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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益 电 影 点亮群众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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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百姓节假日文化生活，培育
群众观影习惯，让广大群众在节假日期
间享受到免费又精彩的文化视听盛宴，
近日，北京海淀区文化馆携手龙徽
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在龙徽1910文
化创意产业园露天公益电影放映现场，
为当地群众带来《熊出没伴我“熊芯”》
《满江红》《哥，你好》《钱学森》《蓝色防
线》等电影大片。

随着夜幕降临，在龙徽1910文化

创意产业园露天公益电影放映现场，不
少附近居民扶老携幼，悠闲地围在放映
机周围，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共同欣
赏经典电影。公益电影放映为居民们呈
现了一场视觉盛宴，不仅给大家带来良
好的视听效果和观影体验，也增进了邻
里感情，让城市的夜晚更加“有声有
色”。

“最近天气很好，秋高气爽，傍晚带
着孩子来这里看电影，有点儿露营的感

觉，孩子很开心。”住在附近的居民谢女
士说。

近年来，海淀区文化馆不断探索
“公益电影+”发展模式，通过持续打造
区域性电影公益放映点，创新产品供给
模式，为公益电影增容赋能，促进公共
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将更多好看、大家
爱看的公益电影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让公益电影
点亮城市的夜晚，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江西大沙镇官山村：
公益电影让夜晚“有声有色”

近段时间以来，一到傍晚，江西省九江市总工
会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大沙镇官山村祖厅就逐渐
热闹起来。村民们陆续进场，有序坐在长板凳上。
放映员调试音响设备，老人畅谈、孩子玩闹，邻里
间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随着一束光聚在幕布上，电影准时开场。夜色
里，村民们聚精会神地看电影，一块幕布、一台放
映机、一束灯光，点亮了官山村村民的夜生活。

此次观影活动由九江市总工会驻村工作队组
织。刚担任官山村驻村第一书记不久的工作队成
员邱东兴，在一次入户走访中发现，村民们的夜间
文化活动普遍单一，大家吃完晚饭后就在家闭门
不出，或打牌，或玩手机。于是，市总驻村工作队提
前摸排村民观影需求，主动联合大沙镇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队，利用村里的法律明白人广场、祖厅、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免费为村民放映电影。

一部部光影交错的公益电影，让村民以往单
调乏味的夜晚变得“有声有色”，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增强了村集体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据《工人日报》、《淄博日报》、海淀发布、呼伦
贝尔发布等）

“多亏了公益电影放映，我才在家门口
看了《战狼2》等影片。这些影片，不仅让我
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更感受到了政府对群
众的关爱，心里很温暖。”10月16日，山东
淄博市恒大帝景社区居民边学峰高兴地说。

近日，由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光影同行 清凉消夏”城市公益电影室外展
映活动完美收官。从社区到公园，从工地到
广场，畅享在这300场次的文化光影盛宴
中，每一个人都是幸福和喜悦的。

安排在花山公园的城市公益电影室外
展映地，正位于公园内开放的共享绿地上。
每到观影时，人们三五成群，慵懒地坐在柔
软的草地上。夜晚清凉的风驱散了人们一天
的疲惫，抬头仰望又见满天的繁星相伴。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山坡上的全民‘星

空影院’，奢华的光影盛宴。”家住高新区的
邢漫林在朋友圈晒图，引来了众多好友的点
赞和转发。

“本次城市公益电影室外展映活动是利
用2023年度城市公益电影放映平台，结合
文化‘两创’新标杆打造工程开展的一项新
的文化惠民举措。”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广
播影视科科长董学锋介绍，该活动自7月份
开始，围绕建军节、七夕节、教师节等节庆，
在张店区、高新区、经开区主城区范围内的
消夏纳凉场所，开展了军旅、爱情、师恩、校
园、老年、国庆六大主题的放映展映活动，获
得了参与市民的高度认可。

本次活动精选了《红海行动》《战狼》《长
安三万里》《穿过寒冬拥抱你》《金刚川》《我
和我的父辈》等40余部主旋律优秀国产影

片，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电影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健康文明的
重要文化娱乐形式。开展公益性电影放映活
动，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手段，
对于保障全社会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现在的电影票均价在40元左右，这对
于部分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开支。我们每次
的公益电影放映，按照要求，所选的影片都
是在院线播放的关注度比较高的大片，因
此，前来咨询、预约的市民也很多。每次看到
观影的市民尽兴而去，都能从他们身上感受
到好的电影作品带给人的力量。”齐纳国际
影城宏程店相关负责人韦福萍表示。

公益电影放映不仅在城市，农村亦是公
益电影放映工作的重要战场。

“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是党和国家关心农
民，服务农民的惠民工程。我们‘以需定供’
的方式，遵循群众影片需求，按照一月一村
一场电影的任务目标，在全市广大农村地区
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标准化放映活动。”董学
锋介绍说，为确保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质量和
覆盖率，每年3月底前，完成招标采购放映
服务工作，夏秋两季完成全市3086个放映
村庄放映公益电影3.7万余场放映任务，让
一部部被期待、有感情、有温度的公益电影
直达村民的家门口。

此外，还有公益电影进校园、进工厂、进
军营……公益电影每到一处无不彰显着文
化育人、文化润心的力量。

山西文水：
公益电影助力乡村振兴

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质效，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走深
走实。文水县公益电影助力乡村振兴百部影片进
农村活动启动仪式近期在山西文水县孝义镇孝义
村村委会举行。

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1日至10月31日，重点
展映一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乡村振兴题材的优秀电影作
品，大力奏响新时代光影颂歌，充分发挥电影的价
值引领和宣传导向作用。影片题材包括红色、励
志、农村、教育、缉毒、反诈等6种类型。

启动仪式上，文水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要
借助电影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着力提
升农民精神风貌，积极培育文明乡风，提高乡村文
明程度，充分利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等形式，加大
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全县广大基层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力量助力全县乡村振兴
工作扎实开展。

内蒙古呼伦贝尔：
举办电影公益放映管理

与技术培训班

10月18-20日，2023年呼伦贝尔市电影公益
放映管理与技术培训班在海拉尔区举办。

开班仪式上，将红色电影公益放映、公益电影
进校园、公益电影进景区、公益电影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服务相融合等本地区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案例
进行交流分享。

培训期间还组织召开了旗市公益电影负责人
工作交流座谈会，会上，各旗市区与会人员就工作
上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座谈交流。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由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宣
传部、呼伦贝尔市电影局主办，呼伦贝尔农村牧区
数字电影院线公司承办，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市电
影公益放映技术质量，更好地服务广大农牧民群
众，推动电影公益放映高质量发展。

公益电影放映工作是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的重要举措，直接受众为最基

层、最广泛的一线群众，而主旋律影视

作品最能在无声之中启迪群众思想、浸

润百姓心灵。一方面，要坚持从群众的

需要出发，积极征求居民群众的观影意

向，以此来调整片种、片次，把主动权交

给广大居民，把优质的电影送到群众身

边，带给群众快乐、知识，把先进的思想

意识传达到基层。另一方面，要精心做

好公益电影放映工作，不能止于简单的

放映，要精心组织，合理安排放映时间，

满足居民群众休息时间，确保群众有时

间去观看，最大限度扩大文化惠民覆

盖面。

当下，通过电影来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成了具有创新特征且有效的途径。

为基层注入文化力量、达到润物无声宣

教的效果，基层一线文化站所就需要严

格做好把关工作，对影片内容、播放资

质、播放场地安全性进行统筹审查，用

好“公益电影下基层”这一机会，把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时新红色影

片送到群众身边，让公益电影的文化食

粮惠及更多的群众。此外，每次放映电

影前，都会宣传时下热点的反诈等相关

政策理论宣传片，针对性解决日常性常

见骗局进行一个广泛的宣传，将党的声

音和关怀最广泛地传递到百姓心间。

公益电影进社区得到十分良好的

反响，广大居民群众期待得以常态化、

长效化，这也是“公益电影下基层，文化

服务惠民生”的应有之义。要坚持保障

措施到位，破除目前基层放电影显示出

来的经费不足、补贴力度不大、奖励机

制不完善等大小问题，加大财政扶持力

度，增加基层公益电影活力，确保公益

电影可以有序在基层推进。要坚持选优

配强公益电影播放人员，强化放映技术

培训，培养一批有志于从事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的专业队伍，为他们提供工作便

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扑在为群众

放映公益电影的工作上。

电影下基层，文化惠民心。让我

们一起行动起来，完善创新公益电影

播放流程，激发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以文化之光点亮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助力文化扶

贫，为推动经济、文化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为广袤的基层田野注入文化新

活力。

8月23日，宁夏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胜利社区组织开展公益观影活动，邀请辖区26名楼栋长、热心居民走进电影院集
中观看反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 张玲玉摄

西红柿酱
◎ 刘志洲

西红柿中除了番茄红素，还有B族维生
素、膳食纤维、矿物质、蛋白质及天然果胶等，
谷氨酸含量特高，因此味鲜，肉里的核苷酸也
是鲜味的物质，两鲜相遇，有叠加作用。和新鲜
西红柿相比较，经过一定工序加工制成的西红
柿酱，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具有增进
食欲等功效。

每年霜降前后，母亲都会把菜园里最后一
茬西红柿收回来，做成美味可口的酱，以便冬
日寡淡的餐桌，因为有了色泽鲜红、味道酸甜
的西红柿酱而变得生动起来，让吃腻了咸菜、
酸菜的一家人食欲大增，普通的饭食也能吃得
津津有味。

做西红柿酱不光费体力，还是个技术活。
首先得准备玻璃瓶、橡胶瓶塞等必备的东西，
用开水煮沸消毒，内外烫洗，再用长毛刷从瓶
口伸进去，仔细地刷洗，最后还要倒扣过来，放
在太阳底下晾晒。接着，母亲摘下自然成熟、又
大又圆的西红柿，轻轻放在盆里，注水浸泡，反
复淘洗干净，剜掉虫眼、根蒂、伤疤等。再放入
大铁锅，倒入足够的水，煮沸五六分钟。出锅晾
凉，剥掉表皮，放在沸水消毒过的案板上，再用
刀切成小长条，切碎时流出来的汤汁也不浪
费，一起灌入早已清洗消毒了的瓶子中。每个
玻璃瓶都装八分满，盖上橡胶瓶塞。接着把装
有西红柿的瓶子依次放在蒸笼里，大火蒸三十
分钟，高温杀菌，使西红柿得以保鲜。瓶中的西
红柿在蒸笼里沸腾着，只听瓶塞小口处的管子

“咕嘟嘟”地排着空气，还有少许汤汁喷到笼盖
上。有个别瓶塞松动的，瓶内巨大的空气会把
瓶塞顶开，西红柿酱就会冲出来，那样就做失
败了。

要出锅了，母亲两手拿着抹布，小心翼翼
地把蒸过的玻璃瓶取出来，摆放好，迅速拔掉
用于排气的小管，再贴上白胶布密封。这样，泛
着鲜红色泽的四五十瓶西红柿酱就做好了。等
彻底晾凉后，再把它们移到阴凉干燥的地方，
一排排码整齐，存放半年都不会坏掉。

母亲做的西红柿酱口味醇香，堪称酱中极
品。西红柿酱虽不是母亲的发明，但却是她每
年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那几十瓶西红柿酱，
在整个漫长的冬季，可谓“玉盘珍馐”，能让我
们一直吃到来年的春天。吃面浇上西红柿酱、
做汤倒入西红柿酱、西红柿酱炒鸡蛋、西红柿
酱烧豆腐、西红柿酱拌白糖……不管怎么吃，
它都演绎出醇厚的酸爽，令人瞬间食欲大增。

现如今，西红柿已经成了餐桌上的常客，
人们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怎么吃就
怎么吃，再也不用做西红柿酱了，但味道却大
不如从前了；即便从肯德基、德克士买回来蘸
薯条吃的酱，也没了母亲做出的西红柿酱的清
爽之感了。

青海大通县：
着力赓续河湟皮影文脉
积极推进非遗抢救保护

本报讯（张小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近日，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

“河湟皮影戏”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录制工作。
本次抢救性保护录制工作邀请了来自青

海大通、湟中、湟源、门源、互助和平安的十个
皮影队，共计录制十部戏本。在大通县文化馆
的组织下，四天内各皮影队均完整表演了各自
的剧目，现场伴奏也是严格按照传统皮影戏表
演方式来演奏。录制现场全程以多机位、多角
度并在专业调音设备下进行了录制，以最原生
态的方式开展记录工作，保证了本次抢救性保
护录制的专业性。录制的内容清晰、有细节，严
格按照“河湟皮影戏”的传统表演方式，确保录
制内容符合“河湟皮影”的原汁原味，以便未来
参考传承。

“河湟皮影戏”的抢救性保护录制工作能
够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地记录、保
存，防止非物质文化逐渐消亡，对河湟文化的
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使在传承人中间
出现了断层，后来者也可以观看录制的皮影剧
目来了解、学习并传承“河湟皮影”的技艺，是
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据了解，从2019年大通县文化馆获得“河
湟皮影”保护单位资格到现在，该馆已经保护
并录制了二十余部“河湟皮影戏”表演剧目，将
一部分河湟皮影戏传承人所掌握的核心技艺
记录下来，完成传承人将各自的绝技传给下一
代的心愿，为年轻一代传承前辈珍贵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提供史料参考，让人类优秀的非遗能
够一脉相传、血脉相连。

【第541期】
编者按：近年来，公益电影活动越办越好，多地努力健全电影公益放映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人们多样化观影需求。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旨在用主旋

律电影做好文化惠民工作，为新型城镇居民、乡镇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等更广泛人员提供放映服务，不断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在城乡大

地积极培育文明之风。让我们走进多地公益电影放映现场，看看文化育人、文化润心的力量。

山东淄博：公益电影乐万家文化惠民零距离

北京海淀：文化馆将露天公益电影送到群众身边

让公益电影放映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 李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