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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菏泽市八县
一区各级领导来到火车站
广场南邻的圣泽·中华世纪
城项目现场进行了视察指
导工作。

中华世纪城项目负责
人对项目现阶段拆迁安置
及施工状况做了汇报。各级
领导对中华世纪城项目各
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
提出圣泽·中华世纪城项目
作为菏泽市“窗口级”的标
杆形象工程，在规划上下足
了力气，在施工做到严格把
关、保证质量，而且在项目
用地的拆迁安置、维系民生
方面也做到尽职尽责，全力
保障了社区安定团结，为菏

泽市火车站重点区域的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目前，圣泽·中华世纪城
南区(原李大庙)用地的拆迁

安置工作进展顺利，原李大
庙社区的居民及商家均得到
妥善补偿与安置，项目力求
打造菏泽市新一级的区域级
生活社区。 (齐讯)

菏泽市各级领导
莅临中华世纪城现场指导

比亚迪2012款新L3自
上市以来就深受消费者喜
爱,凭借高端配置，过硬品质
优势，已成为6万元区间内的
热门车型,稳定的销量也反
映了比亚迪L3已得到市场
的认可。另外,还可享4年或
1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政策,
享受超长质保的零部件覆盖
率达到 9 9 . 9 %。并且续享
3000元国家节能惠民补贴,
L3配置、品质并重是时尚家
轿首选车型。

比亚迪的整车“4年或10
万公里”的质保政策，不仅覆
盖旗下全部车型，而且零部
件覆盖率高达99 . 9%：对一

些业内通常不提供质保，或
仅提供3个月或5000公里质
保的易损零部件，例如轮胎、
制动片、灯泡、滤芯/滤网等，
比亚迪提供了6个月或1万公
里质保服务,漆面、玻璃、密
封条、内饰件、排气管等行业
主流质保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的零部件，比亚迪提供4年或
10万公里超长质保。如此全
面实在的质保政策堪称行业
新标杆。

2012款新L3在品质建
设及工艺提升上也是卓有
成效的。目前比亚迪已从单
纯的垂直整合策略调整到
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并举。

一方面继续发挥其IT优势
通过垂直整合实现配置电
子化；另一方面和国际知名
企业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
例如将世界知名供应商博
世等纳入供应体系，更换
L3的部分配件；吸收奔驰
德系理念更加重视车辆的
安全性和耐久性,为L3增加
18处镀锌钢板；引进世界顶
级生产工艺，收购荻原模具
工厂,进一步提高生产机械
化程度和产品精度。通过一
系列的内部协作 +外部协
作，2012款新L3的品质有
了很大的提升。

（尤大雷）

配置、品质并重

比亚迪L3时尚家轿首选

菏菏泽泽草草根根拿拿起起摄摄像像机机，，拍拍起起了了微微电电影影，，说说起起了了身身边边事事

“俺们是在‘玩’，但绝非闹着玩”
文/片 本报记者 梁斌

导演、编剧、演员，
全是菏泽草根；服装、
化妆、经费，全靠自己
解决；温情、柔情、悲
情，全是菏泽故事……
自今年8月由一群菏泽
草根根据亲身经历自
编自导自演的微电影

《老赖》风靡网络后，一
时间，菏泽形形色色的
微电影团体纷纷涌现，
形成了制作者与围观
者的共同狂欢。

狂欢的背后，是菏
泽草根们拍摄微电影
面临的落后条件和资
金缺乏。在一些人看
来，他们是自不量力或
者为了出名，但他们自
己则将此视为内心里
本土文化创意的“冲动
与觉醒”。

在许多人看来，新潮的“微
电影”与小城市菏泽似乎关系不
大，戏曲之乡、武术之乡的菏泽
人似乎更应该在亮嗓子、唱戏
曲、练功夫。

22日，由菏泽草根人物拍摄
的微电影《忏悔》在腾讯原创视频
首页有了一席之地。而在两个月
前，由原班人马根据亲身经历自
编自导自演的《老赖》在不同平台

的点击量累计达上百万次，这也
是菏泽首部受到视频网站、媒体
及观众关注的本土微电影。

此后，四五个微电影工作室
在菏泽吹响了号角，四五部微电
影正在或已经结束拍摄。记者了
解到，草根们有的来自电视台、
婚庆公司，有的是大学生、个体
户，而更多的参与者，则只是普
通的务工人员。

《老赖》主演成兆宝经营着
一家玉器店，当初决定试水微电
影，更多是因为受到“刺激”。他
把儿子送进了一个演艺学校，可
老师却告诉他孩子缺少天分。为
给儿子做榜样，成兆宝想起了拍
微电影。菏泽网络达人“金泰山”
说他触电微电影更多靠的是信
念。“仅靠手中的设备，就能让千
里之外的人了解自己的故事，岂

不很神奇？”
每个人投身微电影的理由与

心态都不同，但“在这里，俺是俺
生活的导演”无疑是他们在菏泽
本土微电影这条路上走下去的理
由，《老赖》导演张鹏就是以这样
的口号“招兵买马”。而成兆宝的
一句话，“俺是演员，拍电影的，不
是闹着玩的”，则表明了他们的微
电影“态度”。

入行：“在这里，俺就是俺生活的导演”

正是因为菏泽微电影的参与
者当前更多凭兴趣，在这场微电影
运动中才出现了一些现象：参与者
多数是亲朋好友关系，一般不付
薪酬；拍部微电影花费在5000元
以内，花销大多是交通和就餐费；
拍部电影投入月以内的时间，快
的三五天就可完成；微电影题材

以公益性、爱情性类型居多。
这显然不全是菏泽微电影的

的突围优势，取材取景本土化，即
菏泽人说菏泽话演菏泽事才是菏
泽微电影走出菏泽的利器。以《老
赖》为例，讲述了一个老板让农民
工装修房子后，使尽花招不给钱，
最后被农民工感化、给钱的故事，

故事的素材全部来自家乡演员的
真实经历。

“我们只是把菏泽外出务工
人员的的遭遇糅合到一块，显得
更有爆发力。”导演张鹏解释，真
实的经历，共同的感受让剧组演
员轻松上阵、本色演出的同时，也
能让观众产生共鸣，进而启发、教

育人们。因此，有导演总结，“本土
电影土得掉渣才能红得发紫”。

受“本土中心”战略影响，菏
泽的微电影一般先抢滩菏泽本地
论坛，进而向大型视频门户网站
推荐，向全国市场进军。“让微电
影成为菏泽的名片是菏泽导演的
追求。”多名导演这样说。

本土化：演身边人身边事，台词都带着菏泽味

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菏泽
剧本一部分来自剧组成员的生活
经历，一部分来自“悬赏”。而现实
情况是，剧本不少，但真正能让人
眼前一亮的剧本还不多，菏泽微
电影剧本，还需要集结更大范围
内的大众智慧。

好剧本是一部微电影的灵
魂，那么好演员就是灵魂的躯壳。
但在菏泽微电影大军中，大部分
演员都是一些爱好表演的草根人
物，一些靠工作谋生的平常人，因

此，协调演员时间、提高演员表说
演素质成了拍摄中的一大难事。

对此，有菏泽网友建议组成
一个微电影爱好者协会，通过开
设免费的公益性交流活动，并请
出演过微电影的人分享经验，来
让演员相互交流，传授经验，并对
演员演技进行培训和指导。

如果说剧本和演员都可以通
过“修炼”解决，那么，钱从哪里来
的问题，便成了微电影进一步发
展的“发动机”。记者了解到，已经

拍摄的《老赖》和《忏悔》中，前者
没拉到一分赞助，后者得到的大
多是就餐上的企业支持。

在微电影拍摄的东突西进
中，菏泽草根以爱情微电影为突
破口，在拍摄公益微电影的同时，
试水微电影的商业化尝试及可持
续发展之路。“随着对微电影品质
的追求，加大对设备、人员的投入
不可避免。因此我采取了这种以
拍电影养电影的方式，来实现自
己的电影梦想。”来自鄄城的潘健

说，拍公益片糊不住口，他就以数
百元一场的价格自去年起为人拍
摄爱情微电影，在不长的时间里
已经获利万余元，成为他拍摄公
益微电影的强力支撑。

“拍电影养电影”，这似乎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拍微电影的资
金问题，但微电影作为一个新兴
的行业在菏泽真正成熟起来，似
乎还需要一定时间。

发展：需要“修炼”的不光是剧本和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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