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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春：三十九年“光影人生”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出录音：1.一部电影，一个故事，一种人生。

2.三十九年如一日奔赴在土乡各乡镇、广场、敬老院、学校等放映点，累计放映

电影 1 万余场次。

3.从胶片机到数字电影放映机，他见证了时代的变化。

4.他用三十九年“光影人生”点亮乡村夜色，助力乡村文化振兴。（1- 4）需要配

音。

5.叶胜春说：“ 哪怕只有一个人看，我也会坚持下去。”

【出录音】在土乡大地的公共文化服务者中，有这样一个人，足迹覆盖互助县 19 个乡镇的

294 个行政村。他行走在乡村振兴主战场上，奋斗在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阵地前沿，不管走

到哪里，他始终坚守着对电影放映的那份热爱，用一方方银幕为万千家庭烹制“文化餐”，

用一部部科教影片为广大群众传送“致富经”。坚守银幕 39 年，累计放映电影 1 万余场次，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叶胜春的“光影人生”，

听听他与电影结缘的故事。

【出录音：互助县农村电影放映员 叶胜春 同学们，我又来给你放电影了，你们想看什么

电影？

现场声：互助县林川乡贺尔小学六年级学生 爱国主义影片

现场声：互助县农村电影放映员 叶胜春 好，那今天给你播放《战士》。】

正文：见到叶胜春时，他正在林川乡贺尔小学六年级教室里放电影，魁梧的身材、高高的

个子，红润的脸庞。您看，他工作起来精神集中，动作娴熟。从卸车、调试设备、做播放

准备、整套流程下来，动作行云流水。多年来，叶胜春将一部部爱国主义影片送到学校、

送到孩子们身边，只想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少年儿

童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出录音：互助县林川乡贺尔小学 学生 保善浩 叶爷爷不怕苦，不怕累，经常到学校给我

们放映红色电影、感恩电影、励志电影等。从中我们收获多、感触大，在这里，我们衷心

的感谢叶爷爷给我们带来的电影盛宴。】

林川乡贺尔小学也经常利用道德法制课时间邀请叶胜春进校园，进教室开展公益电影

放映活动。让学生们学习英雄模范，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

【出录音：互助县林川乡贺尔小学 校长 藏抓西 叶胜春老师将流动电影搬到学校课堂，

向学生传播正能量，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播放的电影贴近生活实际，

对师生感触极大，收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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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春，互助县林川乡贺尔村人，从小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走进他家，几台

充满年代感的电影放映机和不少收藏的电影胶片映入眼帘，这些，都是叶胜春的“心头宝”。

说起与电影结缘，叶胜春一下打开了话匣子。“你看，这是装胶片盘的盒子，这是胶片放映

机，我还保存得好好的!”叶胜春自豪地说道。和胶片电影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早已摸透了

与之相关仪器的各项性能，倒片、接影片、检查线路，样样不在话下。

【出录音：互助县农村电影放映员 叶胜春 我七八岁的时候头一次看电影，看的是《上甘

岭》、《苦菜花》，几个村里的人都来看电影，人太多了根本挤不到放映机前面，电影播出之

后，我对放映机产生了兴趣。装片子，换片子那些操作我都记住了。】

叶胜春回忆道，1984 年，他报名参加了县里的电影放映员培训，并顺利拿到了放映证。

自此为了心中的梦想，他东拼西凑，用 200 元钱买了台放映机，便开始了电影放映员生涯，

这一放就是 39 年。39 年来，叶胜春从最初的骑自行车、摩托车放电影，到开微型面包车放

电影，跑遍了互助县 19 个乡镇 294 个行政村的角角落落。1984 年到 1997 年期间，农村电

影放映是公益事业，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为此，叶胜春开始给村民修理录音机、电

视机等家电，以此来贴补家用、维持生计，到现在他还给大家维修各样家电，提起他的手

艺乡亲们都赞不绝口。

【出录音： 互助县林川乡贺尔村村民 李积林 叶师从我记事起，他就已经在修电视、放

电影，电视修的很好，为我们村里人修东西从不收费。甚至东和、边滩、南门峡、县城的

人都会来修。放了一辈子电影，修理一辈子家电。】

当时生活的拮据让家人对叶胜春继续坚持电影放映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在那段最困难

的日子里，叶胜春也没能动摇继续放映电影的决心。2009 年青海省广电局成立青海金桥农

牧区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叶胜春被正式聘用为农村电影放映员，收入逐步稳定，电影放映

工作也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在叶胜春的感染下，他的儿子和弟弟也先后当起了

电影放映员。

【出录音：互助县农村电影放映员 叶统春 我小时候跟着哥哥去看电影，也喜欢上了电

影机。后来就跟着他一起放电影，放了将近十年，（看电影的）观众多，观众高兴，我也高

兴。我会一直坚持放下去。】

怀揣着对电影的无限热爱，2009 年成立了由 11 人组成的互助县公益电影放映队。如今，

叶胜春和 10 名电影放映员一道，每年承担着全县 294 个行政村 3000 多场的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任务。翻开叶胜春的放映登记表，里面详细记录了每场电影的放映时间、地点、场次

及影片内容，在叶胜春看来，只要电影的内容足够丰富，电影人就会踏踏实实地做好服务

工作，电影放映工作就能持续吸引受众。

【出录音：互助县农村电影放映员 王文光 我们都是喜欢电影，喜爱放电影，所以队长

将我们集合在一起，（有时）遇到雷电天气，害怕断电，但我们还是一直坚持放映。有时候

晚上一两点才回家，吃饭也不规律。放映路上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作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叶胜春早已习惯在傍晚时分开着微型面包车奔波在土乡的

大小村落，穿行于熟悉的乡间小道。时值初冬，天色将晚，暮色渐浓，我们跟随叶胜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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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前往塘川镇大庄村，此时的大庄村广场上已经热闹了起来，大家赶来“占座”，等待电

影放映。只见叶胜春搭好架子，拉起幕布，摆好放映机，调试好音响，这套流程对于叶胜

春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出录音： 互助县塘川镇大庄村村民 王存卫 叶老师放电影时间特别长了，从我三十

岁到现在他一直再放电影，不管下雨，冬天天气冷他都会放电影。他回回来放电影，我回

回都去看。】

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如今，随着电视、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夜晚看露天电影的人

群正在减少，但深深热爱电影放映的叶胜春却不忍心放弃，仍活跃在乡村一线。您看，村

民们看得津津有味，他也聚精会神地盯着放映机和大屏幕。每当看到村民们看电影高兴的

样子，他觉得很满足，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他坚守初心，用敬业奉献的精神服务

人民，为土乡群众传播先进文化和精神食粮，也真正打通了农村群众与光影世界的“最后

一公里”。

出录音：互助县农村电影放映员 叶胜春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人山人海，荧幕前没地方看了，

他们就在荧幕后面，在草堆上躺着看、坐在墙上看、爬在树上看，但近几年受了网络、手

机的影响，观众少了，我还是会继续坚持放下去。

如今，叶胜春的放映设备也“鸟枪换炮”，他见证了从 8.75 毫米、16 毫米到 35 毫米电影

放映机，再到数字电影放映机、智能投影仪的时代变迁。也见证了土乡农村从泥泞村路变

康庄大道、从简陋土瓦房到高楼新房的乡村蝶变。他的放映之路不仅见证了土乡电影事业

的发展，更是见证了广大群众生活的发展变化。

出录音：互助县农村电影放映员 叶胜春 最早放电影的时候，我骑的是自行车，村与村之

间都是土路，后来骑着摩托车，有的办公室还是土房子，院子特别小。现在我们开着汽车

放电影，村村都有柏油路或硬化路，村村都有广场，办公室也变成了小洋楼。通过三十多

年的放电影历程，我也见证了家乡的变化。

39 年来叶胜春始终坚守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他不但为土乡群众放映精彩电影，还把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进千家万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先后荣获全国广播影视行业

农村电影放映职业技能竞赛“优秀放映员”、全国农村数字电影放映“优秀放映队”、“中

国往事 感动青海”网络评选最佳人气奖、善行海东社会公德道德模范、互助县首届“感动

土乡”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荣誉。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模范精神，彰显了模范力量。

现在，他虽然有了新机器，但时常拿着小刷子等工具，来到老机器、老胶片前，擦拭、

摆弄、收拾这些他视如宝贝一样的老物件。这些老物件和他一起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化，

也见证了他放映电影 39 年来所折射出的璀璨光影人生。

出录音：互助县农村电影放映员 叶胜春 我收藏了 30 多台放映机，包括中国最早的电

影机和最小的电影机。我想办一个家庭博物馆，把用过的电影机，放过的电影中的唱机、

唱片都保存下来了，等我以后跑不动了，在家里办一个放映室，放老电影，叫上我的朋友、

亲戚。邻居一起看。只要有人看（电影）我就会一直坚持（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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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录音： 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一个大喇叭、几盘胶片、些许绳索，这些简单的放映

电影所需物件陪伴着叶胜春从青丝走到了年逾半百。直至今年，他已在电影放映这一岗位

上坚守了 39 年。39 年如一日，他用对这份事业的认真与执着，将欢乐和美好传递给土乡各

社区、各乡镇，他不断用光、声、影给大家送去精神食粮。在此，我们也希望叶胜春的家

庭博物馆早日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