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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城市，她的名字美丽且温暖。有一种表达，在这

座城市的矢志前行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未消失。

长春，电影。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历史的荣耀，也

肩负着未来的责任。于是，这座被赋予了神圣使命的城市

又与中国电影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约定——中国长春电影

节。

百年光影，步履不息。来自“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

声音始终嘹亮而奋进，而第一个以城市名称命名的电影节，

更是在这里开花结果，馥郁芬芳，熏陶着爱电影的长春人，

也影响着电影情结深重的中国人。

转眼卅载，中国长春电影节又如期而至。8月23日—

28日，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盛放华彩，尽显轻熟魅

力，用来自北纬43度的热情，与八方影人宾朋共往朝暮与年

华，共话金鹿光影传奇！

打造新坐标

助力长春文化艺术产业发展

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

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本届电影节将以

“喜迎二十大、光影三十年”为大背景，以“新时代·新摇篮·

新力量·新坐标”为主题，其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是

常态主题，“新坐标”是指以二十大为大背景，以三十年为新

起点，迈向电影未来和长春未来。

在此前举行的第一次发布会上，本届电影节组委会曾

表示，本届电影节将以长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引领，为吉

林省、长春市文化艺术产业发展增添动力。当前，长春正深

入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定不移落实省委“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六城联动”服务“六双”发展，积极

探索新时代文化发展新路径，着力打造文化创意城。本届

电影节期间，还将进一步助力影视文旅产业发展，开拓文化

创意城建设的电影路径，促进更多全球优质影视资源集聚，

以此撬动文化旅游等产业，推动经济振兴。

同时，本届电影节仍将更加突出专业性，坚持权威华语

电影评奖定位，以国际化视野、专业化评审、市场化运作，打

造华语电影节品牌品质。更加突出地域性，以“北纬43度的

电影节”为标志，全面展示长春电影城、汽车城、雕塑城、森

林城的城市特质和文化特色。更加突出平台性，以电影节

为载体，汇聚全国电影产业资源，聚人气、汇商气，促进交

流、推动合作。更加突出群众性，让更多市民广泛参与进

来，把电影节真正办成“电影的盛会”“百姓的节日”。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电影节的主视觉logo图形格外别

致：以数字“17”为基础变形且抽象化设计，融合山河云峰纹

理交互简洁的几何图形，极大扩展了本届主视觉形象的联

想空间。由莫比乌斯环结构为创意发想，将图形进行空间

折叠，寓意光影是永恒的美学，连接不同的维度，一往无前，

永无止境……视觉设计应用国际视野和前瞻性视角来诠释

中国长春电影节在新时代对于电影文化的追求，它是开启

“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新坐标”的视觉之窗，光影之门。

喜迎二十大

以光影赓续红色基因

在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将举办开闭幕式、电

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论坛、致敬“摇篮”、群众文化六大单

元主体活动。

开幕式拟在长春五环体育馆举办，突出政治引领和时

代特色，紧密围绕“喜迎二十大、光影三十年”大背景展开；

电影评奖单元将围绕中国优秀电影人及电影作品展开，突

出主旋律；电影展映单元将举办“喜迎二十大——长影红色

主题影展”“回首30年——历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获奖作品主

题影展”等；电影论坛单元将邀请优秀电影创作者、电影行

业资深人士、电影学术研究专家等，共话电影未来；致敬“摇

篮”单元将以“新长影·新形象·新力量”为主题，设置“1+X”

板块；群众文化单元将以“喜迎二十大”为主线，呈现丰富多

彩的电影文化活动；闭幕式拟在长影音乐厅举办，在摇篮起

始点安排“金鹿奖”颁奖。

同时，依托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红色文化底蕴，本届

电影节将通过评选优秀华语电影，举办形式多样、内容充

实、内涵丰富的电影节活动，让植根于新中国电影摇篮的中

国长春电影节，成为更多优秀华语影片、杰出影人历久弥新

的展示舞台。

辉煌三十年

以光影凝聚奋进力量

于光影中铭记时代，于艺术中共话未来。以中国长春

电影节创办30周年为契机，为中国长春电影节高质量发展

凝聚奋进力量。本届电影节组委会表示，电影节期间将设

计能够展示电影节30年历史积淀的特色活动和环节，将30

年电影节宝贵元素融入到本届电影节的各大板块中，进一

步挖掘中国长春电影节过去30年文化底蕴，讲好中国长春

电影节品牌故事，用光影视角全景再现新时代中国长春电

影节历史变迁，重温历届电影节辉煌。同时，将以创办30年

为新起点，展望电影未来和长春未来，进一步挖掘“中国长

春电影节”这一金字招牌的专业价值、产业价值和综合价

值，打造中国长春电影节新坐标，为中国电影从摇篮再出发

凝聚力量。

目前，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已进入了关键的倒计

时阶段，再过一周时间，大幕将启，华彩将映！这将是一次

向历史致敬的盛会，她让华语电影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这

亦是一份跨越时间长河的陪伴，她让中国电影人蓄势待发，

中国电影产业格局不断延展壮大；这更是一座城市的激情

绽放，她让每个人都成为主角，让所有爱电影的人瞬间被点

燃。

荟萃电影精品，把握电影时代脉搏，与时代同频，与华

语电影盛业共振。逐鹿长春，影“享”中华，2022第十七届中

国长春电影节，开启芳华、荣耀而至、精彩可期！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鹿鸣春城影为礼 卅载荣光续华章
——写在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前夕

本报记者 马璐

本报讯（记者马璐）日前，省委党史研究室为长春支部纪

念馆、中国一汽红旗文化展馆和长影旧址博物馆三个第四批

省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授牌。

作为我省“三地三摇篮”六个红色标识之一，长春电影制

片厂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影开创了人

民电影的“七个第一”，创作出品了《白毛女》《平原游击队》《英

雄儿女》《开国大典》《黄大年》等1000多部为人民放歌、为时

代立像、为民族铸魂的经典作品，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记忆，

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电影摇篮。长影旧址博物馆记录了长春电

影制片厂发轫、进展、繁荣和变迁，是我国电影工业的宝贵遗

产，长影的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是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

的重要篇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的缩影。

近年来，长影旧址博物馆充分发挥电影摇篮的红色基因，

传播电影文化、宣传红色教育，面向广大党员打造了“电影党

课”“重温入党誓词”等党史教育活动，做强做亮了红色品牌。

未来，长影旧址博物馆还将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汇聚磅礴力量，作品立影、产业助影、人才兴影、技

术强影、开放办影、党建管影，通过“线上+线下”“研学+课堂”

“党史+文旅”的多维模式，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守正创新，助力

书写红色吉林的精彩华章，以高标准、高品质的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长影旧址博物馆获党史教育基地授牌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日前，由省司

法厅主办、省曲艺团承办的“吉林省法治

文艺巡演”专场曲艺演出走进珲春市下

洼村，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将法

治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欢乐氛围中学法、

懂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学法、遇事找

法、化解矛盾用法、解决问题靠法。

演出以一个个具体事例及典型事

件，向下洼村村民诠释了法律法规的重

要性。群口快板《法治护航新时代》通俗

地解读了与村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法

规；相声《法治社会》以诙谐幽默的形式，

号召群众学法、守法；对口快板书《防诈

骗，享晚年》通过讲述老年人被骗的经

历，提醒百姓谨防诈骗，做到“不听、不

信、不转账”；小品《无备有患》设身处地

告诫人们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加强防火

工作；小品《自食其果》则讲述了一对为

了赚钱不顾环境保护，最终被相关部门

查证惩治的夫妻的故事。

节目精彩，演出中还穿插了观众答

题环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村民们纷纷

表示，在演出和互动中，一下子就记住了

很多法律知识。此外，司法部门的工作

人员也在现场发放法治宣传资料，并为

村民解答他们关心的法律法规等相关问

题。

据悉，由省曲艺团承办的“吉林省法

治文艺巡演”普法宣传活动，在省司法厅

和省文旅厅的指导和部署下，自2019年

开始已经进行了4年，普法效果好、观众

反响好。据省曲艺团团长李壮介绍，

2021年下半年，团里就开始了2022年度

巡演作品的创排工作，于今年7月21日

在四平进行了首场演出，随后又在白城、

松原、延边等地进行演出。下半年，巡演

将在全省陆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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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裴雨虹）由满族新城戏传承

保护中心创排的报告剧《洒下一米阳光》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日前，多

位业界专家为该剧“把脉问诊”，该剧将进入

新一轮的打磨提升阶段。

满族新城戏《洒下一米阳光》以松原市宁

江区纪委监委干部、选派大洼镇东六家子村

党支部书记郭明亮为原型。2019年7月2日，

郭明亮在大洼镇东六家子村为保护村民的生

命安全，在身负重伤后继续与持刀歹徒搏斗，

壮烈牺牲。郭明亮曾说，他是一名普通党员，

能做的工作是有限的，当阳光普照大地时，他

只是其中的一米光线，“我就是要用这‘一米

阳光’，照亮一个小小村庄。”作为松原地区特

有的地方戏曲院团，满族新城戏传承保护中

心创作了报告剧《洒下一米阳光》，引发了当

地群众强烈的反响。

该剧情节从2018年5月28日松原地区发

生地震的第二天开始讲起。郭明亮临危受

命，到灾情严重的宁江区大洼镇东六家子村

任党支部书记，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一年

多里，郭明亮卖车帮村民抗震救灾、助贫困户

致富、带领村民改善居住环境……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

这是一部朴实而有特色的剧目。剧中，

郭明亮常常将“干就完了”挂在嘴边，东北基

层干部“水滴石穿”的韧劲在他身上体现得淋

漓尽致。在村民因为“机动地”种植产生矛盾

时，郭明亮组建起玉米种植合作社，以智慧化

解问题；在为群众解决各种困难时，郭明亮又

倾其所有，展现了党员的无私奉献。这些看

似平凡的村中生活在舞台上汇聚成血肉丰满

的郭明亮的形象。饰演郭明亮的国家一级演

员陈喜强坦言，起初自己很有压力，“我担心

自己诠释得不够深入，无法将郭明亮同志的

精神真正传达给观众。经过多次打磨和排

练，同为‘80后’党员，我越来越能感受到他真

切为人民服务的心，也越来越能将他的心意

表达出来。”

作为一部报告剧，该剧以戏曲为本体，并

融入了报告文学的叙事性、艺术性。在塑造

郭明亮的同时，也将围绕在主人公身边的人

物打造得更为立体，从而与郭明亮的言行构

成合理的整体，真正把“以一米阳光照亮整个

村庄”的信念投射在观众心中。在音乐设计

上，该剧根据人物特点设计唱腔，既有满族新

城戏的音乐特质，又贴近生活。同时，剧中大

胆运用陶笛主奏的《妈妈教我一支歌》作为贯

穿音乐，将红歌巧妙融入剧中。在舞台呈现

上，该剧通过满族新城戏特有的舞蹈语汇烘

托气氛，展现人物性格，让现代戏也充分保持

传统戏曲的表演特色，并运用现代化舞台技

术手段，展现时空转换，多线交织推进剧情，

满足现代观众对戏剧舞台的观赏要求。

据陈喜强介绍，接下来，该剧将继续在剧

本上打磨提升，在富有生活性的同时增添更

多艺术性，剧目完成后将进行首演和巡演。

满族新城戏《洒下一米阳光》备战首演

省曲艺团“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活动现场。

（省曲艺团供图）

《洒下一米阳光》剧照。 （满族新城戏传承保护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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