
费用却成了问题。旧房改造和基础

设施投入就超过 30 万元，再加上每
月 1 万多元的开支，总投入已超过
40 万元，而收取的伙食费差不多只
有 1 万元。为了让食堂办下去，村
民们纷纷伸出援手，用行动来支持。

“施金叶，豆秆 15 斤。”“胡银
维，南瓜11.3斤。”“施备战，辣椒1.5
斤。”老年食堂门口悬挂的“居家养
老捐赠物资公示栏”上，村民每天捐
献的蔬菜种类和数量一目了然。在
村委会的“爱心账本”上，详细记录
了村里人平素为老人捐赠的财物。
尤其是逢年过节，村民都会自发为
老人捐钱捐物，孝老爱老已蔚然成
风。

由于食堂饭菜可口，环境好，来
的人也越来越多。胡子贵看中了这
一点，他总是把村里的重大决定向
老人们征求意见，将重点工程向老
人们汇报，以便得到老人们的支
持。一些工作中的不足，因老人们
的提醒得到及时补救。

下半年，村里准备对破损的水
泥路进行翻修，并重建大礼堂。这
两件大事，正是老人们提出来的。
如今，只要是事关全村村民利益、需
要集体决议的重大事项，新河村村
委会都会拿到老年食堂，先听听老
人们的意见，再提交全体村民讨
论。老年食堂，俨然成了新河村的
议事厅。

永康新河村老年食堂办得红火

一日三餐一元钱

宁波农村旧时放电影的场景。 资料图片

本报龙泉9月24日电
市委报道组 鄢鸣 潘枫
通讯员 余海敏

13 时 10 分，正是上班族的午休
时间，从事货运工作的叶建康来到
龙泉市行政服务中心：“我的道路运
输证上的车辆二级维护没签证，可
货物当天要运到宁波，不然就要承
担违约责任⋯⋯”

“别着急，现在实行无午休工作
制，马上就能帮你处理好。”看着急
得满头大汗的叶建康，工作人员李
少虹在十分钟内，就为其办好了相
关的签证。“要不是你们有这么好的
服务制度，我今天怕是要赔钱了，太
感谢你们了。”拿着签证的叶建康点
赞办事人员。

为方便偏远地区群众办事，龙
泉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市场监督管理
等办事窗口，率先推出“无午休办
公”。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两年
多。

“以往坐两个小时的车进城，要

等到下午上班后才能办事；现在午
休时间有专人值班，我就少等 3 个
小时，可赶上末班车回家，逛了城，
还省下住宿费。”办理完税务登记变
更 的 宝 溪 乡 村 民 张 明 翠 满 意 地
说。与偏远群众不再吃“闭门羹”不
同，“有时一天要来好几趟”的信贷
员方朝青认为，服务中心“无午休”
制度，打通了急事急办的绿色通
道。他说：“我们再不用掐着点约客
户了，没了断档期，效率高出一大
截。”

“宁愿我们等人来办事，也不能
让群众在门口等着。”龙泉市行政服
务中心主任董庆文介绍，从今年 8
月 4 日无午休工作制度延伸到全部
26 个办事窗口以来，多办理各类事
项475件，极大地方便了百姓。

“为群众办事，就要把表调到
‘百姓时间’。”龙泉市纪委效能办主
任沈汉珍说：“推行‘无午休办公’，
就是把群众的需求和愿望放在心
里，探索更多的便民举措，服务百
姓。”

龙泉探索便民举措方便群众办事

服务窗口不午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