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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雪地

在 2023 中国动画大会现场，
记者采访了牡丹江大学动画学院
院长刘强。对于中国动画大会在
牡丹江举办，他特别激动：“中国动
画大会能在家门口举办，是我们牡
丹江动画人的骄傲。这对于牡丹
江动画人、牡丹江大学动画专业的
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提供
了展示的平台，也带来了合作的机
遇。这为我们下一步培养数字化
动画人才储备工作、明确未来发展
方向提供了指向标。”

让刘强感到骄傲的是，《大圣
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
等几部叫好又叫座的国产动画作
品均有牡丹江大学动画学院毕业
的学生参与其中。对于为国家输
送高品质动画制作人才，做好人才
培养和储备工作，刘强表示，牡丹
江大学注重产教结合教学方法，让
学生既在课堂也在“工位”上，围绕
真实项目案例，在与央视多次合作
中，让学生直接进入高水平的生产
线，在学中做、做中学，真正锻炼出
过硬的动画制作本领。

2022 年 4 月，牡丹江大学与
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大能手
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共同成
立牡丹江大学央视动漫现代产业
学院。央视动漫现代产业学院牡
丹江大学校区是央视动漫集团在

全国范围内与高校共建的第一家
产业学院，学院成立之初即制定
目标——做校企深度产教融合的
典范，做央视动漫集团产业学院
的标杆。

央视动漫产业学院建立了三
段式人才培养模式，梳理了产业
学院对应专业的产业结构、技术、
工艺、人才需求，确定符合对应产
业需求的深度产教融合项目化的
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使教学过
程与生产实践实现对应。以地方
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元素为
主线，进行跨专业、项目制综合实
践课程的开发和教学运行，形成
专业与产业共育的产教融合实践
课程。

刘强说：“目前，牡丹江大学动
画学院已经承接完成了多部国家
级、省市级动画项目。其中有我们
与央视动漫集团合作的三维动画
电影《棉花糖与云朵妈妈》，今年 9
月我院为天津电影制片厂承制后
期特效的电影《曾经炽热的我们》
在院线上映……”

刘强表示，在未来，牡丹江大
学将依托央视动漫产业孵化基地
与人才培养中心，搭建数字创意产
教融合创业园，为更多学生提供实
习实训、社会培训、技术服务、产业
创新、实际生产五位一体的影视动
漫产教融合的学习环境，夯实动画
人才培育工作。

牡丹江大学动画学院院长刘强：

产教结合夯实动漫人才根基

□本报记者 张雪地

《聪明的一休》伴随八零后成
长，而《海贼王》又成为了九零后喜
爱的动画电影。这两部优秀动画
的制作人——日本著名资深动画
制作人清水慎治来到了 2023中国
动画大会现场。在接受采访时，清
水慎治表示，他在现场感受到了牡
丹江年轻人对于动画的热情，希望
能够和中国合作，制作出更多更好
的动画作品。

“我从制作《聪明的一休》开始
至今，已经从事动画制作25年了，
我认为制作动画需要投入全心全
意的热情与热忱，需要热爱动画，

相信我们能够制作出更好的动画
作品。”清水慎治表示，他于7日抵
达牡丹江，大学生志愿者为他提供
了细致又热情的服务，让他感受到
了牡丹江大学生的活力，印象非常
好且深刻。

本次动画大会，清水慎治将进
行《海贼王》的策划创作及经验分
享。届时，他将把自己在动画创作
方面的心得与中国动画人进行交
流。“我希望这次来到中国动画大
会，与中国动画人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共同寻找动画创作的创意、探
讨制作动画的方法，并希望与中国
动画人寻找合作的契机，共同创作
出好作品。”清水慎治说。

动画制作人清水慎治：

“我看到了牡丹江年轻人
对动画的热情！”

牡丹江举全市之力做好“以会兴业”文
章，通过承办此次大会，积极探索动漫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逐步健全具有牡丹江特
色的动漫生态体系，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全面叫响“东北亚动漫之都”品
牌。

以“大情怀”把动漫作为一项文化事业
来推进。牡丹江立足发挥动漫承载着家国
情怀、承载着启蒙孩子审美的社会责任的重
要作用，用足用好全市特色文旅资源，围绕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主题，加
强创作选题规划，组织重大题材创作，引导
扶持反映地域特色文化、具有中国美学的精
品，鼓励和支持动漫原创，发现民间创作人
才，支持办好各类动漫大赛、大展和评选活
动，推进动漫传播渠道建设，努力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多更好动漫精神食粮。

以“大格局”把动漫作为一项支柱产业
来谋划。通过制定“牡丹江动漫”品牌发展
规划，牡丹江推动动漫电竞产业与文化旅
游、网络文学、创意设计、会展经济等产业深
度融合，壮大集原创设计、内容生产、衍生制
作和主题会展于一体的产业链条，用动漫 IP
提升城市文化和旅游形象，逐步打造动漫主
题小镇、主题公园、主题餐厅、主题文化节
等，当好“外引内联”桥梁和纽带。通过建立
区域动漫产业联合体、国际动漫产业联盟，
全力打造动漫文化 IP挖掘、创意设计、产品
制造、海外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等于一体的
文化产品出口全链条服务模式，真正将牡丹
江打造成为辐射东北、延展全国、走向世界
的动漫电竞产业之都，努力为黑龙江建设新
时代文化高地、推动中国动漫和电竞产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牡丹江贡献。

□本报记者 张雪地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国家级的
中国动画盛会在牡丹江举办？

中国动画学会会长马黎在接受
采访时这样回答：“2023中国动画大
会在牡丹江顺利举办，得益于牡丹
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牡丹江这个城市，拥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和文旅资源，和动画
结缘很早，中国现在的很多动画都
有牡丹江的动画元素在其中展现。”

马黎表示，雪乡就是一个动
画创作的梦幻乐园。《熊出没》、央
视动画《林海雪原》等优秀动画片
都是以林海雪原等地作为元素呈
现的优秀动画作品，而且都是“获
奖大户”。“今天，我们在 2023 中
国动画大会上，在牡丹江市成立

了中国动画学会创作采风基地，
已经有一大批动画创作者跃跃欲
试，他们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创
作采风计划，并且为后续的创作
做好了规划。”

她认为，牡丹江市委市政府打
造东北亚动画基地这一战略构想
非常好，冰天雪地的牡丹江更能吸
引动画人才，在这里安静地、稳定
地开展动画创作。“在未来，通过数
字经济拉动、动画创作产业的加
持，会吸引一大批动画创作的年轻
人来到牡丹江就业、生活，为牡丹
江贡献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小动画也有大作为。通过动
画功能的扩展，从而赋能地方经济
发展。我们也希望牡丹江的美好
生活能有动画人的一份贡献。”马
黎说。

中国动画学会会长马黎：

“小动画”有“大作为”

□张树永 本报记者 刘晓云

12月8日，备受瞩目的2023中国动画大
会在牡丹江市召开。在8日~10日为期3天
的活动中，国内外动画界、高等院校产学研领
域的专家学者、中外动画名家等嘉宾齐聚雪
城进行推介交流、战略合作及签约发布，同时
开展各类主旨演讲、授课，以及大师面对面
（国际交流专场）等多项交流活动。

牡丹江市立足比较优势，在市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上提出打造“东北亚动漫之都”目标
任务，着力拓展高质量振兴发展新空间。牡
丹江与央视合作共同举办本次大会，全国动
漫产业翘楚和行业大咖齐聚雪城，分享前沿
信息、碰撞思想火花、加强交流合作，有力助
推牡丹江动漫产业和文旅产业加快起势、加
速崛起，共建“东北亚动漫之都”，让牡丹江文
旅再“出圈”、更出彩，为牡丹江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振兴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届中国动画大会由中国动画学会
主办，央视动漫集团、央视动漫研究院、
牡丹江经开发展集团承办。活动期间，
大会举办开幕式、电视动画四十年主题
研讨、“面向未来的中国动画”主题会议、
致敬电视动画四十年盛典、牡丹江创作
采风等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
为来自各地的动画学者搭建起广域多维
的交流场景，为广大动画爱好者奉上精
彩的文化盛宴。

战略合作签约发布仪式上，举行了
中国动画学会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联盟
揭牌、中国动画学会创作采风基地授牌、

“中国动画公益之星”称号授予仪式；央
视动漫制作基地·动漫学院揭牌及动漫
乐园框架协议签约。

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与会嘉宾还将
前往雪乡、海林市横道小镇、东北虎林
园和绥芬河进行创作采风。

大自然亿万年的沧桑变迁、精雕细
刻，成就了牡丹江的山川秀美、生态优
良，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5%，域内拥有国
家森林公园 9 个、省级以上湿地公园和
自然保护区 18 个，野生动植物种类达
2500 余种，被誉为“黑龙江省天然基因
库”。牡丹江旅游资源呈现“湖林雪边俗
特红”七大特色，世界最大的火山熔岩堰
塞湖——镜泊湖和充满雪情冬趣的中国
雪乡等优质旅游资源享誉国内外，是世
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批会员城市、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
市。

牡丹江独特的山水地貌和旖旎的自
然风光，为该市动漫产业的创造力提供
了丰富多样的灵感和创意，让动漫作品
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

牡丹江地处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区域，域
内拥有4个国家一类口岸、自贸区等12个国
家级重大开放平台、13个境外园区，是“一带
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战略支点，

“对外开放包容”的基因深深地烙印在牡丹
江振兴发展的骨血里。

近年来，牡丹江在做大做强口岸经济的
同时，持续深化与俄日韩等国家在文化体
育、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交流合作，与
该市有交往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177个，
与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日本大津市、韩国
坡州市、芬兰于韦斯屈莱市、澳大利亚莫斯
曼市等多个国外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特
别是在与日韩等动漫产业发达国家进行文
旅交流、产业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有着坚实的基础，在开拓动漫产业国际市
场、打造国际电竞赛事品牌、发展对外文化
贸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动漫创作
团队和企业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推动

“文化出海”提供有利条件。

共襄盛会 思维碰撞

对外合作打开路径

以会兴业共谋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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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科教资源丰富，拥有大中专院
校17所，其中高校7所，总计在校生8万人，
开设动画专业的高校有 4 所，动漫电竞产
业人才资源富集。牡丹江大学作为全省最
早设立动画专业的大专院校，动漫制作技
术专业被列为中央财政扶持重点建设专
业，拥有省内唯一的数字创意类高水平专
业群。近年来，牡丹江培养了三千余名爱
动漫、精制作的相关领域人才，在《哪吒》

《姜子牙》等现象级大片和网络游戏《王者
荣耀》番剧的核心制作团队中都有牡丹江
动漫人才的身影。

2011 年，牡丹江大学与央视动漫集团
合作的全国首部三维高清系列动画片《金
螺号》获得中国动漫制作最高水平“美猴
奖”特别组织奖，2021年与央视动漫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组建央视动漫现
代产业学院，共同推进涵盖动漫主题馆、动
漫游乐园、动漫水上世界、休闲及景观项目
等于一体的央视动漫（牡丹江）主题乐园建
设，今年受央视动漫集团委托制作的动漫
大电影《棉花糖和云朵妈妈1——宝贝芯计
划》宣传片片花，获得了央视的肯定和好
评。

独特的文化资源，也为牡丹江动漫产
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供给，为推
动动漫创作与特色文化完美结合提供了无
限可能。特别是近年来，活跃在国内文学
网站的牡丹江籍网络作家写手超千名，打
造影视编剧制作集群，建立了“牡丹江新文
创学院”“牡丹江新文创产业联盟”等产业
发展平台。

牡丹江通过整合资源、技术优势筹建
了影视动画制作中心，制作的《可乐狗》《青
果校园》等动画片在央视播放，与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制作的动画电影

《智取威虎山》《超能少年之烈维塔任务》，
在全国各大院线和电视台发行、播出，拥有

《棋圣聂卫平》《中国虎》《轮滑小子》《红罗
女》等一批动漫 IP版权和储备项目。

目前，牡丹江正围绕集聚更多动漫电
竞领域前沿技术、领军人才和原创团队，全
力实施“动漫人才孵化计划”“万名动漫数
字工程师计划”，着力打造一支技术基础扎
实、紧跟时代潮流、充满创新精神的牡丹江
动漫新军，为全市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人才支撑。

人才汇聚彰显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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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刘晓云 张雪地摄

④ 牡丹江大学的学生在创作动画。
⑤ 雪城夜色。

牡丹江市委新闻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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