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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自2015年12月成立以来，在协会主席、编剧兼导演边茂田带领下，创作生产了十余部微电影作品，其中微电影纪录片《红顶清风话杜家》在2017年度
中宣部组织的全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征集展示活动”中荣获30分钟类三等奖；微电影戏曲片《都有数》于2017年12月29日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

2月1日，市文联、滨州日报社、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召开会议，邀请省市宣传文化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边茂田团队的微电影作品进行座谈交流。同时，边茂田本人也在
会上作主旨发言，讲述其进行微电影创作的故事与感悟。本报现对这些发言进行整理刊发，以期促进大家共同思考。

用心讲好滨州故事用心讲好滨州故事 助力滨州文艺繁荣助力滨州文艺繁荣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刘青博 李前军 通讯员 刘杰

《窗口》开启了我的微电影
创作之路，并收到了良好宣传、
社会效果

2015年12月，我在滨州市电影电视艺术
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首届主席。虽然我
对电影电视艺术并不陌生，但由于长期从事
行政管理工作，现在真的让我做电影电视创
作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尤其是具体创作生
产，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2015年夏，我与吴延香同志尝试创作生
产了第一部8分钟的微电影作品——故事片

《窗口》。这部片子主要是反映沾化区检察
院创新工作方式，率先在全省探索建设了

“检察官约见系统”，开通了犯罪嫌疑人与检
察官正常的联系沟通渠道，使犯罪嫌疑人能
够直接约见办案检察官，大大提高了办案效
率。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这部片子
公映后，反响很好，得到了省、市检察院领导
的充分肯定。领导多次到沾化区检察院检
查指导工作。外地检察院也多次派人到沾
化区检察院参观学习。该片收到了很好的
宣传效果，促进了检察工作的开展。第一次
编导微电影的成功，使我增强了信心，也为
我拍摄微电影积累了艺术创作经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反映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人民群众不仅是文艺作品的观赏者，更是
评判者。那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呢？是真善美的作品！而有正确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再加具备一定的创作技巧，才
能创作生产出真善美的作品。

我是党培养多年的老党员，有40多年的
党龄，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有着
深厚的感情，又加上我从事过多年的纪检、宣
传、组织等工作，党性观念、组织观念、纪律观
念、担当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是有的。
所以，我创作生产的微电影作品无不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为导
向，以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为原则，以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为目的，以反映真善美、鞭
挞假恶丑为标准。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自觉
基础上的，是对党对人民情感的自然流露。

微电影纪录片《红顶清风话杜家》，是以
清道光年间杜受田为主线，讲述了滨州杜氏
家族诚实做人、重视家教、为政清廉、为人师
表的故事，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
勤政廉政的好风气。微电影戏曲片《都有
数》，讲述了一个村支部书记刚正不阿、真心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故事，其主题歌“天
有数，地有数，人人心里都有数。当官凭的
是良心，不贪不沾真心为民才是好干部”，用
通俗的语言道出了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
部的评判标准和呼声。微电影纪录片《黄河
夯号》，以沿黄人民群众与大自然英勇抗争
为主题，谱写了一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
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壮丽凯歌……总
之，我拍摄的所有微电影作品，都弘扬了主
旋律，传播了正能量。也正因如此，我们团
队的微电影作品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人民
群众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是文艺创
作的源泉，文艺作品必须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为新时代高歌

当下很多人埋怨很难看到好的、雅
俗共赏、现实主义题材的文艺作品。为
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有那么多好的现
实主义题材的文艺作品问世，而且影响
几代人。为什么？一是这些作品都是
作者长期生活的积累与升华，或深入生
活的体验和感悟。二是优秀的文艺作
品，都是作者带着对党、对人民、对祖
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用
心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才打动人、教
育人，才有生命力，老百姓才愿意听、愿
意看。

好的文艺作品不仅源于生活，还要
提炼生活、高于生活。我在拍摄《永远
跟党走》这部微电影时，共采访了四个

典型。其中一个是滨城区北镇街道春晓社
区综合党委书记王爱芹，她的特点主要就是
帮扶工作做得好。我在采访时她说了这么
一句话：“老百姓太容易满足了。咱帮他一
把，他就感激得不得了，口口声声说‘感谢
党，感谢政府’，一口一个‘王书记’地叫我。
老百姓叫我一声‘王书记’，我就觉得肩上的
担子很沉很沉的。唉，责任啊！”“责任”，当
我听到这两个字后心里沉甸甸的，想了很多
很多。于是，我在解说词里是这样写的：“是
啊，责任！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密切联系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责任重于泰山！如果我们党
的各级基层组织都能够把责任担当起来，我
们的党群关系能不血肉交融吗？”

任何文艺作品都要有鲜明的主题思想，
为现实服务，为时代高歌。在创作《红顶清
风话杜家》时，我通过阅读杜家《杜氏述训》，
看到这么一句话：“教子以身不以言。非不
以言也，所言皆其所行耳。”正如荀子所说：

“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于是，我把“知行
统一，学以致用”作为影片所表现的主题，赋
予这部电影以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千
锤百炼出来的，坚持恪守“认真”二
字，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

文艺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按规律办
事、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是文艺创作的基本
要求。而要做到精益求精，除去把握艺术创
作规律、运用好艺术创作技巧外，再就是“认
真”。

拍摄《海丰塔》时，我带领摄制组先后去
了无棣十几次，都是因为回来后感觉镜头
拍得不满意或感觉需补拍一些镜头而多
次往返。这部微电影的总顾问是无棣县
原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郭云鹰同志。郭
云鹰热爱文化，对无棣的历史很有研究，并
且有独到的见解。他在介绍无棣大觉寺
时，说唐贞观年间建大觉寺时，在无棣以
北、以东还同时建了两座寺庙，北面的叫楞
严寺，东面的叫落后寺。我听后立即对两
座寺庙产生了极大兴趣，觉得有故事。因
为拍电影就是讲故事，故事讲不好，影片就
没有吸引力、感染力。于是，我决定到这两
个地方去看看。楞严寺和落后寺两处遗址
都距无棣县城70华里，郭云鹰主任说他都
没去过，现在啥都没有了不去了吧，但我还
是坚持要去。

艺术创作如同攀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
事情。写剧本很辛苦，有时来了灵感我凌晨
三点起来写。拍戏拍镜头很辛苦，不管炎热
酷暑还是冰天雪地，都得到外景地去拍，很多
时候都是凌晨四点起床。后期制作更辛苦，
不仅辛苦，还很枯燥，镜头一秒一秒地去抠，
不满意重新再来，直到满意为止。搞艺术创
作和生产就必须坚持“认真”二字，只有这
样，才能创作生产出人民群众满意的好作
品。

新的一年开始了，滨州市电影电视艺术
家协会决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宣传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敢于担当，勇
于担当，讲好滨州故事，力争创作生产出更多
更好的微电影作品，为滨州市文化事业、文化
产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编者按：

近几年，我国的微电影发展
非常迅速。据统计，2013年我国
的微电影创作只有1400多部，而
截至 2017 年底已达到 24 万多
部。但是在发展的大背景下，也
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作品，
像一些歪曲历史、价值观念扭曲

的作品在网络上播出。此种现
象引起了中宣部、省委宣传部的
重视，开始注重网络净化，推出
一批正能量并引起强烈反响的
微电影。

在这一背景下，滨州市委宣
传部、市文联、滨州日报社举办

这样一场个人微电影创作的座
谈会，在省内还是首次，起到了
很好的引领作用。对于今后滨
州微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以及
讲好中国故事、山东故事、滨州
故事都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这是省内首次举办个人微电影创作座谈会
于海丰（山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2017年6月起，我有幸参与了
微电影纪录片《海丰塔》的整个制
作过程，从边茂田以及他的团队
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对事业认
真负责的态度，对作品精益求精
的精神。

这部片子是无棣县第一部利
用现代媒体形式，挖掘和宣传无
棣历史文化的专题片，虽短短17

分钟，但有特色、有内容、有价值、
有品味！ 属精品之作。从形式上
讲，它不是一般的宣传片、风光片，
而是类似央视“探索与发现”那种
深入浅出地挖掘和宣传历史文化
的专题片。从内容上讲，一是解
答了为什么在无棣建塔，建塔有
什么用处这一人们普遍关心的问
题。二是体现了塔的灵魂是“善”，

是劝善之塔、和平之塔、和谐之塔、
幸福之塔、导航之塔。三是片子
留有许多想象空间和余地，如贞
观年间为什么在棣州大地同时建
了三座寺院？又等距离呈三角鼎
立之势？为什么在塔的西侧长出
长寿之树——朴树？这些都有待
我们继续去思考、挖掘、开发和利
用。

参与《海丰塔》制作 感动于边茂田的精益求精
郭云鹰（无棣县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

不同于当下众多微电影的以
娱乐和赢利为目的，边茂田先生
的作品或讲述检察官公正办案，
或赞颂企业员工艰苦创业，或表

现滨州历史人物，或挖掘本土文
化、艺术……都是严肃的题材，
是反映滨州政治、经济、文化建
设的正剧，是讲述滨州故事的好
作品。

对题材的选取体现了一个
艺术家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

边茂田选取上述题材作为表现对
象，体现了他是一个有神圣责任
感、使命感，有崇高艺术理想的艺
术家。他从事微电影艺术创作，

不是搞着“玩”，不是为了消遣，而
是要通过笔、镜头，来展示、讴歌
滨州灿烂的历史文化，展示、讴歌
我们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成
就，以推动滨州文明进步。他是
一个为现实服务，为社会服务，为
人民服务的优秀微电影工作者。

微电影虽然篇幅短小，但内
容却需相对完整、丰富。这就需
要概括叙述和具体画面高度融
合。边茂田的作品在这方面做了

成功的尝试，使作品产生了既深
厚又灵动的艺术效果。另外，边
茂田作品的语言准确、简洁、生
动，一字一句结结实实。而且，他
的文字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非常
丰富，还有不少哲理警句散布其
间。这得益于其对滨州的历史、
文化、政治、经济有着全面了解、
把握和深入的思考，也得益于深
厚的文学修养。

作品体现了神圣的责任感和崇高艺术理想
李登建（滨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这一系列微电影我全看了一
遍，深有感触，确实有很多没想到
的地方。边茂田先生和其他一些
老同志，还有一些年轻的编剧、演
员，能够一起做微电影工程，这是
对新时代文艺的一种贡献。

《窗口》反映的是沾化区检察
院的故事。把镜头对准政法战
线，讲述身边的中国政法故事，宣

传正面典型，我作为公安战线的
一员，看后深有感触。用微电影
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反映严肃题
材，我觉得在滨州是一种有超越
性的贡献。《黄河夯号》让我想起
童年遭遇的那些优美而又艰辛的
历史，就是那种夯号里面产生的，
我们一般的文艺表现上所看不到
的那种追寻。其实这是一个线

索，如果我们深入下去，如果从这
个微电影之门走进去，我们会发
现，那些鲜为人知的，流传在民间
的，离去的流失的这种优美、深
沉，不为人知而又流传于心头深
潜于梦境，依然在梦牵魂绕地缠
绕着我们。所以我觉得，微电影
这一艺术形式的表现让我很感
慨。

这些微电影引导我们思考这片土地上的文化
王长征（滨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用微电影来宣传本土文化，灵
活生动，易于传播，是一种非常好的
形式。不论《海丰塔》《红顶清风话

杜家》这样大的题材，还是《黄河
夯号》《滨州剪纸》这些乡土文化
的内容，都是立足滨州取材。本
土文化的建设打造与地方旅游
甚至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
是紧密相关的，应该格外重视。

这些微电影中反映现实题材的
都是小切口进入，但主题很有典型
性。建设文化滨州光说大的概念不

行，越小切口进入，越具体生动。关注
现实，对当下社会的热点，策划好、反
映好，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在
这方面边主席给我们做了榜样。

从边主席两年来创作十几部
优秀微电影这件事上，我有个感
受，就是一大批老领导、老干部、
老同志是滨州文化建设中的一支
重要力量，应该重视发挥他们的

作用。很多老同志阅历丰富，熟悉
滨州，在某些方面有特长。很可能
早的时候，有些文化想法、有些情
结没有去施展去实现，退休后有了
时间，心态也安静了，愿意静下来
去做这些东西。实际上从创作方
面来讲，这或许正是一个黄金期。
建议建立一定的组织，赋予他们社
会属性，发挥好他们的作用。

一大批老同志是滨州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王锋（滨州日报社副总编辑）

这些微电影，我最感兴趣、
认为比较好的还是表现滨州本土
文化的那些作品，采访细节安排
到位，“即将消失的乡愁”反映充
分。这也提醒我们一个问题，就
是无论你的才华多么高、素材多
么好、团队多么强大，首先你对创
作的东西得诚心和诚意。诚心诚
意表达出来的东西有一种情感，
艺术创作是离不了这个的。

我对《黄河夯号》感觉最好。
为什么？因为它难以表现。这个
东西都已经逝去了。而且，这个
片子有一种文献性质。就是说，
边主席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他
的思维很开阔，他把黄河的历史、
黄河的演变史也拿进来了。还和
我们当地的传统民俗的东西结合
起来做，看了之后，不禁让人在情
感上亲近这些乡愁。

当然现在微电影的概念，还
有好多需要确定的因素。从传统
的电视手法上，更多的是汲取一
些纪录片的创作手段，比如说视
觉方面的场景重现，这些东西做
得还是不错的。但我感觉还不
够，形式还是比较单一一点，声音
的、图像的、文字的、音乐的等各
方面的手段，还可以再丰富。

诚心诚意的艺术创作让人产生情感认同
赵雪松（作家、诗人）

杜受田故居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 这个题材难度在哪？杜
受田是影响国运的人，要写这个
大院的事情，从明朝到清朝，跨
度太大，很难用一个作品说明
白。2016年，我们想请边主席拍
个微电影，一是把杜家优秀的传
统文化表达出来，二是让这个片
子起到宣传景区的作用，第三因
为景区是省级的廉政教育基地，

要把廉政勤政体现出来。边主席
写出剧本后，我们一看，果然巧妙
地把几个方面都融合到了一起。

2017年6月份，滨城区在“学
先进、争一流、上水平”活动和创
城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
人物。区委组织部就想创新性
地开个表彰会，通过微电影综合
介绍一下每个模范。我们再次
找到边主席。半个月的时间，连

拍摄带制作，这个片子叫《永远
跟党走》，介绍了4个典型，获得
巨大反响，给我们全区的“学争
上”添了一把火。

就在这个片子的采访过程
中，边主席说：“我发现了一个好
素材，能拍成大戏。”就是大家现
在看到的《都有数》。在拍摄过
程中，有一次边主席三天没睡
觉。我真的非常钦佩和感动。

三次“合作”深深为其才气与敬业折服
王昕(滨城区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 微电影纪录片微电影纪录片《《红顶清风话杜家红顶清风话杜家》》剧照剧照。。

“我”与滨州微电影创作那些事儿
边边茂田茂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