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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抖学文化知"叭L1，丰富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绵阳的电影发行放映机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是我区文化事业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前，绵阳城内也曾有过几次电影放映活动9皆因机器陈旧落后，放映

质量低劣，影片‘短缺，治安不良而亏本停业。建国后9。我市的电影事业在党和政府的直接

领导和重视下，才得以迅趣发展壮大。从1951年起到1984年底止，全区已有各种类型的放

映单位188个，电影放映人员425人，影场座位42790个。我区电影战线的广大职工坚持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方向，积极搞好电影发行放映宣传工作，收

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多次受到上级党和政府及有关领导部门的表彰。

三十多年来，我区的电影发于亍放映工作有二定的成绩和经验，．但也有失误和教训。历

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电影和其它文化事业一样，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它又

从属于政治9必须坚定不移地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

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9百废俱兴。根据“盛世修志”和上级指示的精

神，使我区的电影发行放映历史继承不断，流传于后，我们在市志办稆市中区文教局的直

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编纂了这本《绵阳市市中区电影志》，以期启迪我司电影战线的来

者和为本公司今后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建设资“治"。也为编纂‘《绵阳市审区文化志》提供

有关的资料。由于我们知识水评有限，加之时间短促，资料收集不全，反复研究不够，所

以，难免有错误、遗漏的地方，敬希批评指正。

编 者

—4了乙八八年岁L月



凡 例

一、建圈晤，。绵阳聪绵阳地区管辖睁县。．1976年改为绵阳市，属绵阳地区管辖。1985

年5月，撤销绵阳地区后，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原绵阳市地域为+“市中区”。本志所记

只限于19j4年至1987年县级地域∥4绵阳．电影发行放映的史实。、，

二、本志共分七章：(一一。)机构；(二)党、．团、工会}(兰)基层放辟网点；(四)

宣传；(五_)经营管理r(穴)。职工；(七)艾存。共七章，‘、二中节，缌十：万字。

三：本志采尉语体文∥?FJ．。记”为主和．“图"、擘表”相结合的记叙绪梅t一 ．r

四、7本志数据系以绵阳市市中区电影公司财务统计资料为依据。

，五、本志资料来源予绵阳市中区档案局：市档案局以及绵阳电影公司、绵阳电影院的

档集资刹一和有关老职工和群众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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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1 述

绵阳在民国十八年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29年至1948年)子绵阳城内环秀街(今红

星街)老戏院(现绵阳影剧院处b和江西会馆(现东风路绵阳供电所处)断断续续放映过

电影，但解放前夕均停业。

建国后，在五零年至五一年仅有部队和工会系统的电影队曾多次来绵阳放映过电影·

1951年11fiJ，原川西行署文教厅组建了两个电影队，其中第二队由四个同志组成，刘雨富

为队长，负责在绵阳专区各县巡回放映。伯152年，绵阳专区成立电影中队部≯管辖八个电

影队。1953年8月， "901电影队”固定在绵阳城乡放映。当时放映只能在大的场镇和区

所在地。为了解决绵阳城镇广大群众看电影的问题，1956年1月lo日到1956年2月底仅用

一个半月时间在绵阳城关解放路建成了一座简易电影院，并于3月23日举行了开幕式，首

映国产戏嗵度&，天仙配。)》。放映效果良好，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和好评· _

1954荤霉劳i缔阳专署证式将"901电影队”和新建的’“9014"、“9015’’电影队交
给绵阳县管理，绵阳县即将以上三个队编为绵阳县电影放映一队，二队，兰队。1962年12

月，绵阳县电影管理站成立，管理绵阳城乡的电影放映工作。1963年4月劐1969年11月，

电影放映队由3个扩到7个。每一个区就有一个电影队放映电影，广大农民看电影难的问

题初步得到了解决。
。 。i_

1974年9月，首先在四、七、八区的十六个公社办起社办电澎队。随着公社电影队的

分批建立，县电影放映队逐步撤销。放映人员分别安排到市电影公司股、室和所属的城内

电影院和场镇电影院盅作：氇影阢的放映，发电设备除自用部分外，其余折价售给新建的
公社电影队。

。

1959年lo月，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根据上级指示在全县城乡(主要是在城市电影院)

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放映了’《林则徐))，((青春之漱势：：((我们村厦的年轻人》等

优秀影片，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而且大大推动了绵阳电影事业的发展，逐步提高了电影院、

队的放映质量和改进了宣传，j服务工作． 一|．

1965年7月，学习河北涞水县“三姐妹电影队’’幻灯宣传经验和张志诚的幻灯表演经

验，绵阳电影院立即组织人力到成都、温江等地参观学习，回来后即改制“三镜头"(又

叫多镜头)幻灯机，并深入蓟刘家区、乡收集材料，编写t绘画三镜头幻灯片a在县委宣

传部和文教科的直接领导和派人协助下，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地赶制，终于改制成功“三

镜头，，幻灯机和绘制出四套三镜头幻灯片，，有《栽桑养蚕好处多汾、墩援越抗美》(又叫

“炮轰美帝")、《模范妇女’代表一一唐德英》、《电影放映安全须知矜。因幻灯内容紧

密配合了当时的中心工作，加之绘制的幻灯片觚作精细，形象逼真、内容丰富，改制的“三

镜头”幻灯机操纵灵活，活动的特技较多，再配以轻快的音乐和口技效果，并采用民间曲

艺演唱形式进行解说宣传，生动活泼，受到各级领导重视和好评．在全专区“三镜头"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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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调演时，名列前茅，后被专区文教局、专区电影公司抽调到一些县去作巡回示范表演了

一个多月。同时对绵阳县农村电影队“三镜头，，幻灯杌的发腰推广也起了促进作用。如玉

河公社电彩队的“三镜头，，幻灯宣传就狠有彰，受到省文f{：硒的好评，并被抽调到成都、

乐山地去作巡网示范表演电深受好评。

1965年，贯彻中央杭州农村电影工作会议精辛}}f，结合绵阳地区电影公司在射洪县试点

的经验，绵阳县农村电影队也实行了普及规乏j放映。在全县44个公社，444个大队共建立

了397个放映点，平均385J"就设有一个放映点。每个放映点的群众，年平能看上24场电影·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绵阳县的电影事业也和其他事业一样，受到

了严熏的摧残和破坏。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绵阳电影管理站、

电影院的造反组织嵌．毛泽东思想八．一八造反队》夺了电影管理站和电影院的党、政、财、

文大权，领导干部靠边站，一切由造反派掌握、安排。城内电影院和农村电影队都岸产“闹

革命’’，虽时间不长(近两年)，但到1968年11月，经绵阳县革委会批准成立了“绵阳县

电影管理站革命委员会”，才逐步恢复了电影放映工作，又出于“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

主义，禁钢封锁了大批影片，只准放映“老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努，《南征

：lh战》)和八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涉))、《智取威虎L11》、《龙江颂》、

《海港》、《杜鹃山》、《红色娘子军》、《自毛女》)及一些新闻纪录片，同时还降低

票价，’有时甚至免费放映，所以，绵阳县城、乡电影院、队在1967年亏损8760元，1968年

亏损9060元；1969年亏损1G740元，兰年共计亏损55390竞。给国家财政收入造成了不应有

的损失。

1976年io)7， “四人帮"被粉稼后，绵阴电影工作者以及大的热情投入了城乡的电影

放映q：Yr,同时电影管理站经过业务整顿，人员的调整充实，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随着

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特别是一大批优秀影片重返银幕，出现了影坛百花齐放，城乡电影

放映活跃的黄金时代，电影事业又进一步发展，经济收入转亏为盈。

随着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钳·，切实把电影放映：【作的重点转到阻农

业为基础的轨道卜来，搞好农村电影的普及规划工作。巩圃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阵地。绵F开

县于1974年7月就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农村人民公社电影队。根据省、地文化局的指示，按

照绵阳县电影网的合理布局，在t983年后，相继成立了公社电影管理站，担负起了电影的

宣传放映、设备维修，普及规划，影片的发行管理，财务报表，器材供应等工作。

绵阳县(现为市中区)境内的各大型厂矿，有的从1956年起就开始建立了电影队，到

1978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为满足广大群众看电影的要求，对有条件的工矿电影俱

乐部，实行了对内售票分成和对外开放的政策。

1979车贯彻“城乡兼飚，重点抓农村；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着重抓普及”的工

作方针。1981年，绵阳市农村落实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这种新形式下，为了解决

在农村放电影收费难的问题，绵阳市委发了“绵委发(81)字第006号文件《关于农村落实

各种形式生产承包责制后社办电影队收费阀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可以采取公益金

到支、副业利润列支，向社员筹集或二并纳入“包产合同”支付电影费。公社电影队用规

：划普及的办法与各生产大队放映点签定放I决合同，从而使普及放映活动顺利开展。从1981

年起列198《年：}蠢I卜，；I‘H,h市电影放映活动开腮得比较砸常，活跃，人平看媳影达到每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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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霉．。放殃场浓～观众：，收A‘j泞辩。刹润都达到孓历史最高水平确复着农爿寸经济状况的逐

步好转^r。农村放；映謦位的籀构i也发牲乎一变平匕，由过去单-的国办电影队逐步发展，到乡，‘村

+电器雾骧∥’噙≯抟簧票点文留争国办l+‘j墼劳砾大队办稻个体电影队(。又称i“文{J{：=专韭户”)。
农民不仅能就近看到电影，多看电影，常看新电影，而且看电影的条件也逐涉得到改善，

冉_鹰露哭站蓿看到室内坐着看。还有不少的乡，村电影院、=-售票放映点，不仅有了舒适的
翻橛稳∥“还存电偏、通风设备。。 ，

。一然王9$莹起，绵阳市的电影在农村发行放映中，又采用了“先重点，后一般，点面结合"

的辨片方法，’提高。了拷贝的利用率，又解决了影片供需紧张的矛盾。1982年开始在农村发

行1：鼋|!+映19毫米宽银幕电影，-受到卢大农民的欢迎。

，汐可像话农村电影事业的巩固和发展，绵阳市从各乡、村电影院、队建立起，就明确

趣定一’。鸷场提留“设备更新基金刀j．专款专用，⋯存效地保证了农村电影院、队放映设备和
琢姆厣断改造襁更新。j ‘-

、
’ 、

。+：i，：1襁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为了发挥电影

聋勇黻社余主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绵阳市电影公司根据上级指示，注意加强
⋯了f科攀影；蠼，特别撼农迎科教影片的宣传发行放映工作≯在1、984年(仅l至8月的统计)，

袋露攘藏璩浓业科教短片≮包括部份新闻纪录片)4475场，观众2746。124人次，比1983年同裁

坜次蝤长16蝌旷观众塔长触7j|；。为了’配合农业生产，：对口对路发行放映科教片，绵阳市电
影公司除了加强领导、管理，把科教片的发行放映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外，在每年下达发行

放映业务计划时，要求各放映单位的科教、新闻短片应占总放映场次的10jI；，而且在年终总：

绮时一’要将科教影片列入评比、奖励的项目。因此，，科教片的发行放映情况良好，收效显

著。如五露面漏乡原花生栽培技术老一套，每亩产量-直徘徊在200斤左右，IY83年，专场

藏映科教片镫地膜复盖》53场，从而改进了栽培技术，≯大搞地膜花生。1983年、该石洞公
社试种花生14亩，平均单产567斤，最高达747斤，。比不盖膜的增产45％。1984年就扩大到

763亩9平均亩产525斤，比常规种植增产233斤。全公社净增花生173．010斤，。净增纯收入

106；806元，入平净增11元多。再如沉抗公社管委会主任蒲天聪同志亲自担任科教影片放映

组长，有计划地配合农事季节，积极组织在全公社普及放映科教影片9推动和促进了该乡

多项农作物增产，取得彳显著效果。。从1982年到1984年，连续三年被评．：；白“先进单位，在1984

年n3月8日，．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农村科普：亡作经验交流先代会"，荣获奖状和收录机等

、奖品矗-√ ：、’ ．

。-‘
：

．，，

．．j近几年来，‘在全市城乡各放映单位，尤其是城市电影院和王矿俱乐部，普遍开展了“五

讲、四美、三热爱’’， “全民文明礼貌月，，J ‘‘学雷锋，“树新风"：等轰轰烈烈的宣传教育

活动，一、使各放映单位的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好人好事大量涌现，一改过去各影剧院的“脏、

乱o，差，，’现象。7如绵阳电影院从1982铝开始，就连续三年被绵阳市委，、市政府评为“红旗

单位"和“文明单位”∥市电影公稿=198年也禳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单位"o
、．总的说来，绵阳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r建周焉§七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

一：重视。焉，j发展迅速，一：t成绩显著。”观在9．绵阳电影发行放映互作的条传越来越好i‘机构也日

、囊：趋键垒i放映设备也在运费改善i，放映活动母遍雍城乡i垮?∥至今质量翌也不断提高。电影

j：译药觉钧一个‘重要宣传工具，：在为‘：孽滴个交瑚"。‘翰建设聋≯爱挥孑积极的作用0 5但是∥1



近几年来，电影的放映工作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也是正常的、必然的)不景气情况。其

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由于城乡电视机的大量增加，各种文体活动的广泛开展，特别是彩

色的大屏幕的电视录像队的大量出现，对电影的冲击，影响极大，致使全市城乡电影院，队

的上座率普遍下降，收入减少，部分电影院、队出现了亏损。全市电影战线的广大职工反

映强烈，除请求上级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外，又通过各种会议动员号召全体职工发挥主观能

动作用，积极工作，力争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同时，市电影公司的全体职工也深信

电影是一种现代化的综合艺术，它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党和政府及上级电影部门定会采

取必要的有力措施，使电影事业重放异彩，再次振兴，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

蹰”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再立新功。正是‘I!影史疗千秋鉴，功过后人评：志载‘‘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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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九五四

三月，绵阳专员公署决定；绵阳专署"901电影队"固定在绵阳县工作，给绵阳县城乡

广大人民群众放映电影。 “90l电影队"队长任宝雁、队员有汤正学，赵德青、李华琼I经

营方式是围栏售票和包场放映相结厶．

一九五五年

ik,q，绵阳专署文教科向四川省文化局建议，要求在绵阳县城修一座电影院，以满足

县城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九月，四川省文化局复函绵阳专署文教科，请绵阳专署文教科写

一个正式报告，以便上报国务院审批。十月，绵阳专署文教科正式写了要求在绵阳县城修

一座电影院的报告。十一月，四川省文化局以“文计(55)字第453号函通知；同意在绵阳

县城修一座电影院，由省文化局投资陆万元，并建议该电影院由省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省

建筑二公司施工。并由绵阳县组织一个建修电影院的领导小组．

一九五六年

一月十日，由四川省文化局批准并投资的新建绵阳电影院在绵阳县城关解放路破土动

工，二月二十五日竣工，历时四十五天。有观众座席831个·

二月，四川省文化局通知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决定抽调该院工作人员罗泽尧、谢再

三、陈宗才、范伦，沈福章、李慎之、姚承之、杨方平、梁荣昌到新建的绵阳电影院工作。

同时并通知该院所属人民剧场的国产“天极"牌l型35毫米电影放映机和美国“大道奇"

汽车头以及交直流发电机各一台调给新建的绵阳电影院使用·

三月十二日，范伦受绵阳县文教科委托代表绵阳电影院出席四Jl{省文化局在成都局机

关召开的“电影院工作会议”．

三月，绵阳县文教科召开绵阳电影院工作人员分工会议，会上宣布。卢成卷任绵f5日电

影院经理，谢再三任机务组长，陈宗才任电影放映员，范伦任宣传组长，傅明海任美工员，

沈福祥任宣传组织员，罗泽尧任会计，李慎之任售票员，杨方平任发电员，姚承之、梁荣

昌任服务员．

三月二十三日晚，绵阳电影院举行放映开幕式，由绵阳县副县长杨云涛剪彩，放映国

产戏曲片安徽黄梅戏《天仙配))。

绵阳电影院的票价，按四川省文化局核定为。敌事片团体票0．14元；零售票0．17元JJD

童专场票o．07元；长纪录片零售O．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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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兰月；‘绵阳专员公署决定专署“909电影队，，调绵阳县，专署“9011电影队芹调彰明謦·

五月，绵阳电影院根据四川省文化局的指示，在全院开展“宣传工作好，安全放映胬，

服务工作好"的“三好"竞赛。

五月，绵阳县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绵阳电影院开幕后，绵阳县城郊的民政乡，石塘

争、普明乡离县城10华里以内均属绵阳电影院的服务区域。我县“909电影队”，省汽车电

影队以及其它系统的流动电影放映队均不得在绵阳电影院服务区域内组织放映。工会、军

区、铁路电影队，今后在城区只能对内放映，不能再行对外售票和不售票邀请观众·对内

收费票价亦应根据绵阳专署对绵阳规定的统一票价，即每部影片票价0．10元，两部O．20元·

九月，绵阳专员公署决定：组建"9014"、 "9015"电影队，并把新组建的电影队戈lj

给锦阳县领导管理。

九月，绵阳电影院全体职工调整工资，执行新的工资标准。这次调资是先套级，后评

级·

十月，绵阳电影院经理卢成卷经国务院人事局批准调回原籍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某县地

址不详( )工作．

。十月；绵阳县人民委员会调绵阳县人民川剧团指导员王承源到绵阳电影院任负责人。

十二月，绵阳专员公署决定绵阳县电影放映三队队长任宝雁任绵阳县电影管理干部。

一九五七年

一月，绵阳县财政科同意绵阳电影院开业第一年实现的利润五千元不上交财政，留作

绵阳电影院修建工作用房和职工住宅之用。该项工作用房和职工住宅建在绵阳电影院放映

厅后半节两侧的空地上，共建了二间式平房九套。两套作工作用房，七套作职工住宅。

二月，绵阳电影院部分职工参加县上举办的“肃反’’学习·

五月，四川省文化局“文电(57)字第5l号文”规定：绵阳电影院票价为；故事片，

零售票每票0．17元；十入以上团体每票0．14元；十人以上学生集体每票0．tO元；十人以上儿

童集体每票0．08元。长纪录片零售每票0．12元；十人以上集体每票0．12元。

七月，绵阳县电影放映三队发电员徐原清被评为优秀发电员，出席了省文化局召开的电
影“先代会"。

一九五八年

四月二十九日晚，绵阳电影放映二队在绵阳忠兴乡乜家店放映电影时，由于放映途中，

发电机电压不稳，队长傅德美停机检修发电机，试火时，电火花引燃了溅在机壳上的汽油，

随后又引燃了发电机旁边面盆中的汽油。在惊慌中，傅德美意图保护发电设备，遂端起着

火的油盆把着火汽油往远处馈倒，不料把着火的汽油倒在围观群众的身上，当场烧伤六人

(轻伤四人，重伤二人)。重伤二入(父子俩)当夜急送绵阳专区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

医治无效，父子二人双亡。孰长傅德美触犯刑律，被撤销队长职务，判刑八年。

五月，绵阳电影院李汉辉．电影队唐学授(夫妇俩)经本人申请，绵阳县人民委员会

批准，因病退职到成都落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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