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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件事或许不难，但一辈子坚持
做一件事却实属不易。若能夫妻二人携
手并肩，共同坚守一项事业，那更是难能
可贵。在弥渡县红岩镇班局村委会小山
头村，就有这样一对令人敬佩的乡村电
影放映夫妻——茶应明和李玉华，他们
默默坚守了40余年，近日更是荣登了2024
年第三季度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榜”。

缘起热爱，风雨无阻。丈夫茶应明，
小名“了土”，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老

土”。1980年，茶应明被电影中的精彩故
事深深吸引，他主动请缨，成为了生产队
的电影放映员。而李玉华，正是因为热
爱电影，与前来放映的茶应明结缘，并最
终成为了一生的伴侣。从黄昏赶赴放映
点准备到夜间放完电影回家，这对夫妻
携手穿梭在红岩镇 108 个村庄之间，累
计播放了4000余场电影，吸引了上百万
人次观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红岩人度
过了无数难忘的时光。

李玉华对与丈夫共同放映电影的
日子记忆犹新：“那时，村里人最喜欢看
电影。我们一到村里，孩子们就笑着跑
过来，村民们也笑着问：‘老土，又带了
什么新电影来？’然后大家会帮忙搬东
西，那场面真是让人高兴。”

“当时虽然工资只有 18 块钱一个
月，但我们做得很开心。”李玉华回忆
道。那些年，路不好走，放完电影后已
很晚，李玉华不放心丈夫独自回家，便
时常陪伴左右，帮他打打下手、壮壮胆。

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视机、碟片、录
像室兴起，再后来，影音设备不断更新，
农村电影院逐渐走向没落，夫妻俩的

“电影梦”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
他们并未放弃，仍在坚持。2010年，大理
州成立了星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责任公司，加上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政
策扶持，夫妻俩重燃热情，再次投身电
影放映事业。这次，他们使用的是轻便
的数字电影放映机，放映效果也大大提
升。他们还购买了面包车，为村民们带
去更多精彩的电影。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对夫
妻，2015 年，茶应明不幸患病。在与病
魔抗争的五年里，他依然坚持每月到村
里放电影。病痛的折磨让他痛苦不堪，
但他却从未放弃。寒冬腊月，他忍着刺
骨的寒风和钻心的疼痛，依然坚守在电
影机旁。李玉华回忆：“他所有的衣服
都还很新，唯有肚子那块被他挠得快烂
了。但对他来说，只有摸到放映机他才
能‘活过来’。一到放映点，和村民们说
说话，他的心情就变好了。”

弥留之际，茶应明拉着李玉华的
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我一辈子都爱
放电影，能坚持的话，你以后帮我继续
做下去。放电影能给别人带去快乐，也
能让日子过得更充实一些。”带着丈夫
的遗愿，李玉华在2020年接过了丈夫的

“接力棒”，成为了红岩镇新的乡村电影
放映员。

一个人的电影放映道路充满了困
难与挑战，但李玉华从未退缩。她耐心
劝说儿女支持自己的工作，用儿女给她
报名学车的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拉
设备；她努力克服体力上的困难，将 50

多公斤重的设备分几次装卸；她还兼职
了村小学食堂的工作，为了兼顾工作和
家庭，她拼命挤时间，忙碌于家庭与放
映点之间。

“开始确实很难过，似乎总是能看
见他的影子。有几场电影几乎是在流
泪中放完的。但是，我觉得只要电影还
放着，他就还在。”李玉华说。如今，像
这样的乡村广场电影，李玉华每月都要
在红岩镇辖区放映 12 场。在村民们观
看电影的同时，李玉华和小孙子静静地

守护在电影放映机旁，仿佛也在守护着
丈夫茶应明的遗愿。

“放映员的工作不轻松，没想到玉华
把这个活儿接过来了。他们俩感情非常
好，提起他俩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感
人。”一旁的村民感慨地说道。李玉华坚
定地表示：“只要社会还需要，身体条件
还允许，不管再难，我一定会把电影放下
去。”在家人的支持和村民的热情中，李
玉华继续着她的电影放映事业，用光影
传递着心间的爱与希望。

李玉华成为乡村电影放映员后的工作情景，她抱着孙儿和乡亲们一块看电影。

李玉华在擦拭夫妻俩曾用过的电影放映设
备。早年用过的设备是夫妻俩的情感寄托，李玉华
会不时擦拭保养一番。

李玉华的丈夫茶应明生前放电影的工作照。

早年拍摄的家庭照片，李玉华会经常
拿出来看看，回忆曾经丰富多彩的岁月。

李玉华抱着小孙子在放映现场。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李玉华常带着小孙子去
放电影。

李玉华开着三轮车去放电影的路上。三轮车是李玉华放电影的交通工具，比早
年夫妻俩放电影时方便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