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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火焰山下的“电影之夜”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影报道

6 月 16 日，一辆中巴车急速穿梭在新疆吐鲁番郊区的公路上，

车身上涂装着“农村电影放映车”的彩色字样。驾驶这辆车的是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广电文体局的农村电影放映员——帕尔

哈提·艾比布。当天的放映点是 7 公里外的亚尔乡吉查村。本报记

者有幸跟随这辆车，实地感受了帕尔哈提一次普普通通的农村露

天电影放映经历。

眼下的吐鲁番已经骄阳似火，白天的地表温度可达摄氏四五

十度，这里的时差比内地晚了整整两个小时。

晚上 9 点，没有来得及吃好妻子做的晚饭，忙活一天的帕尔哈

提便提前赶到单位将设备检查好并装上汽车，开始了当天的放

映。他对记者说，电影放映车已经更新了，电影放映机也换成数字

的了，前几天，厂家还给放映机加装了“GPS”，这样就可准确地检

测到这台放映机放映的场次和放映地点。他接着说道，去年共放

映了 200 多场，电影放映车行驶里程 1 万多公里，记者惊讶地给与

了赞许，而他却觉得不是放映的场次多，而是老乡们喜欢看电影，

他们需要电影。

晚上 10 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汽车也越开越快，记者提醒：

“当心点儿！”他说：“不成，老乡们都等着哪。”到了吉查村，组装银

幕，安装放映机，还不时地与村民打着招呼，用维、汉语寒暄着，好

像是老朋友相见般亲切，孩子们跑来跑去显得异常兴奋。此时，银幕

前传来阵阵笑声，床上、条凳上、墙根木料上已经坐满了人。

晚上 10 点 50 分，银幕上的图像终于伴着声音出现了，这是一

部带有汉语字幕的维吾尔语电影《幸福的向日葵》。帕尔哈提告诉

记者，上次放映了一部汉语电影，老乡们听不懂着急，就现场给他

们当翻译，将电影内容时时地说给他们，这让乡亲们十分兴奋。他

说：“到农村放电影很有意义，他喜欢自己的工作。”

零点，电影放映结束，此时星空下的村落已经十分安静。乡亲

们再次与帕尔哈提轻声打着招呼，显得自然而友好，询问下次什么

时间再来放电影。当地村干部艾力卡达尔说：“放电影要用电的

嘛，没关系，就从我家接好了。”在畜牧局工作的阿不多西提说：“到

村子里放电影，好得很，老乡们喜欢。”另一位村民艾力肯说：“都是

他（帕尔哈提）来放电影，有时一个星期来两次，有时十几天来一

次，我们是老朋友的嘛。”

◀ 16 毫米、32 毫米的电影胶片放映机已经被数字电影放映机取

代，它便捷、方便，只要通电即可放映。而他收养的汉族小姑娘已然成

了农村电影放映员帕尔哈提的小小助手，小姑娘时常出现在各个放映

现场。

编 后

作为回访，不久前,记者再次来到新疆吐鲁番，见到帕尔

哈提一家，并跟随他的农村电影放映车进村镇，实地感受帕尔

哈提的工作过程。

这是一个普通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一次普通的工作经历，

尽管他还是个临时工，14 年来却兢兢业业，去农村放电影几乎

成了他的唯一生活方式。然而，在平凡的生活中，他和妻子克

服了极大困难，收养了一个患有多种疾病的汉族弃婴，做了一

件不平凡的善事。

帕尔哈提一家的善举，本报曾于今年 3 月 21 日、3 月 28 日

做过系列报道，曾引起广泛关注。《光明日报》随后也以整版篇

幅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

也就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社会反响强烈。目前，帕尔哈提一

家面临的困难也引起其所在单位吐鲁番市广电文体局及当地

政府重视。据悉，帕尔哈提一家眼下面临的实际困难都会一

一得到解决。

我们相信，善良的人终将会得到社会的关爱。

这里的时差比内地晚了两个小时，放电影、走夜路成了家常便饭。

驾驶着不久前配置的新型电影放映车，帕尔哈提的心里非常高兴。

电影银幕的支架是折叠式的，只要天气允许，即可快速安装在室

外，播放电影。

每次放电影前，都要预先检查设备，不能让村里的人白白地等。

村上的维吾尔族老乡与其它地方的乡下一样，乡亲们十分珍惜免

费的文化晚餐。

村民们入神地看着电影。尽管现在几乎家家都有电视看，但是村民们还是觉得大家凑

在一起看电影更过瘾。

作为一个扎根于最基层的电影放映员，帕尔哈提对自己的工作是

非常认真负责，收入虽不高，夫妻俩却抚养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汉

族孩子，这孩子是夫妻俩最大的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