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10年前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
那绚烂的灯光吗？还记得北京APEC会议
迎宾晚会前靓丽的“灯光红毯”吗？这些呈
现在全世界面前的灯光艺术，都出自北京
市大兴区一家民营企业——北京星光影视
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
之手。

从一家生产照相器材的“作坊式”小企
业到可提供文化产业装备系统集成与文化
产业综合配套服务的“一站式”综合提供
商，星光用了40年。

从副业到主业

在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创始人、董事长陈瑞福看来，星光今天拥
有的一切都源自一个梦想——“让家家户
户丰衣足食，过上好日子”。

改革开放前，陈瑞福所在的西红门九
队一直顶着贫穷的“帽子”。为让大家过上
好日子，当时还不到30岁的陈瑞福在生产
队长的支持下，领着几位村民搞副业——
编大筐。陈瑞福回忆说，材料问题最好解
决，马路边有那么多槐树，简单处理成条状
就能用；场地问题也难不倒他，挖个地窨子
在里面干就行了。至于其他材料，就只能
靠自己的好人缘赊欠了。就这样，没用队
里1分钱，陈瑞福愣是领着大伙把副业干起
来了。

除了编大筐，陈瑞福还带领副业组尝
试生产保温瓦。年底结算时，编筐和保温
瓦加起来的收入竟高达七八万元，这在上
世纪70年代末绝对算得上天文数字了。九
队的村民第一次拿到了“分红”。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通过搞副业尝
到甜头的陈瑞福异常兴奋。“那时，我对照
相产生了兴趣。相机是高科技，咱搞不了，
但照相灯具可以搞呀！”陈瑞福说，当他发
现许多照相馆都缺少灯具时便立即决定，
创办西红门九队照相器材厂。

资金、厂房、设备、人才……几乎什么
都缺，陈瑞福就沉下心来一项项解决。没
有厂房，就向生产队托儿所借了两间房；最
初的“创业团队”包括一位磨官、一位电工、
一位拖拉机手，还有一位是赶马车的，加上
他一共5个人；工具奇缺，谁家有什么用得
上的就先拿来，大型设备再想办法；没有技
术，就“泡”在国营工厂里“偷师”，学多少算
多少……

产品生产出来了，销售又成了问题。陈
瑞福的儿子、星光影视园总经理陈洋说，那
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父亲常常扛着器
材，坐着公共汽车去城里推销产品。“当年的
交通可不像今天这么便利，动不动就要转好
几次车，单程花2个多小时是常事。”

在外出推销的过程中，陈瑞福逐渐意
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北京大兴西红门九队
照相器材厂不好记，得想个响亮的名字。”
陈瑞福说，“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就是‘星
光’。虽然星光的光芒比不上日月，但再微
弱的光也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自此，西
红门九队照相器材厂正式更名为“星光照
相器材厂”。

几年过去了，星光的产品销路迅速打
开，产品供不应求，并在与国营大厂的竞争
中脱颖而出。但是，星光人并没有就此止
步。在他们看来，企业要想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有长远的目标，是时候向更精细、更专
业、更高端的领域迈进了。

从外行到内行

从照相灯具到影视行业专用的灯光照
明设备，星光实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
引领它实现这次飞跃的除了陈瑞福，还有

一个人——赵铭。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照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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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福坦言，这些知识对于当时的自
己来说太专业了。为此，他专门跑到光学
仪器厂，凭着“软磨硬泡”的本事打动了好
几位专业工程师，向他们学习请教。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偶然了解到，中
国照相馆已经用上了一款名为“650高色温
灯”的彩色照明灯具，其研发者是就职于北
京电光源研究所的赵铭。

“当时《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专门介绍这一研究成果，标题是《赵铭与照
明》。”陈瑞福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陈瑞福决定拜访赵铭。他四处打听，
找到了赵铭的家。前两次拜访，赵铭拒而
不见。第三次倒是见到本人了，不过对方
直接以“没时间”为理由拒绝了。当陈瑞福
第四次找到赵铭时，赵铭真的惊讶了，“看
来得想个办法让他知难而退”。于是，赵铭
拿了一台进口灯问陈瑞福：“这个灯你能做
吗？需要多长时间？”陈瑞福思考了一会
儿，然后说，“3个月”。

回到星光后，陈瑞福拿着借来的灯具
左思右想，怎么能给赵铭交出一份满意的
答卷？他深知，自己没掌握核心技术，想在
短时间内将其攻克是天方夜谭。不过，他
也有自己的“小技巧”，那就是请一位铁匠，
照着原产品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灯壳，罩
在核心部件外面，来了个“偷梁换柱”。

当陈瑞福拿着自己“加工”好的灯具来
到电光源研究所，赵铭惊呆了。尽管赵铭
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小技巧”，但也不得不
承认，自己被这家乡镇企业的决心与韧性
打动了。就这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赵铭
成了星光的“星期日工程师”。

陈瑞福清楚，星光要想发展，必须要集
聚人才。赵铭的加盟让星光的业务能力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产品很快研发出
来，并受到业内好评。赵铭还利用自己在
业界的影响，将星光生产的灯具逐渐推广
到影视行业。

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让星光迅速
网罗了一大批能人，其中不仅有工程师，还
有专业管理者。

在采访中，记者惊奇地发现，星光在不
到40年的时间里，光厂长就换了11任，基
本三四年就一换。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呢？

“这说明星光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
步。”陈瑞福寥寥数语就回答了记者的疑
问，“星光第一任生产厂长是西红门当地的
农民。当时的员工也都是农民，农民管农
民好沟通。不过，当企业发展壮大，继续这
样就不行了”。

在吸引人才的同时在吸引人才的同时，，陈瑞福也抓住一陈瑞福也抓住一
切机会提升自己切机会提升自己。。19891989 年年 44 月份月份，，北京广北京广
播学院开办第一届播学院开办第一届““电视照明专业证书电视照明专业证书

班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灯光专业由于当时国内没有灯光专业，，教育教育
经经费也不足，举办者找到陈瑞福，希望他
能给予支持。陈瑞福当场表示，经费不是
问题，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允许他也
参加培训。

灯光照明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
艺术。系统学习让陈瑞福意识到，培养专
业人才对行业的良性发展是多么重要。他
与原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相
关负责人商量，能否开办灯光专业。刚好
对方也有这个想法，只是苦于资金无法落
实。双方一拍即合，陈瑞福当即拍板出资
100万元，为学校建起了演播室。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94年北京广
播学院创办了第一个面向全国招生的灯光
专业大专班。1997年，大专班扩展为学制
4年的光线造型专业本科班，培养了一大批
行业急需的专门人才。不少学生甚至还未
毕业就被相关企业、单位争抢一空。

一家企业催生出一个专业，这让陈瑞
福尤感自豪。

从产品到服务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乡镇企业全
面开花的时期，那么到了90年代，乡镇企业
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回顾历史，陈瑞
福很是感慨：“情况好的时候，我们也没少
铺摊子，结果就是负担越来越重，转企改制
迫在眉睫。”

经过一系列改制，到 1999 年底，星光
转变为股份制公司。更重要的是，以产权
明晰为核心的改制工作为星光留住人才打
下了坚实基础，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制度
得以固定下来。从那一刻起，轻装上阵的
星光真正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在陈瑞福看来，认真做产品、诚信做市
场，把市场需要和企业发展结合起来是星
光的成功之道。“我们始终围绕影视这一核
心业务板块，心无旁骛。”陈瑞福自豪地说，
这是他的情结所在。

从光电系统所需设备到转播车、卫星
车、通讯车，再到提供完整的制播服务，星
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世纪之初，星光兴建第一座办公大
楼时，设计了一个600平方米的演播室，准
备作为‘样板间’，让客户了解演播室的整
体设计和星光的产品。”陈瑞福介绍说，没
想到“样板间”还未完工，湖南台就想租用
其拍摄电视剧《还珠格格》，不过最终还是
因为时间问题作罢了。

这次“不成功的合作”让陈瑞福看到了
机会，“制播分离渐成趋势，电视制作市场
也在发生变化，这正是拓展业务的好时

机”。于是，星光立即新建了两个演播室，
分别为 1200 平方米和 550 平方米。演播
室刚刚建好，央视的《幸运 52》《非常 6+1》

《开心辞典》《梦想中国》等栏目就相继落
户。3个演播室长期处于饱和状态。

入驻的节目组多了，工作人员的食宿
问题自然也提上了日程。于是，星光梅地
亚酒店也顺理成章地开张了。“现在，来我
们这儿录制节目也可以‘拎包入住’了。只
要带着创意来，其他事情星光全都能解
决。”陈洋说。

在星光上下，开拓精神体现得淋漓尽
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星光不仅拿下了
开闭幕式灯光与吊挂、祥云剧场舞台、水立
方灯光照明工程、鸟巢外景照明工程等近
20项工程项目，而且还承接了开幕式活字
模演出道具的设计生产。

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甄何平说：“这个项目压力最大。
导 演 组 要 求 极 高 ，每 块 活 字 模 大 小 是
0.75m×0.75m，每块之间间隙不超过 5 厘
米，升降幅度要达到5米，每秒举4 次还不
能相互磕碰。”甄何平坦言，最困难时他们
也曾萌生退意，但强烈的责任感还是让他
们坚持了下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合作
项目，而是一次历史性机遇，是科技人员
用自己的技能诠释科技奥运的最好方式，
是展示国家形象的机会，我们咬牙也要做
下来。”

凭借在奥运舞台上留下的良好声誉，
星光在随后举办的上海世博会上又承接了
城市未来馆的所有声光电工程，还研制出
北京 APEC 会议迎宾环节的“灯光红毯”。
凭借这一惊艳的创意，星光在“APEC之夜”
再一次大放异彩。

星光的脚步还不局限于此。结合国家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的时代背景，星光把业
务拓展到了实景演出领域，先后打造出武
夷山的《印象大红袍》、舟山的《印象普陀》、
武隆的《印象武隆》、黄山的《宏村·阿菊》等
项目。星光提供的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
以及多元化舞台效果，让各地的美景、文化
更加亮丽多彩。

“星光能一直稳步向前，关键在于能够
紧跟市场需求与趋势随时调整自己。做企
业不能老想着‘今天干什么’，要时常想想

‘明天干什么’。国家在发展，市场在变化，
企业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陈瑞福说。

走进星光影视基地，到处都充斥着青
春的气息——演播厅里正在录制着广受年
轻人喜爱的节目；面向中小型影视文化公
司的星光影视园新区正在建设中；用于马
拉松等热门体育赛事的专业转播车等一件
又一件新技术产品均在这里诞生。

有朝气、有活力是北京星光影视设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在企业青春洋溢的外表下，是星光人40
年来敢于求变、敢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初心。

“科学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如果星光
只顾着研究黑白电视技术，早死了；如果一
门心思研究高清电视，不关心目前最先进
的 4K 技术，估计也已经被淘汰了。”北京
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瑞福说。

多年来，星光一直以市场前沿为锚
定，在产品依旧火爆时就考虑如何改进
创新，在市场刚刚趋冷时就依靠迭代产
品重新确立领先地位。正如中国传媒大
学影视艺术学院院长李兴国所言：“老陈

（陈瑞福）是一个在任何阶段都能根据市
场变化很快调整自己的人。所以，星光才
有今天。”

回顾企业历史，几乎每一次新技术的
应用、新产品的推广，星光都站在市场前
列。这不仅与管理层的眼光和视野有关，
更与研发团队对新技术的热忱与坚持息息
相关。他们勇于尝试各种最新工具，总是
那么富有想象力，不少看似天马行空的设
想最终都通过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的研发工
作变成了现实。从最初进入照相灯具器材
到后来涉足广电行业；从尝试生产影视演
播设备到把专业转播车、卫星车开到全世
界；从奥运会活字模技术到APEC会议上
的“灯光红毯”、实景舞台项目……无一不
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星光 40 年来的持续健康发展，还在
于其主动“拥抱”变革的能力。在技术方
面，他们不仅低头做事，也不忘抬头看路；
在经营上，他们不断调整思路，用来自市场
的呼声、来自学界的趋势判断引领各项工
作，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他们就
是“一群从来不想待在舒适区的人”，企业
的每一次转型都是主动的、由内而外的。

从乡镇企业到民营企业，转型的阵痛
可想而知；从企业自发成长到按照上市企
业的要求规范自身，改革的艰辛可想而
知；在本世纪初文化产业刚刚兴起的那一
刻便“纵身一跃”，在这片未曾有人探索过
的深海中搏浪前行，其中的不易可想而
知。如今，他们的眼光又瞄向了更远的远
方……

今天的星光依然在前进，依然在不断
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道路。在这条路上，管
理层是提出愿景的人，每一位员工都是勇
敢的探路人。在一次次尝试中寻找突破
口、在一次次失败中划掉错误选项，就在这
不断跌倒又不断爬起的过程中，星光的路
越走越宽、人越聚越多，奋斗的光芒如星光
般灿烂，照亮了未来。

朝气来自哪里
本报记者 敖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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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光 ”熠 熠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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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星光影视园外景星光影视园外景。。
图图②② 星光主站天线群星光主站天线群。。
图图③③ 星光南区内的工作场景星光南区内的工作场景。。
图图④④ 上世纪上世纪8080年代末拍摄的星光第三代厂房年代末拍摄的星光第三代厂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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