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汉滨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好数字
电影公益放映平台，创新放映模式，紧扣聚力建设崇德向上
幸福安康和开展“三个年”活动主题，开展“百村千场万人”观
影季活动， 为群众提供丰富优质的公益数字电影文化服务，
有效解决了群众从“看得到”到“看得好”的转变。

“映前六讲”传党音

“我们在电影放映前都会按要求播放区上精心制作的理
论宣讲、合疗征收、防电诈、安全用气用电和文明创建等方面
内容的短视频，深受群众欢迎，也促进了镇村中心工作的开
展。 ”江北街道放映员李刁介绍道。

汉滨区江北街道将公益电影放映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紧密融合， 通过深入了解群众对影片的需求，放
映志愿服务队利用傍晚农闲时间，深入辖区各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文化广场放映优秀影片。 用电影语言讲好不忘
初心的故事，用电影镜头传播新时代的发展变化。 同时，利
用映前时间，通过现场宣讲、发放手册等方式，向群众宣传
党的二十大精神、惠民政策、移风易俗、法律安全知识等内
容。

“我一般都会放一些歌曲热场，把创文宣传片多播放几
遍，再试播一些其他好的节目，通过观众反馈，决定下次播放
什么影片。 群众想看什么，我们就放什么。 每场的观众都在
100 人左右， 碰到观众特别喜欢的片子， 人数能达到二三百
人。 ”8 月份起，承担市区创文办“文明有我·佳片有约”电影
公映进社区活动的关庙镇放映员张秀江娓娓道来。

通过“公益电影+创文宣传”进社区的形式，将单纯的放
电影，升级为讲理论、传知识和送信息，把创文宣传融入观影
活动。 社区干部通过发放宣传彩页、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持
续加大创文等工作的宣传力度，让更多居民“零距离”感受文
化魅力。

据了解， 汉滨区探索数字宣讲新模式， 推进 “公益电
影+”，打造以“公益电影+汉滨讲坛”数字宣讲品牌，依托《学
习强国》 平台， 通过遴选制作 10 分钟以内的数字宣讲短视
频，实施讲理论、讲政策、讲法律、讲科普、讲新风、讲典型的
“映前六讲”视频宣讲活动，全力打造农村公益电影映前数字
宣讲新模式。 截至目前，已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3453 场、
城区创文公益电影放映 54 场，制作“汉滨讲坛·映前六讲”4
期短视频，观影群众达 40 余万人次。

“数字光影”优服务

“夏秋季晚上是群众观影的最佳季节， 每逢周末我们都
会根据群众需求， 在红升社区广场大显示屏上播放公益电
影，晚上纳凉休闲观影和跳广场舞的群众都有近千人。 ”县河
镇文化站站长胡磊介绍道。

6 月份，在汉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的 2023 年农
村公益数字电影放映设备更新发放暨首批镇（村）电影放映
厅授牌活动上，建民一队、瀛湖三队等 10 个放映队领到了更
新换代的激光投影电影放映机，技术人员现场培训讲解了新
设备的使用技能；汉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河镇红升
社区和五里工业集中区职工活动中心等 10 个镇（村）放映厅
（点）获得首批授牌。 按照汉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共建、
活动共联、队伍共育的要求，新建五里镇全市首个镇级公益
电影放映大厅和张滩镇东沟村全市首个村级公益电影放映

室；在部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和示范点，充分利用现有
LED 大屏资源，积极探索“农村公益数字电影院（厅）+数字
电影 LED 大屏”播放形式。

“存储选片变主动，通过‘菜单式’选片制度的实施，基本
实现了由原来的让群众看啥群众看啥，到现在的群众想看啥
就看啥的转变。 视听效果双提升，现代数字电影放映将画面
直接投射在屏幕上,画质、音质不会衰减，群众获得了非常优

越的观影体验。 ”汉滨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站党支部书
记丁杰介绍说。

随着数字技术的加入、互联网的普及和运用,该区电影数
字化彻底解决了制约农村公益电影的瓶颈，让基层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看到与城市主流影院音像效果差不多的好电影，尤
其是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的科教片，更为基层群众致富增收
带来了契机。

“通过引进数字化放映设备，把专业影院级体验植入农
村文化阵地，满足农村群众品质化文化新需求，有力推动农
村公益电影优化升级。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开展‘光影汉滨’
志愿服务活动，更好地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文
化振兴。 ”汉滨区电影公司经理唐峥信心十足地说。

“四个必到”聚人心

夏日傍晚，落日的余晖如一道道金光穿过云朵，斜洒在
汉滨区五里区域敬老院院内，近百名五保老人手捧西瓜边吃
边坐在院内场地上等待观赏即将播放的电影。 五里区域敬老
院开展的 “感党恩·颂祖国” 夏季纳凉观影活动由此拉开序
幕。

夜幕降临， 谭坝镇松坝移民搬迁社区广场上人头攒动。
老人们唠着家常，耐心等待着电影放映。 孩子们三五成群，嬉
笑打闹，欢声笑语充盈着满载文化气息的乡村夜晚。 农村露
天电影放映重新焕发生机，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融洽了邻
里关系，营造了和谐的村居环境，受到了从附近村搬迁群众
的喜爱和欢迎。

“露天电影一下子找回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文
化感觉，美食美景加上文化体验，感觉不虚此行。 ”5 月 1 日
晚，西安游客张先生在流水古镇街上对放映员单东成说。

同样，在安康城区西城阁小广场上，从 4 月 28 日晚就启
动的“迎五一文明实践促消费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也场场爆
满，受到了市民和游客的欢迎，“五一”假期开展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 114 场，观众 1 万多人次，掀起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百村千场万人”观影活动热潮。

国庆期间，暮色渐浓，生活的喧嚣还停留在茶余饭后的
百无聊赖中，西城阁小广场又变得热闹起来，大家赶来“占
座”，等待电影放映。 随着电影开始放映，喧闹归于平静，人们
逐渐被电影《长津湖》带入跌宕起伏的剧情中……

“放这个电影很好，年轻人应该好好看看，知道现在的幸
福生活来得不容易。 ”今年 78 岁的来玉定家住汉滨区江北街
道中渡村，经营着一家小卖部。 平时吃完晚饭的他不是守着
店铺就是沿着街道遛弯。 “知道今晚村上有放电影的，人都往
西城阁聚集，我提前来这守着。 ”来玉定神情严肃地盯着大
幕，生怕错过重要情节。

“村民家有老人过世了， 只要一个电话我就上门免费放
电影，特别是进入秋冬季，农村过白事都有守夜的习惯，夜里
放电影还可以聚集人气。 ”头天夜里刚赶了场白事的张滩镇
放映员王仁东说道。

汉滨区围绕“公益电影下基层，文化服务惠民生”要求，
进一步提升农村数字电影社会效益， 通过转变数字电影放
映场所 ， 逐步由分散多点露天放映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移民搬迁安置社区红白理事馆、集镇社区广场固定放
映点和农旅宿集等固定场所放映转变。 制度性规定了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在实现农村行政村全覆盖的前提下，每逢镇
村红色主题观影、助力文旅消费、搬迁集中社区和农村红白
喜事有需求时 ，34 名公益电影放映员还要做到 “四个必
到”。

“创新方法强本领，新时代背负新使命。 我们通过整合阵
地资源，提升观影实效，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打造成一支
文化助农的‘光影轻骑兵’品牌志愿服务队，为汉滨和美乡村
建设增添靓丽的文化底色。 ”汉滨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
冯荣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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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飞）
由杭州三秦富硒数字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建设的
杭州安康富硒农产品消费
帮扶馆将开馆。 该馆的建
成， 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一
个体验和了解富硒农产品
的平台，并让消费者通过云
端溯源了解安康富硒产品全

产业链过程，让消费者买得放
心、吃得安心。
据悉， 杭州安康富硒农产品消

费帮扶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未
来科技城， 是一家专注于富硒农产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展厅面积 500 余平

方米，投资 500 余万元，汇聚安康 10 县区上百个品牌的特色农副产品。 该公司通过
与安康当地农民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互联网+”为驱动，积极与各大电商平
台合作，通过线上线下多维度营销模式，实现“买安康、卖世界”，提升安康农副产品
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杭州三秦富硒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国燕说，安康是全国最大的天然
富硒区，被专家一致评价为“优质、环保、安全”的天然富硒区域，被誉为“世界硒源”
“中国硒谷”，国际硒研究学会主席盖瑞教授也盛赞安康是硒的天堂。 看到家乡的富
硒农产品不仅绿色、优质，还具有特色品牌，作为一名在杭州创业的安康人，就是要
让安康的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岚皋县大道河镇位于秦巴山腹地汉江边，是岚皋、紫阳、汉滨
交汇之地，清澈壮美的汉江水缓缓东去。 得益于秦岭自然生态保
护区内丰茂的绿色植被，气候湿润宜人，阳光充足，海拔位置优
越，该镇十分适宜柑橘生长。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村民便开始在
房前屋后自发种植柑橘。 晚秋初冬时节，酸甜可口、果肉饱满、细
嫩汁多的柑橘陆续成熟，深受市场青睐。

自安康“7.18”特大洪灾村民避灾搬迁后，原有的小规模散户
柑橘园面临着管理难、品种老化、病虫害等问题，全镇柑橘产业一
时之间进入发展瓶颈期。

为解决难题，该镇于 2014 年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安康亚皇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带动农户种植。 该公司在白果坪村、月池台
村流转土地 500 亩，种植柑橘“新津”“宫川”两个新品种，鼓励能
人大户带头种植，成立柑橘专业合作社，以“支部引领、企业主导、
政府推动、农户参与”的全新农业发展模式发展柑橘产业。 同时，
积极开展村企联建，免费发放优质柑橘树苗，对果农进行常态化
柑橘种植技术和防病虫害处理技术培训， 与果农签订购销协议，
带动村民增收。

2021 年，为拓展市场，安康亚皇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大力
延伸柑橘产业链，建立柑橘果酒加工厂，提高小果、残果利用率。
与此同时，大道河镇积极探索文旅、农旅融合新路径，依托特色柑
橘产业和秀美的沿江风光，开办集“观景、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特
色橘园民宿，举办柑橘采摘节、摄影节等农文旅活动，提升“橘茶
小镇”知名度。

如今，大道河镇已建成柑橘园 2000 亩，年产柑橘 600 吨、柑
橘果酒 50 吨，年产值 480 万元，带动户均增收 3000 元。 “下一步，
我镇将立足山水资源禀赋, 通过企业带动、大户承包,选优品种，
合理布局，扩大规模 , 保障品质，将大道河镇打造成一个集‘休
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农文旅特色小镇，让柑橘树成为‘摇钱
树’，柑橘变成‘金果果’。 ”岚皋县大道河镇党委书记龚永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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