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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化 百姓乐享新生活
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在家门口看一场电影、欣赏一场文艺
演出，走进博物馆与历史对话，在图书馆
享受阅读的乐趣，或跟家人一起参观一场
主题教育展览，生活过得惬意而多彩。在
青海，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我省
群众充分享受到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我省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满足了群众多元的文化需求。遍布青海
各地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不仅设有
乡村舞台、文化活动室、文体广场，还配
备了文体广电设备。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民间剧团提
供演出场地的同时，还提供党员教育、社
会公德、普法、科普、技能培训等多方面
的服务。民间文艺团队更是把党的好政
策宣传到了各地，一支支民间文艺团队
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将创排群众喜闻乐
见的优秀剧目送到群众身边。

为实现阅读方式现代化、阅读服务
智慧化，我省各地图书馆、文化馆纷纷拓
展线上业务,并以“云直播、云展览、云讲
座”形式，让读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更
多形式新颖、互动性强的阅读活动。各
地的博物馆一改“高冷”形象，以不同形
式让文物“活”起来，通过不同方式与观
众实现互动。

不仅如此，“文化+互联网”“文化+
科技”“文化+创意”等跨界融合发展模式
正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青海人“文化
餐桌”正在不断
添加时尚新鲜的
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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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周放映影片时是村
庄里最热闹的时候。现在，一座
座新建的村文化广场、农家图书
馆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村民们的面貌
焕然一新。”许国强说。

作为一名基层电影放映员，
在 30多年露天电影放映生涯中，
许国强在电影放映机后、白色幕
布前，见证了青海各地群众文化
生活的昔日与今时。

许国强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铁盖乡吾雷村村民，上世纪
八 九 十 年 代 ，很 多 家 庭 没 有 电
视，看电影成为农牧民难得的休
闲。1988 年，许国强成为一名电
影放映员，开始了自己的光影人
生。

看电影是享受，但放电影并
不轻松。村与村之间相隔最少有
几十公里，多的则上百公里。许
国强和妻子用家里的一头小毛驴
和一匹马作为交通工具，带着 6
部胶片电影、一部放映机、一台
发电机以及燃油等二百多千克的
设备，在山路间行进。

“有时候遇到大雨，我们就用
塑料布搭起一个简易的帐篷躲
雨。有时候天气实在太冷，我们
就去当地的牧民家借宿。设备总

重量达五十多千克，担心停电还
要带上发电机。”许国强说。

回忆起放映露天电影时的
那 些 火 热 场 景 ，许 国 强 有 些 激
动 ，每 当 他 们 到 一 个 村 庄 放 电
影 时 ，邻 村 的 许 多 村 民 会 专 程
赶 来 ，最 多 时 有 五 六 百 人 一 起
观 看 露 天 电 影 ，虽 然 电 影 放 映
完 已 是 深 夜 ，但 是 喜 悦 和 满 足

之情溢于言表。
30余年间，他跋涉 20多万公

里，放映 7800 多场电影，观众达
40 多万人次。岁月流转，电影记
录着各个时代的更迭和故事，而
电影之外的变化，则深深烙印在
许国强的记忆中。

当放映工具从沉重的胶片机
变成轻便的数字机，许国强的放

映 生 活 也 发 生 了 一 些 变 化 ，如
今，家家都有了电视机、通了互
联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日
益完善，绿道散步、跳广场舞，到
村文化广场看演出等精彩的文化
活动让农牧民的文化生活变得越
来越丰富。

许国强依然用自己对电影
放 映 工 作 的 热 爱 和 执 着 ，坚 持
在 基 层 放 映 露 天 电 影 。 不 久
前 ，政 府 为 许 国 强 配 备 了 一 辆
全 新 的 电 影 放 映 车 ，他 将 坚 持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留一代人
的记忆。

在青海各地，像许国强这样
的 放 映 员 ，他 们 的 足 迹 踏 遍 高
原，用影片串起文化生活的点滴
变迁。在许国强看来，虽然下乡
放映时前来观看电影的人数不如
过去，但一部部优秀的电影能带
给大家知识与欢乐，这也是他从
事这项工作的价值。

过去十年，青海大地上一家
家乡村图书馆陆续开放，一场场
文化惠民演出吸引眼球，一个个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扎根基层，
更多公共文化服务飞入寻常百姓
家。全省累计开展各类文化惠民
活 动 9 万 余 场 次 ，服 务 群 众 近
4000万人次。

文化惠民演出丰富牧民精神生活。图片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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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数据看

近年来，我省各地通过新建、改造、提升资源整
合等方式，形成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
了群众的文化需求。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文化活
动遍地开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文艺
精品层出不穷，文化惠民政策的不断落实让百姓真
正享受到文化福利，有了更多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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