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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电
影“村晚”。

一个月前，在著名摄影
家 、纪 录 片 导 演 焦 波 的 老
家，天津湾村花电影社成立，
焦波和20多个姊妹们，决定为
乡亲们举办一场特殊的电影

“村晚”。
从1974年拍摄《俺爹俺

娘》的第一张照片至今，这个
村焦波已经拍了整整50年，
《俺爹俺娘》《天津湾》《哑巴的
正月》等优秀纪录电影均出于
此，“可以说，这个村的电影根
底是特别深的。”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
焦波觉得还不够。“光摄影师、
导演、记者去拍村子，总归还
差点事儿，为何不让老百姓拿
起手机，来拍摄自己身边的生
活，去记录乡村振兴当中发生
的故事呢？”焦波说。

1月16日，焦波跟村民们
聚在一起吃饭闲聊。“咱们成
立一个电影社吧，谁愿意参
加？”“我！”“我也来！”

大家一拍即合，天津湾村
花电影社就此成立。但临近
春节，摸不太清手机操作的村
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要拿
出一台电影“村晚”，谈何
容易？

“焦老师，俺拍出来咋这
么抖呢？”

“焦老师，啥是特写啊？”
……
此后一个月里，村民们边

琢磨边拍，村花电影社的微信
群总是响个不停。焦波用心
修改、剪辑村民们发来的视
频，经常熬到凌晨一两点，他
笑着说：“我是天津湾村晚总
导演。”

为了一台电影“村晚”，乡

亲们常常聚在一起创作剧本、
演绎拍摄。“俺们经常在微信
群里发一些自己拍的视频给
焦老师看，大家也会互相点
评，不断改进，水平更高了，乡
里乡亲的感情也更深了。”天
津湾村花电影社社长阚爱华
自豪地说。

历经一个月的筹备，2月
18日，正月初九，以影像助力
乡村振兴——— 首届中国·淄博
天津湾电影村晚在村里大舞
台正式放映，同时也是天津湾
村花电影社正式揭牌的时刻，
身着碎花红棉袄的村花们，早
早地来到这里，开始换装、
彩排。

“村晚”当天下午，逢微
雨。作为村花们心中的主心
骨，焦波老师的电话就未停
过。“下雨也没事，咱们有两套
方案哩。”“焦老师，第一次主

持，俺好紧张。”“不要紧，村晚
咱是主角啊，有啥说啥就行
啊。”

天公作美，在距离村晚开
幕仅剩半小时的时候，雾散雨
停，村花们也松了口气。一场
绵绵细雨过后，并不影响村民
的似火热情，大家扶老携幼、
呼朋唤友来捧场，不到晚上6
点，台下已经人挤人。

天津湾村花电影社的这
些村花们，不仅拥有灿烂的笑
容和开朗的性格，而且特别有
才华、有魅力。在这里，村花
们个个身兼数职，集导演、演
员、摄影师于一身。

“这就是我们自己导、自
己拍的节目，俺们心里可太高
兴了！”村花许桂花说。她们
虽是普通的村民，却也是独特
的乡村记录者，跟随自己的兴
趣，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用一

口纯正的博山话，将镜头聚焦
在这方土地上发生的平凡事。
欢乐实在的倾情演绎，弥足
珍贵。

村村有好戏，在天津湾电
影“村晚”这场“好戏”里，由村
花们带头拍摄的一段段影像，
如同一朵朵浪花，汇集成乡村
振兴的时代浪潮，成为山东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一个
个缩影，同时更是父老乡亲们
守望这片乡土的深情誓言。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雨桐 李波 王
兵 罗超月

集导演、演员、摄影师于一身

“电影村”里“村花”有点忙

淄博这场电影“村晚”的三字经
这份“愿”最动人

电影“村晚”从何而来？
一个月前，在著名摄影家、纪

录片导演焦波的老家——— 淄博市
博山区源泉镇天津湾西村，焦波
和天津湾村花电影社里的20多个
姊妹们，决定为乡亲们举办一场
特殊的电影“村晚”。

此后的这一个月里，村民们
在焦波的带动下，边琢磨边拍边
传，微信群总是响个不停。作为
天津湾“村晚”总导演的焦波，不
断用心修改、剪辑，经常熬到凌晨
一两点，就这样，他将自己及家人
的作品以及村民们的作品剪辑成
片，用这种方式为村民们呈现了
一台别出心裁的电影“村晚”。

这么多年来，焦波用相机持
之以恒地记录着身边的人和事，
成就了一个个经典之作。在天津
湾西村，焦波再次开启了一项新
的事业，用影像助力乡村振兴。

“我把在北京30年来积累的人脉
资源、媒体资源、名人资源、文化
资源都带回来，带到我的村庄，希
望村庄能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电
影村。”

这种“真”最可贵

电影“村晚”为何反响如此

热烈？
说到底，还是在于影像中承

载的真实感、亲切感，以及扑面而
来的乡土气和人情味。

在电影“村晚”，邻里乡亲们
就是“主角”，大家“在村话村”“在
村演村”。

《彩礼的故事》《俺是村里的
大美女》《孩子·老人·童心·童谣》
等片子好戏连连，有村花们对自
己当初谈婚论嫁时的“吐槽”，还
有欢乐闹腾的自我介绍、记忆深
处的儿时歌谣等等，唱、演，叫、
嚷、笑、闹，演的就是身边事，生活
是什么样的，拍出来就是什么样。

当晚，现场布置简单朴实，片
子亦没有大制作、大成本，但却好
评如潮。“真没想村里人弄的片子
也能这么精彩，俺觉得比电影院
的电影还要好看哩！”村民们乐呵
呵说道。

她们是普通的村民，也是离
土地最近的一群人，是几十年间
村庄变化的亲历者、见证者。为
了这台电影“村晚”，村民们个个
身兼数职，集导演、演员、摄影师
于一身，跟随自己的兴趣，以第一
人称的方式，用一口纯正的博山
天津湾方言，将镜头聚焦在这方
土地上发生的平凡事，因为真实
欢乐的倾情演绎而弥足珍贵。

一段段影像，如同一朵朵浪

花，汇聚成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
成为山东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变迁
的一个个真实缩影。

这份“情”最深厚

乡间烟火，最抚人心。看似
最土的乡味，其实恰恰是最浓的
乡情。

而这一台接地气的电影“村
晚”，不仅是新春佳节凝聚父老乡
亲们感情的一个重要载体，更是
天津湾西村父老乡亲们守望这片
乡土的深情誓言。

“就是喜欢拍身边事，俺们觉
得很有意思。”村花电影社的王洪
凤说，在20多个村花的号召下，用
手机记录日常，已经成为天津湾
村民们生活中的一件乐事、幸福
事。在她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
的乡邻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
时代。

乡土人情最是“热辣滚烫”。
正因影像中呈现出的这份原汁原
味的乡情，引发了村民的情感共
鸣和价值认同，从而更加激发了
村民参与的动力。在天津湾西村
这片土地上，乡村文化正因影像
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雨桐 罗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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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村村有有好好戏戏，，村村村村有有绝绝活活，，““村村晚晚””正正逐逐渐渐成成
为为春春节节乡乡村村文文化化生生活活的的一一大大亮亮点点。。

22月月1188日日晚晚，，一一场场别别开开生生面面的的电电影影““村村晚晚””，，
在在淄淄博博市市博博山山区区源源泉泉镇镇天天津津湾湾西西村村拉拉开开了了帷帷
幕幕。。当当天天，，天天津津湾湾西西村村的的广广场场上上搭搭起起了了舞舞台台，，村村
里里的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聚聚到到这这里里，，大大家家都都等等着着看看这这场场新新
颖颖的的电电影影““村村晚晚””，，到到底底讲讲了了个个啥啥故故事事。。 “村晚”现场，村民反响热烈。

村花们上台介绍天津湾村花电影社。

父老乡亲拿起手机，记录下精彩的电影“村晚”。

“村晚”现场放映的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