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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详见本志《长寿电影院记》一文



长化电影院





河街电影院



石堰电影队三镜头幻灯宣传

长寿电厂电影俱乐部

杨启华在操作自己设

计和制造的八镜头幻

灯机

放映人员认真检修放映设备



称沱电影队坚持普及放映送电影下乡

长寿电影院电影宣传阵容之

长寿电影院电影宣传阵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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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电影院电影宣传阵容三

长寿电影院电影宣传阵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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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影联姻一“百县万场电影下乡活动
到农村举办科教电影讲座

举办电影歌曲大奖赛

“继先烈遗志，举改革大旗，创四化大业做四有新人
组织党员和职工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烈士陵园





序 言

序 言
中共长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永明

在建国五十周年盛大庆典即将到来之际，新编《长寿县电影发行放映志》出版问世

了。这部内容翔实、涵盖广泛的影史专志，记述了建国以来我县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总

体情况和发展脉络，是鉴古明今、彰往察来的考据精汇，是展示影绩、教育群众的生动

教材。此志的编纂行世，对于繁荣电影事业，促进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长寿电影发行放映事业，是在新中国诞生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并日益走向成

熟的。四十多年来，长寿电影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

针，齐心协力，团结拼搏，艰苦创业，奋发进取，为开创我县电影发行放映的辉煌业绩

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电影发行放映事业得到空前发

展，放映网点遍及城乡，年人均观看电影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电影一度成为广大人民群

众文化生活的主要领域，为促进我县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文化领域异军突起，电视、录像、影碟开始走进千家万

户，电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电影“一花独放”已成历史。但是，电影所具有

的思想精粹、情节精炼、艺术精湛、制作精致，银幕宽大、气势恢宏，场面热烈、影响

较大等特点和效果，是其他声像艺术形式难以代替的。肯定地说，电影的艺术芳华绝不

会因为其它艺术形式的蓬勃发展而湮没，她必将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综合优势，永远

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并随着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而逐步

发展振兴。

当今之世，电影走出低谷，重振昔日雄风，出路只能是深化改革，要通过进一步深

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统一、活跃、有序的

电影发行放映市场，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电影事业发展格局，壮大电影事业的实

力，增强电影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电影发行放映单位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

索，勇于实践，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适应需求变化，拓宽进片渠道，加强电影宣传，提

高服务质量，用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电影吸引观众，赢得市场，服务人民，不断提高电

影发行放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努力促进电影事业走向兴旺繁荣。

新编《长寿电影发行放映志》的编纂出版，旨在通过回顾我县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

发展历程，将长寿电影人的创业史载入文化史册，以警示今人，启迪来者，不负前辈创

业之艰辛，勇担发展振兴之重任，以求实、进取、改革、创新的精神，为开创电影发行

放映事业新的辉煌而努力奋斗。



长寿县电影发行放映志

时代在召唤我们，党和人民在期待着我们。电影艺歹f之再创辉煌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

我们大家的肩上。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团结一心。

开拓进取，努力谱写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新篇章，以更加丰硕的电影艺术成果，迎接新

世纪的曙光。

一九九九年九月



凡 例

凡 例

一、时限。本志上限不限，尽力上溯，下限断至1998年，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

个别地方记述可突破。

二、体例。本志横排纵写。用述、志、记、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体，

述而不议。全志共8篇，除概述、大事记、附录等篇外，设章、节、目等层次。

三、文体。本志采用语文体，力求严谨、朴实、通俗、简明。标点符号、数字使

用，按国家语言文字规范要求执行。

四、纪年。本志采用按需加注民国纪年。

四、称谓。本志对某些单位常用简称．例如“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简称“中

影”；“重庆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简称“市公司”；“长寿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简称

“县电影公司”或“县公司”；放映单位多用单位或地名简称等等。

六、计量。本志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统计数据一律以档案资料和国家统计部门

数据为准。

七、资料来源。本志人志资料一律来自档案馆、室，对有不同记述的口碑材料经过

了反复调查核实，力求所志符合史实，所有记述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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