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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泰安市文广新局广播影
视科负责人马文琰告诉记
者，从 2009 年泰安市第一家
城市数字影院建成开始，泰
安市共建成 7 家城市数字影
院，30 个厅，共投资约 6000
多万元。其中，泰城有 5 家，
新泰 1 家，东平 1 家。另外，
还有新泰 1 家、肥城两家正
在筹建中，近期将建成投入
使用。宁阳县也做好了规划，

争取明年建成。
虽然发展速度快，但由

于历史的原因，县级电影公
司大都比较困难，新上数字
影院投资比较大，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县级数字影院的建
设发展。同时，县级文化生活
一般不够丰富，娱乐方式也
比较单调，人们闲暇时间去
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还要逐
渐培养。此外，经济条件还不

够富裕，相对来说，票价还是
有点高，导致目前县级影院
的经济效益还不是很好。

新泰市影剧院刘经理告
诉记者，他们影院在基础设施
改善之后，确实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观影。但是，毕竟整个
电影市场在新泰的培植并不
是很充分，除去寒暑假和新片
上映时，影院里的上座率并不
高。东平影剧院丁经理也介

绍，数字化影院的经营效果不
是很好，从开业到现在，整体
处于亏损状态。“好的时候，看
电影的人数能达到五六百人，
如果遇到没有大片的日子，一
场电影也只有五六个人看。虽
然少，但只要有人买票，我们
就得放电影。”丁经理说，经济
效益不佳，可能与现在电视节
目的普及和市场发展不成熟
有关。

以前为了看部大片，新泰、东平等地居民可

能要坐上几个小时的车到泰安市区，巨大的成

本花销让不少人望影却步。而现在，随着数字影

院在县城落地生根，泰安所属的县市也有了数

字影院，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居民可以不出远门，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大片带来的震撼。

影院发展背后也有隐忧

新泰、东平各一家，还有三家将开业

县城影院走进数字时代
本报记者 王伟强 刘来

家门口就能看数字电影
27 日上午，在新泰市影

剧院门口，“2011 世界经典童
话剧全国巡演”的条幅很是
显眼。这场真人童话剧一共
演出四场，都在新泰影剧院
举行。

“我们影剧院经过改造，
既可以播放电影，也能够承办
会议和文艺演出。”新泰影剧

院的刘经理告诉记者，在原新
泰电影院的基础上，耗资 600
万改造升级为现代化、多厅
式、多功能、星级数字影剧院。

“目前我们共有 4 个放映厅，
可容纳1180 人观影。”

改造一新的新泰市影剧
院于 2011 年 5 月正式启用，
这也是泰安各县市的首家数

字影院。在经历了最初的市
场试探期后，影院观影人数
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今年 7
月底《变形金刚 3 》，我们与
国内各大院线同步上映，在
近两个星期里场场爆满。”刘
经理说。

新泰市文广新局局长范
清君告诉记者，除了新泰市

影剧院外，个体投资建设的
新泰市大地电影放映有限公
司数字电影院硬件设施建设
也已完成，将于近期营业。

东平县影剧院负责人丁
经理告诉记者，今年 6 月份，
东平县第一家数字化影院投
入运营，能满足 900 人一起
观影。

一方面是市民不断增长
的文化需求，一边是丰富的
网络资源，县城数字影院要
做的就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
衡。

“我们办了自己的网站，
每天在网站上更新影讯。同
时，与移动公司合作，将最新
影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影

院会员的手机上。”新泰市影
剧院刘经理说，他们还在公
交车上做广告，通过多种形
式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力。此
外，他们还利用综合功能厅，
在观影淡季承办会议及表
演，提升影院效益。

东平县影剧院丁经理也
告诉记者，他们现在也在想

方设法提高影院的经济效
益。“一方面积极寻求企业赞
助，走影企联姻之路，争取让
企业组织员工前来观影。另
一方面，扩大宣传力度，组建
了影迷 QQ 群，随时向群里
发布最新影片信息，让影迷
们能及时享受大片带来的乐
趣。”丁经理说，尽管现在县

级数字影院的经济效益不是
很好，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
成熟和消费者的逐步认可，
县城数字影院具有非常大的
发展潜力。“为此，我们还计
划在五万人以上的乡镇设立
数字化影院，以后州城、银山
等乡镇也都将建数字影院。”
丁经理说。

数字影院还将走进乡镇

新泰影剧院这个周末承办的世界经典童话剧巡
演吸引了不少家长。 记者 刘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