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6年起，上海市总工会计划于用10年时间培养选树1000名“上海工
匠”，打造一支与加快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要求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去年，上海市总工会选树了首批88名上海工匠，在社会上掀
起了争当工匠、学习工匠的高潮。日前，94名2017年上海工匠正式揭晓，并受到隆重表彰。

谈及工匠很多人会想到鲁班精神，抑或在一个岗位上辛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匠人，但事实上，如今也有一批80后、85后年轻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不一样
的成绩，用现代匠心诠释全新的工匠精神。从今天开始，本报将推出5名80后工匠，了解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做出的不一般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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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出生的赵迪文目前担任
的是SMG上海幻维数码创意科技有限
公司特效部主管。别看他年纪很轻，
但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满八年了。

早在大二时学习广告设计的他
就到幻维数码实习。2012年东方卫
视跨年盛典对赵迪文来说是很有意
义的一次晚会，以前都是老师傅带着
他制作特效，那一年他首次独自担当
大任。回忆自己的“第一次”，赵迪文
用“压力山大”来形容，“当时人手严
重不足，加上我才4个人。有一天我
工作到早上6点半打车回家，才睡了
3个小时就接到了导演电话，让我去
现场看下费玉清全息投影的效果。
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但我还是默默
地打车去现场。”那一次，也是东方卫
视首次用全息投影技术。赵迪文耐
心解释说，这是一种后来广泛运用的
技术，人站在舞台上，前方有层投影
纱，能营造身临其境的空间感。

普通人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
但这8年来，赵迪文一直过着“国际时
间”，他的所有时间都跟着项目走，经
常会没日没夜地干活。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已是凌晨一两点，赵迪文无意
中吐露说，“我待会还要去工作。”继而
他解释说，“我从事的是和创意相关的
工作，晚上工作比较有效率，脑洞大
开。有时候睡到一半爬起来突发灵
感。我就会马上起来付诸实践，否则
到了白天再做状态就不对了。”

这些年，他率领的团队参与了多
个国家级重点项目及若干现象级真
人秀的特效制作及统筹工作。例如
《央视春晚》、《世界游泳锦标赛》、《亚
信峰会》、《极限挑战》、《历届东方卫
视跨年盛典》、《历届上海电影电视
节》等等。并因此获得了多项荣誉与

奖项。但让赵迪文印象最深的还是
今年的央视春晚。

2017年初，赵迪文接到了《央视
春晚上海分会场》特效制作的任务，
央视春晚对于全球华人来说，是具有
特殊意义的，这是一次将上海新气象
展现给全球华人的宝贵机会。春晚
上海站是四个分会场中唯一一个由
本地电视团队策划制作的分会场，当
时筹备期的时间非常紧张，而幻维数
码作为视觉呈现的负责方，在户外场
地和直播条件双重限制下，面临了空
前的技术挑战。接到任务后，赵迪文
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责任重大。

在前期策划时，他和团队成员围
绕着央视春晚的定位及上海国际大都
市的主题展开艺术创想，在结合方案
落地实施的细节之后，进行了多次修
正和调整，直到晚会直播前的最后一
刻他和团队成员还在反复打磨节目。

春晚上海站的场地设在上海地
标东方明珠前，现场主舞台由LED铺
设而成，包括1000块地屏、立屏和彩
屏，最终他们决定用实景灯光和影像
多维度呈现梦幻效果。

这次的场地在室外，后面是天
桥，在平地上找不到机位，赵迪文只
能硬着头皮爬上脚手架。“当时天气
很冷，手放在冰冷的脚手架上，都快
冻僵了，但我们还得扛着摄像机，冻
得瑟瑟发抖。”

从策划到现场录制再到最后的
合成输出，赵迪文带领着团队瞄准了
视效发展的前沿，适时地结合了先进
的增强现实技术。当他们用虚拟影
像结合现实世界并进行交互呈现的
那一刻，全世界的华人看到了一个魅
力上海魔力上海，看到了“鲤鱼跃龙
门”、“时空飞球”和完美的璀璨之夜。

8年来一直过着“国际时间”
承接央视春晚特效任务 创新呈现魅力上海

今年以来市场风格极速转换，公募基
金却展现出强大的专业投资实力，股票基
金整体跑赢大盘，增长效应彰显。银河证
券数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1日，对比上证
综指年内涨幅8.49%、创业板指跌幅4.93%，
全市场1000多只股票基金今年来平均净

值增长率11.4%。其中，建信基金以专业
投资精神贯彻价值投资理念，不论是权益
投资还是固定收益表现均可圈可点，权益
类共计23只基金跑赢大盘，高达22只年内
收益率超过10%。

建信基金实力绽放

广告 投资有风险

去年，赵迪文没休过一天假，国
定假期更与他无缘。周围人觉得他
很苦，他却乐在其中，“这份职业很有
意思。”

有人说，特效制作从业人员吃的
是青春饭。在幻维数码8年，进进出
出的员工很多，同一批进来的员工
中，他是为数不多留下来的。尽管已
经荣升主管，他还是奋战在第一线。
新入职的员工是小他好几岁的 95
后。赵迪文没有感到后来者居上的
压力，反而为团队补充新鲜血液而兴
奋，“有时候个人的力量再突出，也没
有团队整体力量强。我会站在第一
线，把对工作的热情传达给他们。”

每次看到好玩的项目他都会有
兴趣亲自实践。近日，他赴《天籁之
战》节目组制作特效，当听到一位选
手唱的曲子《Lion》后被打动了，亲自
操刀为她设计大屏的舞美。他精心

设计了一头爆发力十足的狮子，还制
作了十分酷炫的狮子座星座图。“现
场效果很燃。”赵迪文对自己的杰作
十分得意。

和很多后期特效制作从业人员
不出机房不同，赵迪文喜欢跑现场。

“譬如我会关心灯光师等其他工种的
制作流程，这样我就能和灯光师配合
默契，打个比方如果这次的屏很精
致，我在特效制作上就会更花心思，
否则会有马赛克等情况发生。”

视觉领域要求不断求新突破，为
此他一直致力于新视觉技术的探索
与研发，他从三年外滩大型灯光投影
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
套成熟高效的解决方案。为了丰富
理论经验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他又
在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进修了3D动
画视觉特效，对于AR、VR、全息投影等
时下新形式有深刻的理解与经验。

永远奋战在第一线的主管
乐在其中并把对工作的热情传递给新人

在特效制作岗位上不断创新
最小上海工匠年仅29岁却已是行业里的标杆

在所有80后工匠中，年轻帅气的赵迪文是最特别的
一个，当记者恭喜他当选上海工匠时，他耸耸肩，笑着调侃
道，“不好意思，我拉低了这一届工匠年龄的平均线。”赵迪
文的记性很不错，事实上，今年“上海工匠”的平均年龄为
46岁，相比去年小了整整3岁。

“现场，大家都以为我是陪领导去领奖的。签字的时
候，工作人员十分惊讶地核实，‘你也是工匠吗？’”说到这
里，赵迪文不由笑出了声，因为长期做后期，只见月光，不
见阳光，他肤色比较白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但
正是这位最年轻工匠，却在特效制作岗位上不断创新，成
为行业里的标杆。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说实话，我没有特别想过工匠

的定义。对我来说，所有这些工作都

是心甘情愿去做的。只有基于真正

的兴趣才会去钻研。这些年，我一直

试图把工作做得更好，打造精品。从

来没有过瓶颈期，一直都很有激情。”

赵迪文告诉记者，新一代的工匠精神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工匠精神

对于我而言，不仅是一个人的职业态

度，而是与团队协作共生的一种集体

素养。面对每一个作品，我和团队

深入每一个环节，沉下心来认真面

对，运用创意和技术打磨钻研，不断

追求极致和完美。对于这一份工匠

精神，我将继续恪守，以严谨的职业

态度砥砺前行。”

对于未来的特效行业，赵迪文

亦有许多希冀与展望。“以视频展示

为主的信息时代对我来说是难得的

机会与挑战。我希望着眼于岗位，身

体力行集团的转型发展；着眼于市

场，参与视效行业的风云变化。在新

技术、新视觉理念和呈现方式层出不

穷的当下，我们要在现有的内容品种

上精益求精，适时地将新技术、新流

程植入，并且保证市场的接受度。”

这些年来，赵迪文心里一直有个

中国梦。他表示，作为新一代工匠，

将以热爱本职工作，尽心尽力，创新

进取，踏踏实实从自我做起为自我要

求，为文化行业的“中国梦”倾注自己

所有的激情和心血。

[“小鲜肉”解读工匠精神]

沉下心来认真面对 不断追求极致和完美

尽管已经荣升主管，赵迪文还是奋战在第一线。 受访者供图

·80后上海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