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019.11.29 星期五

编辑 金国建 美编 童宝林

创业·人物

蹭专业课、去央视实习、学习优秀纪录片拍摄手法提高拍摄技术，参与大赛锻炼团队，用定期团建增强
团队的向心力。

沈阳师范大学在校生创立“影像力量”纪录片工作室，通过为企事业单位拍摄宣传片作为盈利点，再用
这些收入去拍摄弘扬传统文化、关注社会现象的纪录片并播出，以此来传承经典、关注时事，引起更多人的
关注，也增加了工作室的影响力。

大学专业课接触纪录片制作
建立纪录片工作室

今年，沈阳师范大学学习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的大三女生于事文与同校
的小伙伴成立了中视新北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并建立了“影像力量”纪录片工
作室，经过团队近半年的努力，如今工
作室的运营已经步入正轨。

“之所以想建立纪录片工作室，主
要还是因为我大学期间接触了与影像
制作相关的专业课，我发现我更愿意从
台前的工作者变为一名幕后工作者。”

于事文说，学院为了让同学们学习和掌
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专业课程设置了
摄影摄像、非线性编辑课程等，她非常
喜欢自己拍片并进行编辑，喜欢上了这
些拍摄的技术。“我发现，在这样一个融
媒体时代，很多传媒公司都聚焦于利
益，很少有人去真正关注社会话题，我
想成立一个纪录片工作室，关注传统文
化的传承，弘扬社会正能量，进而达到
改善社会浮躁风气的目的。”

用盈利收入去制作有社会意义的作品

于事文介绍，工作室虽然成立近半年的
时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运营模式。那就是
通过为企事业单位拍摄宣传片等实现盈利，
进而再以这些盈利收入来拍摄文化传承方
面的作品。通过传统媒体的平台播出，以及
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平台的
播出，使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熟悉、
喜爱传统文化，助力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同时，我们也关注并拍摄某些社会现象，

如：关注自闭症儿童，关爱空巢老人等，以期
在播出后能够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在传
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宣传国家的
方针政策，传播社会正能量。”

而对于团队的未来，于事文说，自己的
想法很简单，就是“慢慢来，在每一次的工作
中不断学习和进步，不断积累客户。用充满
正能量的匠心之作去扩大影响力”。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柏玲

与近千个项目竞争立项
团队集体加班准备入孵答辩

于事文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团队里
每一名成员都有着不同的分工，虽然大
家来自不同的专业，但都有一颗对于影
像和传媒的热爱之心。“担任团队摄像
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吕昭正，他对摄像特
别感兴趣，常常看关于摄像的书；后期
制作是学习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张继
正，他对很多剪辑软件都能熟练运用，
对于剪辑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运营成
员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熊云云，有着
两年运营学校媒体的经验。”于事文还
找来了自己的师弟张峰充当团队的会
计，“他的父亲是一名高级会计师，他可
以向父亲求教。”

在创业初始阶段，成功申报沈阳师
范大学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成为团
队要完成的第一个大任务。团队加班
一周，取得了满意的成果。也是从那时
开始，大家的努力和团结让她意识到

“她不是一个人”。

“当时是需要提交一份大约 5000
字的立项申请书，还要准备 3 分钟的
大学生创业答辩。与学校的近千份项
目一起竞争，我顿时感觉压力很大。
我和一起答辩的团队搭档查阅了很多
资料，猜想老师可能会问到的问题，我
们一直准备到晚上近 10 点，在寝室封
寝最后一刻回到寝室。第二天答辩很
顺利，我们的项目获批‘省级科研立
项’。”

随后，团队还要接受“互联网＋大
学生创业项目答辩”“沈阳师范大学团
委——企业入孵答辩”。“从入孵申请
到项目可行性报告，对于不擅长写作
的我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时间紧，任
务重，我一个人根本写不完如此多的
材料。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和我的项
目组成员在办公室一起探讨，一起写
材料，加班了一周，终于赶出了一份完
整的申报材料。”

蹭专业课、央视“取经”
沈师学生创建纪录片工作室

于事文（后排女生）和团队小伙伴即将参加比赛，飞机场拍下了一张合影。 本人供图

为了得到更充分的锻炼机会，团队还多
次参与大赛，在于事文看来，这也给团队留
下了很多共同努力和互助的美好回忆。“印
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同学一起去山东日照，参
加一个大学生微拍大赛。我们团队四个人
从沈阳坐飞机到连云港，再坐高铁到达日
照，在这期间我犯了肠胃炎，一直上吐下泻，
吃不下东西。团队的所有成员为了我的身
体状况都来迁就我的饮食，在拍摄那么高强
度的工作状态下，还不忘关心我的身体状
态，怕我身体支撑不住。在日照拍摄的三天
是很劳累很辛苦的三天，但也是拍摄很精
彩、很长见识的三天。最终，我们的参赛作
品《日照东夷》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而在上个月结束的2019年大学生微创
业行动东北区微创营项目路演活动中，于事
文团队收获了铜奖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创
业导师的指导。“在这次大赛中，我们得到了

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来自高校和企业的创
业导师还帮助我们梳理和优化项目，让我们
对团队的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和认识。”

同时，团队通过定期团建，来提高团队
的向心力。“大家性格不同，但是都在朝着一
个目标努力，我们每完成一部纪录片的拍
摄，都会进行一次团建，通过交流，了解彼此
的想法，求同存异，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也正是有了这些积累，让团队在面临商
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两难选择时，可以团结
一致，用自己的优秀作品去说服客户，从而
接受我们的拍摄风格。“我们有一次在香港
给客户拍片子，在写策划方案时，我们采用
了时下流行、时尚的风格。客户并没有接受
我们这个策划想法，我们还是决定坚持艺术
价值，与客户进行了两天的沟通，我们拿出
我们此前的优秀片子给他们看，最终得到了
他们的肯定和支持，最终方案通过了。”

面对艺术与商业价值矛盾
用优秀作品说服客户

央视实习 学校蹭课 提高团队拍摄技术

在创业的过程中，团队不断发现自己作
品的灵感和理论支撑都不是很丰富，团队专
注每一个提高的机会，用多种方式去弥补自
己的短板。“所以我们利用暑期到央视剧组
实习，跟随许多央视的导演一起出组前往全
国各地拍摄企业纪录片，积累了许多策划、
拍摄、剪辑、技巧。”

父母担心于事文在北京生活很难很艰
苦，并不支持她去北京实习。“从父母得知我
准备去北京，到送我到火车站，再到我在北

京实习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一直在阻拦我，
想让我打消去北京的念头，让我赶快回
家”。但是为了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为了能
学习到更多的技能。于事文和团队小伙伴
依然在北京坚持“北漂”了一个假期。“虽然很
累，但是学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同时，团队成员还通过蹭学校里纪录片
制作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对优秀纪录片的
拍摄手法多琢磨多研究，从而提高自己的拍
摄技巧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