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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放映让观众想起往事和战友

两场红色电影让市民过足瘾

27 日晚，岱西社区居民刘庆
营正带着小孙子在广场上散步，
听说晚上有红色电影进社区的活
动后，他立即拿出手机通知了老
伴，并嘱咐老伴带来两个马扎以
及四岁小孙子的外套和帽子。

当电影进行到一段激烈的
战争场面时，刘庆营皱眉低头
沉思，似乎是想起了一段往事。
老人说，电影中的战争画面，让
他回忆起了当年当兵时的经
历。老人回忆说，他曾经在胶南
地区做通信兵，有一年冬天，天
寒地冻，通讯的电话线被冰坠
断了，他接到命令前去抢修。

“那天正赶上大年三十的晚上，
我与几个战友驱车赶往胶南某
山区。不料在经过一段盘山路
的下坡时，刹车失灵。当时驾车
的正是我们的班长，眼看着汽
车随时都有可能冲下山崖，经
验丰富的班长让我们扶住汽车
上的把手。看准一片草地后，班

长驾驶汽车冲进草地。车发生
了侧翻，战友们也都受了轻伤，
不能行动。”刘庆营说，当时正
在下着冻雨，他与战友的衣服
都被淋湿，冻得跟铁桶一般。直
到第二天早上，有一位老大娘
去亲戚家拜年，才发现了早已
经冻僵了的他们。“大娘先就地
抓起一把雪给我们搓暖四肢，
然后将我们带回了家，大娘又
将给儿子准备结婚用的新衣服
拿出来给我们换上。”刘庆营说
话的语气里，充满了对老大娘
的感激。

想起当年班长和大娘的救命
之恩，刘庆营的情绪有些激动，眼
里闪烁泪花。“要不是那位大娘有
经验，我们这些人就是活着，四肢
也要冻残废了。”刘庆营说，他到
现在还留着老战友的联系方式，
一直想回胶南看看老战友，但都
没能去成。看完电影后，刘庆营再
也按捺不住对战友的思念。

电影中的战争画面

让他想起百姓救命之恩

外地游客相约出来看电影

以为露天放映是泰安的特色

27 日，在岱西社区红色电影
的放映现场，几位住在附近旅馆
的外地游客相约出来观看红色
电影。在几名外地人眼中，一名
游客还以为播放露天电影是泰
安的当地特色呢。

27 日晚，在岱西社区红色
电影的放映场地上，四名身穿
白色 T 恤的观众在人群中格外
显眼，几人都背着不算很大的
背包，很像是从外地来旅游的
游客。记者询问得知，四人都来
自石家庄的一所大学，这次是
专门来泰安爬泰山的。24 岁的
游客张鲁鲁在四人中年龄最
大，他对记者说，27 日下午，他
与同学到达泰安，准备第二天

一早上山。在安顿好后，四人便
相约着出来看看岱庙的夜景，
正好碰上了电影放映。“我们在
岱庙东侧时，听见这边比较热
闹，还听见枪炮声，以为是有演
出，便立刻跑了过来，一看原来
是投影幕布放电影。”张鲁鲁
说。

游客宋筱萍问记者，播放
露天电影是不是泰安的地方特
色。当记者告诉她是本报组织
的红色电影进社区活动时，宋
筱萍显得十分兴奋。“这是我第
一次观看露天电影，并且是这
么老的红色电影，如果说来泰
安有什么收获，这个也算一
份。”宋筱萍笑着说。

15年没看露天电影了

电影进社区让居民解了馋

28 日，在电影播放场地上，一
位老人坐在马扎上聚精会神地看
着电影，看到剧情紧张之处还能
看见他也紧张得搓着双手。记者
上前了解到，这位老人名叫贾金
水，今年已经 64 岁了。贾金水告
诉记者，他的老家在角峪镇角峪
村，现在七里社区居住。

贾金水说，他已经有近 15
年没有看类似于户外电影的场
景了。“十多年前，村子里组织放
电影，那时候电视机少，一个村
庄的人几乎都出来看电影，幕布
前面黑压压的全是人。”贾金水
说，想起之前看电影的场景，犹
如就在眼前。到现在，贾金水还
依然记着之前电影中的镜头。

“虽然不可能从头到尾都记得，
但是看见情节想起是哪部电影
中的镜头还是没问题的。”贾金

水说。
提到红色电影进社区的形

式，贾金水说了自己的想法。“现
在老年人可以看，因为老年人对
过去深有体会，过去的苦难是亲
自经历过的，他们会更懂得故事
的真实性。而现在对年轻人来
说，红色电影则更有教育意义，
电影中播放的革命事实，可以让
年轻人更了解过去祖辈、父辈的
艰辛。”贾金水说。

一边看着电影，贾金水还
不忘对记者说一声谢谢。“真的
很感谢，是你们让我在 15 年后
又一次看到了露天电影，重新
找回了一下曾经的好记忆。”贾
金水说。当得知次日晚上还会
在隔壁社区播放电影时，贾金
水兴奋地告诉记者，他一定还
会去观看。

本报泰安 5 月 29 日讯
27 日、28 日晚上，由本报联

合山东科技大学、泰山酒业集
团举办的“看经典、忆经典”红
色经典电影进社区活动继续火
热进行。活动分别在岱庙街道
办事处的岱西社区和财源街道
办事处的中七里社区播放了两
场红色电影。

27 日晚上，放映队伍一行
来到岱西社区门口的广场，社
区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准备好
了电源和桌椅等候。而就在志
愿者们安放幕布等仪器时，几
位老年居民过来询问安放仪
器做何用，志愿者们随即告知
是要播放红色电影，领头的老
人随即表示支持。“这个场地
本来是老年人晚上来跳跳舞
锻炼身体的，如果是放红色电
影，那我们举双手赞成，现在

大家都过来看会电影吧。”领
头老人随即告知周围的居民，
众人都围在电影幕布前，等待
电影开幕。当晚上播放的《喋
血孤城》，受到在场观众的热
烈欢迎。

28 日晚上，志愿者一行来
到了中七里的装饰材料精品城
门口，之前停放的车辆由于已
经接到社区通知，早已经清理
一空，露出一片较大的场地。财
源街道办事处年轻工作人员刘
婷婷和陈晨还帮助志愿者们挂
好横幅和幕布，并组织分散的
居民靠拢在一起。应社区居民
要求，当晚上播放了老电影《赤
峰号》。

中七里社区 78 岁的老人
张殿录，尽管腿脚不是很利索，
还是在老伴的陪同下看完电影
才离去。“很久没看过老电影

了，另外这个《赤峰号》我之前
也没看过，很感兴趣。”张殿录
说。

电影播放结束之后，有不
少市民拨打记者电话，问询下
一场电影的播放地点和影片
名。由本报发起的“红色经典电
影观后感”征文活动也在进行，
不少居民把观后感发送到投稿
邮箱。欢迎社区居民将观影感
受或者自己与红色电影的故事
成文发给本报，字数八百字左
右。本报将从观众所投稿件中
评选出优秀作品，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 3 名，由
泰山酒业集团提供精美奖品。
另外，本报将精选一部分获奖
作品在本报发表。

投稿邮箱：huxiuwen1986@
1 6 3 . c o m ；活动咨询电话：
18653881058。

一口气说出

十几部电影

28 日，在中七里电影
播放场地上，坐在最靠近电
影银幕的地方，一位老人正
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记者
不忍心上前打扰。老人就这
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在电影
将近结束的时候，记者终于
跟老人聊了几句。

老人名叫高树仁，今年
已经 74 岁了，于 1955 年从
吉林省四平市来到泰安工
作。“现在看红色电影，很让
人怀念，我们应该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好生活”高树仁
说，他非常喜欢观红色经典
电影，不管是以前还是现
在，只要有电影演出，他都
没怎么错过。一边说着，高
树仁一口气说了十几部红
色电影的名字。“《董存瑞》、

《解放海南岛》、《南征北
战》……都看过。”高树仁一
边说一边掰着手指。

高树仁告诉记者，当
天他没有吃晚饭就过来看
电影了，就是为了不错过
剧情。在提及对红色电影
的理解时，高树仁说了很
多。“看红色电影，不能站
在艺术层面上欣赏，而要
在剧情中体会以往的过
程，战争不容易，现在的年
轻一代一定要记住那些过
往的日子，不要忘本。”高
树仁语重心长地说。

岱西社区居民刘庆营(右一）正专心地看红色电影。

中七里社区的孩子们也来看红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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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故事

中七里社区居民高树仁老人认为红色电影进社区活动非常有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