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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阳光甚好，天空湛蓝。
在昭通中翰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一

间办公室里，遮光窗帘与大力胶严丝合
缝地挡住了外界的光线，一台高配置电
脑通过两块显示屏和一块投影幕布，正
呈现着电影《黄昏过后》的剪辑工序。这
里，是邓翰超追逐电影梦想的地方，也是
他开启“低成本、本土化、原生态”电影道
路的起点。

初心与梦想
邓翰超，这个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

我们见到他时，他的眼中闪烁着对电影的
热爱与执着。

邓翰超出生在镇雄县一个农村家
庭，从小就对书、画、写作、演讲、朗诵、表
演有较大兴趣。小时候，村里放露天电

影时，他总是爱去凑热闹，由于胶片电影
放映时经常出现胶片被“烧断”的情况，
亲戚就会把其中废弃的几帧“影片”送给
他。他总是会突发奇想，用手电筒作光
源，在自己的蚊帐里“放”电影。然而，这
样的画面是静止不动的，如何让画面动
起来？父亲告诉他，电影是靠一秒钟内
拖动无数张照片，从而让画面动起来的。

回忆起自己的初心与梦想，邓翰超感
慨万千。曾经，他对电影知识充满了渴
求，但学习资料的匮乏让他的求知之路充
满艰辛。他深知，“没有看见过世界，哪来
的世界观。”于是，长大后，他勤奋刻苦地
学习，努力寻找机会，不断提升自己。

2010 年 4 月，通过自己的努力，邓翰
超考入了昭通电视台。在昭通电视台工
作的日子里，看着单位里的前辈们，把一

部部文学作品转化为一部部电视作品，并
在省内外获奖时，邓翰超深受触动，他如
饥似渴地学习着，逐渐掌握了电影制作的
相关技能。在昭通电视台组建微电影工
作室后，邓翰超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所在
团队与云南炫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
合约，联合拍摄了《语爱》《小艾故事》等微
电影。

“我想把一部部昭通作家的小说改
编成电影，以影视化的方式推介出去，让
更多的人看见昭通。”邓翰超说，为了心
中的梦想，2012年他果断辞去公职，毅然
踏上了创办昭通中翰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的征程，以影视摄制为主业，同时兼顾
平面设计、活动策划与执行、新媒体运
营、各类活动直播等领域，致力于以

“文学+文旅+文艺”的方式，让更多的
人看见昭通。

然而，创业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坦途。
资金严重短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邓
翰超和他的团队始终面临着各种压力。
尤其是在新媒体迅速崛起的今天，传统
电影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邓翰超
并没有被困难击倒，他坚信“命运永远青
睐那些奋斗的人”。他带着这份坚定的
信念，不断地调整思路，寻找出路。

坚守与执着
“邓翰超一闲下来，就跟我们一起上

电影课，他说，电影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
宣传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记忆方式……”
昭通中翰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何
书琪坦言，他们团队的作品，常常以真实
的生活为背景，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生
动的故事情节，再现社会中的温暖与力
量，引发观众更多的思考和共鸣。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邓翰超说：
“创办公司7年来，我们哭过、笑过、苦过、

累过，我们飞驰在昭通，穿行在云南、新
疆、河南、深圳、香港、北京……我们始终
坚守初心，用快门记录梦想与奋斗，用镜
头捕捉美好、传播真知，用剪辑传递激情、
承载创意。”

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邓翰超以及
公司团队的同事，从影视新人逐渐成
长为编导、摄影师、剪辑师、制片人，打
造了 40 余部微电影，其中有 3 部院线
电影。

微电影《奔跑吧，妹子》入围第七届
北京国际网络电影节；《布艺上的青花
瓷》获第三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
节最佳纪录片奖，《从未离去》《奔跑吧，
妹子》获优秀作品奖；《需要》获应急管
理部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的首届“青春
火焰蓝·闪耀新时代”主题微电影作品
创作评选活动二等奖；音乐电影《出嫁》
获第三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紫荆
花奖”“香江奖”和“最佳导演奖”“最佳
短片奖”“最佳摄影奖”评委会提名；电
影《天之坑》被列为“礼赞新时代 奋进
新征程”云南省喜迎党的二十大优秀影
片展映活动影片。

前行路上能看见彩虹，当然也会遇见
风雨。当记者问邓翰超：“追梦 12 年来，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邓翰超微笑
着回答：“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善，人才队伍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才不是呢！”心直口快的芶发林打
断了邓翰超的回答。芶发林说：“从我
接手公司财务工作以来，资金运转困
难一直是困扰公司发展的关键，要保
障所有员工的工资每月按时发放，但
平日里接的很多订单都没什么收益，
别人都是贷款买房买车，他是贷款买
电影设备、器材……”

“思维决定行为，思路决定出路，细节

决定成败。”邓翰超依然笑着说，“相信明
天会更好。”

挑战与幸福
“我们的专业水平不一定排在前

列，但吃苦和奋斗的精神排第一。”电影
《黄昏过后》的摄影朱文龙说：“当得知
公司要垫资拍电影，大家都十分激动，
但冷静之后想到我们能力水平不够、资
金不足，还是在某个瞬间打了退堂鼓，
是邓翰超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路，都
是靠自己闯出来的，不要怕。”

于是，邓翰超带领只有 10人的剧组，
不断地努力和探索。从 2024年 8月 28日
到 12 月 28 日，短短 4 个月，他们的脚步
不断地行走在昭阳区的山水间，他们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边磨合，一边
学习，一边创作。最终，他们成功地完成
了电影《黄昏过后》从报备、筹备、拍摄、
剪辑、成片送审的全过程，并在第十四届
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中荣获“最佳新锐
导演奖”。

“在剪辑《黄昏过后》的 30 天里，他
有整整 20 天没回家，回家的时候，我一
看，牛仔裤居然磨破了……”邓翰超的
妻子唐家凤说，“从嫁给他的那天起，就
没有怨恨过他，一心只想照顾好老人、
带好孩子，默默地陪他一起奋斗。”

“只有继续奋斗，永不放弃，才对得起
所有人的关爱和关注。”作为一名电影人，
邓翰超用自己的行动与坚持，诠释着对电
影的热爱、使命和担当。

如今，昭通中翰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已经在昭通的文化产业领域崭露头角，
他们的作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和好评。在光影交错的世界里，邓翰
超用自己的奋斗历程，激励着更多的年
轻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为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着。

邓翰超：本土电影人的追光逐梦之旅
记者 聂孝美 阮孝芝 高旭东 文/图

2024 年 9 月 24 日至 26 日，第三届公
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全国赛在四川
省宜宾市举办。此次竞赛以“科学职业指
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分为个人业务
竞赛、求职能力实训讲师赛、团体赛以及
优秀就业服务项目、成果、案例、微课竞赛
4 项内容。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99名职业指
导人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和求职
能力实训讲师参加竞赛。经过 3 天的比
拼，永善县驻嘉兴就业服务工作站副站
长、浙江娘嘉人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宁兴理创办的“娘嘉人”云南外出就业
服务平台一路过关斩将，从众多参赛项
目和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就业服
务成果”二等奖。

艰苦环境磨意志 外出打拼闯世界
宁兴理出生在永善县码口镇一个偏

远的小山村，由于历史和环境原因，这里
一度产业单一、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外出
打工是大多数当地人的出路。

为了维持生计，宁兴理十几岁便背井
离乡，到沿海城市务工谋生。2010年，他
经人介绍来到江苏省一家光伏产业公司
务工。在这里，宁兴理从品质巡检员开始
做起，一步步做到主管、工程师、部门经
理。8年里，他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一年
上一个台阶，岗位职级从 4 级晋升到 11
级，工资从年薪不到 10万元涨到年薪 35
万元。由于工作出色，宁兴理连续4年被
公司评为优秀讲师，并授予“十佳荣誉讲
师”称号。通过不懈努力，他慢慢地在大
城市里站稳了脚跟。

创办公司建平台 服务老乡稳就业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宁兴理开始思

考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和人生规划，以及
未来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嘉兴

市云南商会得知有 28万云南老乡在浙江
嘉兴生活，其中 90%是务工人员，分布在
上千家企业。面对这一庞大的群体，宁兴
理心想自己如果能成立一家企业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既能为政府与企业搭建沟通
的桥梁，又能服务广大家乡务工人员，还
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谓一举多
得。他的这个想法得到同在嘉兴创业的
老乡田旺和王天银的大力支持，3个人一
拍即合。经过一番准备，2019年 8月，浙
江娘嘉人人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公司成立后，如何有效运作，对于
创业之初的宁兴理来说，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宁兴理一边处理公司日常事务，
一边到处“取经”。3 个月中，他先后去
了江苏、上海、广东等地，拜访了 50 余家
人力资源公司和 80 余位人力资源行业
从业者，通过现场听取介绍、实地参观
了解、深入交流讨论等，不仅学到了宝
贵的运营经验，而且拓宽了视野，启发
了思维，为公司的正常运转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先后与
100 多家企业合作，收集岗位信息 1 万
余个，帮助 15000 人返岗复工，成功推荐
就业 2100人。

娘嘉人，帮娘家。专为云南外出务工
人员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平台——“娘嘉
人”应运而生。该平台遵循“服务企业、服
务老乡”的宗旨，致力于打造成为云南与
浙江政府、企业、员工之间的人力资源高
效智慧互通的桥梁，涵盖智汇就业、便民
生活、学习园地、文化娱乐、家乡资讯等板
块。截至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达 7.35 万
人，累计服务云南籍务工人员28.7万人次
（其中：永善籍务工人员3.9万人次），就业
安置或转岗服务 6.8万人次，就业指导咨
询服务 15.7万人次，政策咨询服务 3.1万
人次，劳动纠纷维权服务 700 余人，技能

培训服务 2300 人，便民生活服务 1.56 万
人次，补贴申请服务1.3万人次，成为云南
外出务工人员最值得信赖的“娘嘉人”。

牵线搭桥当“红娘”排忧解难暖人心
就业，一头连着老百姓饭碗，一头连

着经济社会发展。自上海市闵行区对口
协作帮扶永善县以来，永善县委、县政府
和人社部门抢抓机遇，坚持把劳务输出作
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组建驻外人力资源服务
站，选派配强工作人员，积极拓宽就业渠
道，优化就业服务，有效促进劳动力稳定
就业，助力农户稳定增收。

作为永善县驻嘉兴就业服务工作站
的副站长，宁兴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当好务工人员和用工企业之间的“金
牌红娘”。一方面，他主动与嘉兴地区各
级党委、政府和人社部门联系，深入企业
实地考察，关注人社局长直播带岗，广泛
收集招聘信息，利用微信、快手等平台第
一时间发布和推介；围绕企业用工情况、
岗位需求、福利待遇、培训晋升等方面，向
求职者作详细介绍，细致地解答求职者提
出的问题，与他们积极互动，让他们放心
更安心。另一方面，他积极配合永善县人
社部门组织浙江、上海等多家企业到永善
县各乡镇（街道）开展东西部劳务协作、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百日攻坚行动等巡回
现场招聘活动，让广大务工人员在家门口
选岗就业。近年来，宁兴理先后为3万余
人搭桥觅岗。

“有难事，找宁站长！”永善老乡对
宁兴理说不尽的亲切和信任。5 年多
来，他当好永善来嘉兴务工人员的“勤
务兵”，手机通讯录里存有 3000 多个老
乡的电话号码，在帮助务工人员找工作
的同时，乐此不疲地协调解决他们遇到
的各种困难，让他们在异乡感受到关怀

与温暖。
2020 年 7 月，在嘉善县的永善籍务

工人员陈建，因出租屋煤气爆炸导致
全身 95%烧伤。得知这一消息后，宁兴
理第一时间和永善县驻杭州人力资源
服务站工作人员赶到嘉善县第一人民
医院看望，并送上 2000 元的慰问金。
当得知后续治疗还需大量费用时，宁
兴理与服务站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方式
广泛倡议，各界人士纷纷加入爱心接
力队伍，以组织或个人名义捐款，最终
筹集善款 10 万余元。经过后续治疗，
陈建病情有所好转，已从重症监护室
转入普通病房。

除了帮助务工人员走出困境，宁兴理
还针对部分老乡初来乍到不适应新环境、
时时思乡的实际情况，积极建议当地服务

站联合相关部门在每年苗族花山节、彝族
火把节、端午节等节庆期间，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让务工人员积极
参与，相互交流，增进感情，在异乡找到家
的归属感。

近年来，宁兴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围绕劳动纠纷、工伤赔偿、民事纠
纷等，定期或不定期对永善籍外出务工人
员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并开通法律服务热
线，聘请法律顾问，为在浙江务工人员提
供法律援助，让他们不再“伤薪忧酬”。同
时，他还积极争取省、市、县人社、工会、妇
联和云南娘家人驻上海工作站等单位的
关心和支持，在端午节、中秋节等节点，对
新入职人员、残疾务工人员等群体进行走
访慰问。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宁兴理：当好外出务工人员的“娘嘉人”
通讯员 黄 桦

邓翰超团队在拍电影。

宁兴理为苗族群众颁发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