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IT 经理世界

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改进策略
刘传红
（巨野县群众文化服务中心，山东　菏泽　274900）

摘　要：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的开展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产生了强烈反响，深受农民朋友的喜爱。公益

电影在农村所发挥的宣传教育功能是其他任何文艺形式不可替代的。然而，在个别地方的公益放映活动中仍有

不端行为被爆出，严重影响了农村公益电影的信誉。鉴于此，笔者在本文中试图通过论述放映管理工作中的重

要性及改进策略，呼吁同行们注重放映管理，坚守质量底线，把公益电影事业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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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作为国家的一项文化惠民

政策，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而且

对于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宣传国家在新时期

的农村政策，传播先进文化和先进知识。

1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管理工作现状 
公益电影之所以受到农民朋友的推崇和喜爱，这

与它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一是农村电影放映条件要

求相对简陋，便于组织开展；二是电影在广大农民心中

有着很深的渊源和情感积淀；三是现代农村公益电影

采用数字技术播放，其效果较之以前的胶片电影有了

质的飞跃。现代电影技术所展示的人物、场面、故事情

节更清晰宏大，音响效果也更浑厚、更具穿透力，比其

他文化娱乐形式更具震撼效果。融入高新技术的数字

公益电影具有独特的魅力，它以其独特的风格深深地

吸引着农民朋友们。

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群众的物质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不仅要求看到电影，而且对

观看条件、放映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电影放

映工作者，群众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努力目标。那么，我

们如何才能不负重托，为农民朋友奉献高质量的数字

电影，以此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答

案非常简单，那就是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加强和改进

放映管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放映质量[1]。

放映管理工作看起来非常简单，无非是一些放映

流程、操作规范、违规处理办法等等，但要真正做实、

做好，使之成为放映质量强有力的措施保障，还必须下

一番苦功。放映技术管理工作，关键在管理、在落实。

制定一套管理措施并不难，难的就是如何把管理措施

落到实处，落到每一个细节上，使之行之有效。在实际

放映工作中，我们的绝大多数放映员都能严格按照管

理要求，出色的完成放映任务，放映成效显著。但也有

个别放映员由于对公益电影的认识不到位，加之我们

的培训和选拔不严格，致使其业务素质不高，工作上

存在应付行为，认为只要放完电影，走完程序，影片能

够完整上传到管理平台，得到放映场次确认，不影响领

取场次补助就万事大吉，根本不考虑放映质量如何，

群众是否满意；还有极个别地方的放映员存在着场次

造假，以欺诈手段冒领国家场次补助的违规行为。如果

我们的管理人员长期默认这种行为，那么放映和服务

质量就难以保证，群众满意度就不会达标，也就失去了

开展公益电影放映的真正意义，长此以往，我们的公益

电影事业就会衰败甚至消亡。

笔者曾亲身经历过90年代末、20世纪初胶片时代

的电影至暗期，当时，从城市到农村，电影观众微乎其

微，放映活动几近停止，电影形势快速衰落。现在回

看，这固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有关，但放映

工作者对电影形势的认识不足，随波逐流，一味追求经

济效益，长期忽视技术管理与放映质量，以至于不能适

应新形势的变化，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观影需求

却是造成电影形势一落千丈的主要原因。当时，在农村

有一句反映电影现状的顺口溜：“听不清，看不见，模

模糊糊一大片”，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农民群众对电

影质量的观感如何。教训极其深刻，作为现代电影放映

工作者应从中吸取教训，受到警示，要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坚持把放映管理放在首位，把放映质量和群众

满意度视作生命，严格把关，绝不让历史的一幕重演。

电影放映技术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细致、系统

性的工作，好的管理措施能够激发放映员的能动性和

积极性，能够对放映活动产生约束力。比如，如果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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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没有严格按照管理规定、操作规范开展放映活动，

放映质量存在缺陷，就无法取得合格放映场次，无法

领取场次补助，那么放映员的工作态度和积极性就会

截然不同，所产生的放映效果也自然不会相同，这样的

一套管理措施就能算得上切实有效。

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中，我们的管理制度要

面对众多的放映队伍和不同的具体情况，不可能完美

无缺，当发现管理措施还不能适应某个环节或某个细

节时，应及时予以改进。因此，放映管理制度和管理措

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放映工作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管理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丰富农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实现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达成这一目

标，首先要有高质量的电影节目，其次是通过高标准

的数字放映，把电影节目中的人物、情节完美的展现给

观众，因此，作为终极放映环节，既是实现电影艺术再

现，又是实现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要一环。高标准

的放映质量不仅能够带给农民群众美好的艺术享受，

而且还能对他们的心灵产生震撼，从而在潜移默化中

发挥了电影特殊的宣传教育功能。

公益电影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它和其他商品

一样具有类似的质量属性。商品需要消费者认可才能

有好的销路，但必须有质量作保证；电影要有较高的上

座率，要吸引更多的观众，同样离不开高标准的放映质

量。没有高标准的放映质量，电影就会失去吸引力，失

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实践证明，高标准的放映质量离

不开科学、精细化的放映管理，严格、行之有效的管理

措施是实现高标准放映质量的有力保障。因此放映管

理与放映质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们只有坚持注重

放映管理与放映质量，时刻把社会效益、把群众满意

度放在第一位，公益电影事业才有生命力，才能长期

立于不败之地[2]。

2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管理工作改进措施

我们如何才能做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管理工作，

确保高质量的放映服务水平？根据笔者长期从事这项

工作取得的经验教训，认为要切实做好该项工作，应

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2.1　加强业务培训，高标准选拔放映员

要做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离不开高标准的放

映员队伍。放映员是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最直接的执行

者，也是直接与农民群众接触的一线工作人员，放映员

的整体素质如何会体现在放映质量和服务质量上，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群众对公益电影的认识，进而

影响着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开展，因此，加强对放

映员的教育和培训是非常必要的[3]。要对放映员进行全

面的技能培训，包括对放映设备的规范操作、使用维

护、突发故障的应急处理、设备检测等多方面技能的训

练，使他们能够在电影放映过程中比较自如的应对各

种突发情况，保证电影放映工作的顺利开展。一名优秀

的放映员不仅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且还要

具备做好工作的过硬本领。我们要通过严格的考核制

度把那些优秀的放映员选拔到放映队伍中来，而把个

别缺乏责任担当，难以胜任公益放映工作的人员踢出

放映队伍，从而保证放映队伍的纯洁高效。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高标准的放映质量和服务质量，我们的公益

电影放映工作才能生机盎然，充满活力，我们的公益电

影事业才能长盛不衰，兴旺发达。

2.2　制定行之有效、操作性强的管理措施

各地放映管理制度因地方特点不同、具体情况不

同而有所差异，但制定管理措施一定要结合实际，行之

有效，操作性强。所谓“行之有效，操作性强”，笔者

的理解是管理措施应具规范化、精细化、便于实施，具

有科学性、自动约束力，能对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

精准施策。比如，我们可以把一场完整的放映活动记作

100分，然后根据管理规范分解，每个细节依据重要程

度设置相应的分值，低于90分视作不合格场次，将予

以作废，必须补放，否则无法领取场次补助。如果要求

放映员在规定时间内张挂银幕，且银幕平整、无褶皱，

我们就可以要求放映员通过微信群在规定时间上传银

幕照片，超过规定时间就视为没有按时到达放映现场，

应扣除相应的分值；我们还可以结合放映监管平台，查

看放映画面是否大小适中，是否清晰；另外还可以对银

幕两侧的音箱摆放是否规范作出评价，分别给出相应

分值，以此作为确定本场放映活动绩效的依据。

农村公益电影数字放映监管平台为量化管理工作

提供了更多手段，使管理工作更加科学直观，比如定

位信息、放映画面、放映节目、放映员操作正确与否等

一目了然，为放映场次百分制考核提供重要依据。我们

要坚持放映时段监管平台专人值守，做好记录，发现

问题，及时通报，及时处理，把违规放映扼杀在萌芽状

态，对强化放映管理、提高放映质量大有裨益[4]。

2.3　定期开展放映设备检修维护，确保设备良好工作

状态

目前，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所使用的流动数字放映

设备大多工作在农村露天场所，难免受到沙尘、污垢



8

IT 经理世界

的侵袭，如果长时间不加清理，可能会影响到设备的散

热、内部元器件的工作状态、投影机的亮度等，严重时

可能会造成设备故障，影响放映工作的正常开展，因

此，必须定期开展放映设备的维护保养，以保证设备处

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设备的维护保养分为日常保养和定期保养。日常

保养就是清理设备防尘罩、去除放映镜头外部及机体

外部尘垢，而定期维护保养则是清理设备内部积尘，检

修设备故障隐患。日常保养一般由放映员按维护规范

执行，而定期保养则必须由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进行。

定期开展放映设备检修维护，确保设备良好的工

作状态，对于放映工作的正常开展和保证高水平的放

映质量非常必要，应将其列入放映管理的重要内容。

2.4　做好放映现场检查、调研，不断满足农民群众观

影需求

放映现场检查是放映技术管理工作最直观、最有

效的手段。如果我们仅凭放映员发送的现场照片、监管

平台获取的信息作为评定放映场次绩效的唯一依据还

不够准确、全面，因此，放映管理人员还必须经常性深

入放映现场，才能最直观、最有效的获取真实全面的

第一手资料。如，通过一线检查，可以对放映现场整体

布置是否合理、电源线和喇叭线布放是否规范、宣传

工作是否到位等情况都能如实掌握，并能做出准确评

价。我们还可以利用到达现场的机会开展工作调研、

满意度调查，可与村委负责人、观影群众亲切交流，征

询他们喜欢影片的类型，认真听取他们对放映质量和

服务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并把他们的要求记录下来，然

后归纳总结，作为我们改进放映工作的依据和方向，以

此不断满足群众的观影需求。

放映现场检查情况、群众满意度调查情况、综合

评比结果要通过量化及时向放映员公布，要让放映员

对自己的工作开展情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便他们

发现问题，改正不足[5]。

不定期不定时开展放映现场检查对放映员是一种

无形的鞭策，是落实放映监管措施，提高放映服务质

量，提升群众满意度的有效手段。现场检查获取的资

料一定要作为评定放映员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

2.5　公平公正开展放映绩效评价，不折不扣兑现奖惩

政策

定期开展放映绩效评价是对放映员综合工作成效

的有效检验手段。我们在开展放映绩效评价时一定要

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作为放映管理工作者，我们

要从大局出发，对放映绩效评价工作抱有客观公正的

心态，要完全依据客观事实、评价标准开展工作。

为体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绩效评价原则，我

们还应让放映员参与进来，要让放映员通过多种渠道

获得其他人员的放映工作信息，如通过微信工作群、

监管平台、现场检查通报等准确掌握所有放映队的工

作情况，并依据评价标准对各个放映人员进行评价打

分，然后，将管理人员、放映员的评价分值按各占50%
的比例最终确定每个放映员绩效结果。

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不仅要有客观公正的绩

效评价标准，还应包括有效的奖惩机制。我们要通过评

比把那些工作认真、绩效显著的放映员评选出来，同时

还应把个别工作中存在瑕疵、放映绩效落后的放映员

筛选出来，按既定政策不折不扣的兑现奖惩措施。这种

机制能让他们感受到管理制度的严肃性，对所有放映

员都是一种激励。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能

有效调动放映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能让他们体会到

工作上付出的回报和价值。在他们心中，这种回报不完

全是物质性的，更多的是一种成就感和精神上的满足。

3　结语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是为农村文化建设、为农

民群众服务的，评价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成效的唯

一标准是农民群众满意度。我们在工作中制定管理制

度，落实工作措施，提高放映服务质量都是为实现这

一目标而服务的，离开科学、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放

映服务质量就无从谈起，群众满意度就会成为一句空

话。笔者要强调的是，作为放映管理工作者，我们一定

要正确认识农村公益电影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把放映

管理和放映质量放在心中，把农民群众满意度作为最

高的目标追求，真正担负起农村公益电影赋予我们的

使命，用高质量的精品电影向广大农民群众奉献优质

的精神食粮，真正让农民群众满意，让广大农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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