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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留学生陈容华：

用镜头讲好中国故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初见陈容华，很难把这个有着一双
笑眼爽朗的小姑娘和导演这个略显强
势的职业联系起来。坐在清华大学胜
因院 30 号二层小红楼里，陈容华一边
同记者分享着她与中国、与清华的故
事，一边撒下一串串的笑声。

1992年出生的陈容华是新加坡籍
华人，几天前刚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毕业。在清华学习两年，她完成了
学业，还“不务正业”地拍摄了获得首届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国际大赛一
等奖的微电影《北京 24 小时》，制作了
清华大学 2018 年官方英文宣传片，用
精致柔美的影像讲述今日中国的故事。

因爱“触电”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说起自己和
电影的缘分，陈容华坦言全然是因为喜
爱。凭着对画面与生俱来的敏感，高中
时她就以学姐为主人公，用单反拍摄了
一部以残奥会为主题的纪录片。这部
处女作获得新加坡电影人好评，陈容华
也因此代表新加坡加入“青年电影人才
培育计划”，开启了自己的电影之路。

按照这个培育计划，每个东盟国家
每年挑选两人，接受电影前辈们一对一
指导，每年集训、提交学习报告。自此，
总说自己是运气好的陈容华，在电影的
世界里如鱼得水。大学时，她进入英国
萨塞克斯大学电影学院系统学习电影。

在英国读书时，几个来自中国的同
学与她异常投缘。陈容华惊讶地发现
中国同学口中描述的中国，与媒体报道
的完全不同。“我从来没到过中国，只知
道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很大。我不想成
为只在远处观看变化的人，而是想成为
变化中的一员，参与到变化中来。”于
是，在申请研究生课程时，北京成了她
的首选。

2016 年 8 月份，拿到中国政府奖
学金的陈容华，来到清华大学，成为
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球财经新闻专业的
一名硕士研究生。这个新的班集体非
常国际化，十几位同班同学来自五大
洲、国籍就有10余个，俨然“小联合
国”；师资更是中教外教混搭；一些大
班课程还与同专业的十几名中国学生
一起学习。

“在清华，我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
的新变化。”读研两年，陈容华不仅了
解了北京，还参与了东盟—韩国建交
十周年庆典及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国际
文化活动，与各国知名电影人交流学
习，共同探讨电影技巧与艺术。随着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对中国乃至亚
洲的影视市场越发了解，机会也越来
越多。

“我导师的研究方向是品牌，品牌
人和影视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这
种不同，让我开阔了眼界。”她常说自己
是一个“用文字无法表达的人”，影片自
然成为她表达自我的方式。在清华学
术氛围的熏陶中，陈容华想拍片子的冲
动愈发强烈。

一鸣惊人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2017
年，导师范红教授鼓励陈容华去参加第
一届“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国际大
赛，在讲北京的故事中，陈容华没有想
到，她和同学梁连芬拍摄的微电影《北
京24小时》获得了一等奖。

影片透过一位来北京求学的留学
生的眼睛，讲述了在北京街巷中的见
闻：杨梅竹斜街深处雕刻着木版年画的
传承人；后海小卖部里唱着“金漆的雕

龙，琉璃的影壁”的阿姨；地铁里忙碌奔
走的年轻男女……影片中古老又现代、
五彩斑斓的北京生活，弥漫着一种让人
想亲近的人间烟火气。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陈容华对讲好
中国故事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最重
要的是从细节入手，联系人物情感，引
起共鸣。只要做到这点，不管是什么内
容，以什么形式呈现，都会触动人心。”

一鸣惊人后，清华大学大胆地把官
方 英 文 宣 传 片《Our Tsinghua
2018》的制作交给陈容华操刀。最让
她感动的，是校领导的一句话——“给
你们虽然很冒险，但我们愿意冒这个
险！”历时数月拍摄制作，这部以“清华
正芳华”为主题的宣传片向公众亮相。
陈容华以国际学生的视角呈现出清华
的活力与魅力。

留学生眼里的清华什么样？“我们
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清华，但每
个人都是清华的一部分，所以片子里没
有主角。”3分多钟的宣传片中，陈容华
打破常规，“尽量多拍一些人物的细节、
近景，镜头运用与以往也很不同。”

以无伴奏合唱的校歌开头，在沉
稳、优雅、有温度的女声解说中，穿插着
学生们创作的说唱，100多名演员全部
是清华在校生。从人文艺术到体育、科
研，大气又活脱，宣传片描摹出的是严
谨又不刻板的清华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宣传片中并没有突
出国际学生，而是把他们安插在片中的
各个角落，片中两个女足队员就来自面
向全球顶尖大学选拔学生、培养领军人
才的苏世民学院。因为“清华是中国的
大学，这样处理更自然。”

这部宣传片为陈容华的清华生活
画上了圆满句号。2018年清华大学研
究生毕业典礼上，校长邱勇以她为例，
勉励同学们努力与时代同行，以开放精
神点亮人生。

文化使者

有了电影这个伙伴，陈容华从没苦
恼过未来要干什么。在清华同班的外
籍同学中，除继续读博士的，只有她和

一位美国同学留在北京。美国同学立
志做中美交流的使者，告诉每一位美国
人更真实的中国；而她，则要做中外影
视文化交流的使者。

“我想用影视这个工具，多做些片
子，促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
流。”让陈容华萌生这个想法的，是去年
11 月份参加釜山电影节时的灵光乍
现。“在釜山同圈内人聊天时，我很惊讶
很多影视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以
前。”促进不同国家电影人的交流，更好
地协调各种资源，正是她可以做的事。

今年1月份，陈容华在新加坡注册
成立了公司，3月份又和英国读书时的
中国同学一起注册了北京工作室。“我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范红老师，她给予我
很多帮助和鼓励，还陪我一起为工作室
选址，并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建议。”

离开清华后，陈容华将正式开启自
己的电影事业。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
美院等学生聚集的艺术圈里，陈容华是
非常活跃的一个。“有事时只要在微信
群里登高一呼，大家就会热情地回答各
种问题，推荐各种专业人员。”

未来的路，她规划得很明白。“这周
刚参与了北汽的项目提案，不久后我会
担任一部中医题材片子中一集的导
演。今年，还计划同博物馆和研究院合
作，做非遗文化之旅。”

在陈容华眼中，中国有很多有意思
的东西，比如宣纸、徽墨、蜡染……“我
们想去传播这些有历史的东西。”西藏
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大同云冈石窟等，
都是她想深入探究的地方。

陈容华喜欢真实，对纪录片情有独
钟。“虽然过程很辛苦，但其潜在价值不
可忽视”。她上大学时，在贵州与当地
留守儿童生活了一个月，完成了关注中
国 留 守 儿 童 的 纪 录 片《Why Am I
Left Behind》。这次经历，让纪录片
成为她不能放弃的艺术表现形式。

如今，陈容华正在做中国故事的讲
述者。“现在一些片子，让人有距离感。
我们希望做出与生活相连接、相呼应的
作品。”未来，她还想把更好的创意、人
才引入中国，把中国优势资源带到东南
亚，为亚洲影视业的繁荣尽一份力。

“爸，这一次咱庄选队长，数你的得票最多。”
听儿子说起这事，许小立还“蒙在鼓里”，因为他一直

忙于工地上的事，根本不知道他被村民们选为队长。
现年44岁的许小立，家住河南正阳县慎水乡小邹寨

村许庄组。1993年，为了给父母分担压力，当时只有 19
岁的他就去建筑工程队当小工。“那时提砂灰、搬砖头之
类的苦活累活什么都干，一天只挣3元钱。”许小立说。

许小立是好学上进的有心人。在辛苦劳作的同时，
他处处留心放线、砌墙、扎钢筋、混浇楼顶等一些建筑行
业的高端技术。1994年底，建筑公司老板看他技术活不
错，开始让他砌墙。“这下待遇好多了，每天能挣到 10多
元工钱。”许小立笑着说。

2009 年，许小立决定组建自己的工程队，一些了解
他的人纷纷投入麾下。就在他信心满满时，不幸却降临
在他身上。2010 年夏天，在县城一建筑工地施工时，他
不慎从三楼房顶摔下来，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耳朵、胳
膊等部位也受了伤。在医院治疗了 18 天后，他回到家
里，吃喝拉撒全靠家人侍候。“当时没让主家拿一分钱，出
了事故是咱自己的事，咱不能讹人家。”许小立说。

看着许小立摔成这样，建筑队里新来的 7 个工人担
心挣不到钱而选择离开，熟悉他的老工人依然不离不
弃。许小立在床上不能干活，却继续指挥安排工地上的
一切。有时，他让妻子用轮椅推着到工地看看，遇到建筑
上出现的问题，还现场指导。2012 年，许小立能够拄拐
行走了，50多人找到他，要和他一起干，这是对他莫大的
信任，也是对他人品的褒奖。

遭遇挫折，身体致残，这让许小立对残疾人有了更深
的理解。熊寨镇王楼村有一贫困户，男主人因身有残疾
找不到活干，许小立知道后让他到工地上干一些小活杂
活，每天给他开90元工钱，使这个家庭有了稳定的收入，
也让其家人看到了希望。

许小立给工人开的工资相对较高，给承包客户的工
程造价核算都是较低的，因此每年到手的结余资金也没
有多少。他说，“想让工人好好地跟着你干，又想让客户
认可你，不容易啊！”即便这样，许小立还是力所能及地做
些公益事业。他所在的许庄组主干道，每到下雨天就积
水没膝，泥泞不堪，路人行走必须要穿高筒靴或挽起裤腿
打赤脚。许小立利用自家的进料货车拉来一方方砖渣石
子，修补平整路面，结束了村里行路难的历史，乡亲们都
夸他是个好人，做了件大好事。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这是应该的。”类似的事情，许
小立不知做过多少次，他认为都是应该做的。

好 人 许 小 立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陈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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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石岩素有“大山、大水、大湖”
的美誉，这里不仅有“深圳八景”之一的

“羊台叠翠”，也曾是全国首家“三来一
补”企业的所在地。近年来，深圳市宝安
区石岩街道凭借不断的产业转型升级、腾
笼换鸟，形成了以智能制造、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一
个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2018 年 7 月 26 日至 28 日，从汽车动
力电池系统、智能包装，到无人自转旋翼
机、热敏电阻传感器……来自石岩街道的
企业团组带着其最新的前沿科技产品集体
亮相第三届宝安产业发展博览会，全面展
示近年来的科技创新成果及产业发展成效。

服务为本 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近年来，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
下，石岩街道正通过发展院士经济、实现

“一带引领、四区并进”产业新布局、融合
“德国+”等各种有力举措，挖掘街道经济
发展潜力，发挥后发优势，助力宝安区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实现竞争力倍增。

2017年，石岩街道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05 亿元，同比增长 9.2%；规模以上工业
总 产 值 1526.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5% 。
2018 年 1 至 4 月，石岩街道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477.17亿元，同比增长5.2%；规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9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31 亿元，
同比增长 9.0%；进出口总额 178.29 亿元，
同比增长 18.1%，其中出口总额 106.16 亿
元，同比增长8.3%。

产业的发展向好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
境。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营造
一流营商环境，近年来，石岩街道相继推
出石岩企业家讲堂、企业服务三级网络、
校企对接平台等“三个平台”，并通过落实
企业诉求三级责任体系、加大重点企业及
园区周边环境提升、推行“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模式等“三大服务措施”，为企
业纾难解困。

为了能第一时间了解企业诉求，石岩
街道通过建立企业服务工作微信群、设立

街道企业服务微信公众服务号以及针对五
类百强企业贴身服务等多种模式，基本实
现街道重点企业全覆盖。2018年，石岩街
道拟定了 《街道领导挂点服务重点企业工
作方案》，上半年共走访企业734家次；收
集更新 433 家重点企业简介。通过走访企
业、微信、企业服务窗口共收集处理反馈
诉求180宗，处理回复率100%。

自 2015年 3月以来，石岩街道已成功
举办了9期“石岩企业家讲堂”，参会企业
代表达 3000 多人次，主题涉及产业转型
升级、“一带一路”、中德合作、创意经济
等热点话题，已成为石岩街道服务企业的
品牌活动。为吸引和留住重点企业人才，

石岩街道还通过加大创新服务举措，针对
区六类百强企业、高成长型企业和重点扶
持企业完成羊台苑二期 710 套人才保障住
房申请分配工作。

企业发展亦需展示平台。2017年，石
岩街道共组织 80 家企业参加了 30 场境内
外展会。其中，宝博会作为区内企业展示
的重要平台，自首届参展以来，石岩街道
已组织过百家企业参展，并成功举办宝博
会分会场系列活动。本届宝博会期间，石
岩街道发动包括欣旺达、裕同科技、银宝
山新等在内的33家重点企业参展会展中心
主会场，涵盖智能制造区、电子信息区、
新能源、航空航天、文化创意、大数据产

业、人工智能、生物与生命健康等多个领
域。

2018 年，石岩街道以“聚力科技创
新·融入湾区发展”为主题，继续举办宝
博会分会场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中德合作
示范区、智能电子区、新能源展区、航天
航空区、人才交流区五大展区和会议功能
区，展示石岩街道优良的营商环境、科技
创新成果及未来规划，重点展示石岩街道
产业规划、城市更新、重点企业形象和产
品介绍，分会场共设企业展位33个，欣旺
达、创维RGB、艾美特、史丹利百得、任
达电器等25家重点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
1500平方米。

科技创新 汇聚智造产业集群

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和珠江口
东岸黄金发展轴上的石岩，拥有独特的地
缘优势，海、陆、空综合交通便利，境内
有机荷、龙大、南光 3 条高速，毗邻深圳
宝安国际机场、大铲湾港区、深圳北站、
深港西部通道口岸。优越的硬件环境和优
质的政务服务吸引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齐
聚石岩，涌现出欣旺达、裕同科技、一电
航空、史丹利百得等一批领军企业，推动
着石岩工业制造迈向智创与智造的转型升
级，形成了以智能制造、航天航空、新能
源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与现代产业体系。

随着宝安区进入了湾区时代、迈向宝
安湾区建设的新征程，石岩街道也又一次
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描绘出石岩新时代发
展蓝图。石岩将依托自身发展优势，主动
融入湾区发展打造“山湖石岩”；将坚定坚
守实体经济，紧紧围绕“智创高地”战略
目标，加快形成具有全市乃至全国影响力
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智力经济，构建“科技
绿谷”；将坚持民生优先，把建设“共享家
园”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营
造山青水秀、宜居宜业、集约高效的幸福
家园，建设一个“休闲慢城”。

石岩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16 家，
产值超亿元的企业达 140 家，高新技术企
业 447 家，上市企业总部 9 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 18 家,拟上市企业 4 家；拥有各类
产业园区 222 家，2家深圳市特色工业园，
7家深圳市投资推广重点产业园区，4家深
圳市生态工业园，3 家深圳市科技型企业
孵化载体，9家宝安区科技桃花源。

在智造领域的创新突围是石岩近年来
产业发展的特色典范。在本届宝博会分会
场中，智能电子展区将展示自动化生产
线、数控技术与装备、工业机器人、机械
零部件、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3D 打印、
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机器视觉等智能制
造行业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突破性技术，并
集中展示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信
息产品等三大板块产业链各节点企业；航
天航空区将展示航天电子设备及技术、卫
星导航、航天精密制造及装备、智能无人
机等；新能源展区将展示节能环保技术和
装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和装备以及展现
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石岩
成长起来的企业代表之一。成立于1997年
的欣旺达作为我国最早进入锂离子电池产
业 的 企 业 之 一 ， 历 经 20 多 年 的 发 展 ，
2017 年 产 值 达 173.1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8.03%。凭借对锂电池电源管理系统及产
业化的长期自主研发，欣旺达先后承担了
包括科技部 863 计划、国家能源局“十三
五规划”课题、省科技厅、市科创委等在
内的多项前沿科研课题，被评为中国民营
制造业 500 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及
中国电池百强企业。

在未来产业规划方面，石岩街道将通过
对石岩南高新园区 6.12 平方公里进行规
划，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先
进制造、生命健康等产业；依托地铁 13 号
线、6 号线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重点推动
领亚工业区、创维创新谷、总部园区、上排社
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等 15 个载体建
设，通过加快经济转型发展和现代产业园区
建设，将石岩建设成为链接宝安—南山—龙
华—光明的“科技绿谷”，打造成为深圳北部
智创中轴核心区、低碳型新兴产业示范区、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深圳石岩：聚焦科技创新 筑造产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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