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抢抓动漫商机 】

抱团作战，不再单打独斗
雪山脚下，有一个被魔法冰封了的冰雪

村庄，在这个美轮美奂的世界里生活着一群
快乐的雪孩子和冰孩子，他们无忧无虑地生
活在一起。而当“大脚怪”威胁到村庄的时
候，原本懦弱的雪孩子萝卜鼻带领着冰雪村
庄的孩子们勇敢地和大脚怪斗智斗勇，最后
成功拯救和捍卫了自己美丽的家园。

这部名为《雪孩子系列之拯救家园》的
26 集三维动画电视系列片目前已制作完
成，目标是在央视播出。出品方郑州雪孩
子动画制作有限公司位于郑州另一动漫基
地——郑州市动漫产业基地，今年 3 月 15
日，该基地正式挂牌。这里聚集了河南华
豫兄弟动画影视制作有限公司、郑州雪孩
子动画制作有限公司、河南泥泥狗动漫制
作有限公司、郑州麒麟动画影视发展有限
公司等 8 家动漫相关企业。

昨日上午记者走进的这个同样为产业基
地的临时办公地，位于开元路惠济区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楼内，楼道内贴满了动漫宣传画，
各家公司工作的氛围也很轻松，工作人员要
不在看动画片，要不就在画卡通画。

华豫兄弟的总经理林波说：“这里 8 家
公司各有侧重，形成了从人才培养、动画创
意创作、三维制作到统一发行的一个完整架
构。”他自信地说，他们在基地内部即可实现
产业链条的协同作战，而不再是各家公司单
打独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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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企培养的明星 】

小樱桃：10年成长家族兴旺
10 年前，一个扎着麻花小辫儿、有双大眼

睛名叫“小樱桃”的女孩在一个小小的个人工
作室里诞生了。而这里也成为中国最早的民
营原创动漫企业诞生地。目前，这部《小樱桃》
漫画图书共出版发行 200 多个品种 1390 多万
册，成为中国内地唯一销量突破千万册的原创
漫画图书，在国内原创漫画图书出版发行领域
占据 1/3 的份额，成了业界公认的原创漫画第
一品牌。如今《小樱桃》动画片第一部已在央
视播出，第二部即将制作完成。

2008年，小樱桃向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建设
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的构想，目
前，这个基地已开始建设和运营。

23 日，在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
地）的临时办公地——高新技术开发区国槐街
火炬大厦内。记者看到，这里汇集着小樱桃公
司、漂亮宝贝、麦草动漫、闪闪红星动漫、影子
动画等公司。虽然是临时基地，而当你走进就
会被各类动漫人物制成的毛绒玩具带入到年
轻与快乐的童话世界里。

据小樱桃的掌门人杨尚君介绍，国家动漫产
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由动漫企业孵化器、动漫
产业园、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组成，占地130
多亩，总投资6亿元，这对聚集优秀动漫企业、打
造动漫产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动漫产业被称之为朝阳产业，因为它总是带给人们孩童般的纯真和内心深处的震动。可动漫的历
史却如同一个老人：“米老鼠”已经81岁了，“铁臂阿童木”存活了半个多世纪，“机器猫”也步入40多岁，
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天宫》比“米老鼠”还大两岁。

虽然我省动漫产业刚起步，但如今的发展用“井喷”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这个永远年轻的产业中还
有哪些商机？我们将逐一为您解读。 晚报记者 程国平 孙娟 实习生 薛意茹 李青彤/文 晚报记者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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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樱桃、番西茄、雪孩子、少林海宝……

郑州动漫业诞生很多明星

在一座独脚人居住的城市中，两个孪生兄
弟叮叮和咚咚历经险境，讲述了独脚人之间的
喜怒恩怨，强调了坚强勇敢、独立自尊、团结互助
的可贵品质。这部名为《独脚乐园》的三维动画
系列片在央视一经播出，便得到孩子们的喜爱
和专家们的认同，使得河南的动漫产业开始在
全国显山露水，而这部动画片的出品方——河
南天乐动画影视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河南天乐）
则因此片跻身国内一线动漫公司行列。

与小樱桃等民营动漫公司不同，河南天乐
拥有强大的国资背景，它背后站着的是河南省
新华书店。如今，河南天乐公司则占据着郑州
的东南方向，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2005年，省新华书店与在动漫业界已打拼
多年的深圳紫金城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深圳紫
金城公司管理团队及主创人员全部迁入河南，

其正在构思的《独脚乐园》著作权及所有相关收
益都归双方新成立的公司所有。在这样的框架
下，2007年1月，双方正式注册成立河南天乐动
画影视发展公司，河南省新华书店为控股股东。

《独脚乐园》填补了河南没有动画片在央
视播出的空白和国产三维动画输出欧洲的空
白，而且在央视播出后反响强烈，获得第 24届
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动画片奖，这是河南影视
作品的唯一一个奖项，而且今年此片还获得了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借着《独脚乐园》的东风，河南天乐又创作
了阐释河南酒文化的三维动画片《家有酒神》，
此片制作已基本完成，确定在央视播出。

由此看来，整体引入动漫产业“核心层
面”，快速打出河南的动漫产品并大获成功，新
华书店走出了一条捷径。

合作双赢，做大动漫这块蛋糕
事实上，郑州市动漫产业基地 50%的主

创人员出自河南天乐，或者说是原深圳紫金
城公司的创作班底，林波即是原紫金城公司
管理团队中的重要人士。

为什么脱离天乐而自创公司？业界有
诸多猜测。

“我们和天乐并没有闹矛盾，主要是双
方的经营思路不太一致，所以同行和朋友分
别成立了相关的动漫公司。”林波说，今年新
成立的这些公司会与天乐有很好的合作，包
括原紫金城公司主要领导毛雪冰仍出任河
南天乐总经理，而他在基地的这些公司中也
有一定股份。

而当年之所以选择进入河南，如今又在
河南大举投资，林波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
当时河南动画制作尚是市场空白，至今河南
在三维动画制作方面，华豫兄弟仍一枝独
秀。二是省市扶持政策优于其他省份，三是
河南文化底蕴深厚，有可持续的创作素材。

番西茄，说起这个动漫人物，一些网友可
能并不陌生，因为她一直火热于网络之中。“番
西茄”用漫画的形式表现个人签名，备受网友
追捧，仅在天涯社区上，就受到 13万多网友的
热捧，而百度上还有番西茄表情下载专栏。而
这个形象正属于基地内的麦草动漫公司。

同样关注并进军动漫产业的国有资本还有实
力雄厚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年初他们投资创作
了两部动画片，一部是52集大型魔幻动画片《少
林海宝》，将代表中原文化的少林功夫与上海世博
会的吉祥物海宝有机结合；第二部是26集的原创
温情动画片《俺的铁蛋俺的娃》，讲述了一个农民
工的孩子铁蛋到大城市上学遇到的一系列故事，
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民工题材的动画片。

另一家有着国资背景的公司一出手便是大
手笔，这家名为河南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河南文投）于2008年年底注册成立，
注册资金 20亿元，由省发改委代管，河南省国
资委监管，主要从事文化产业投资，其中动漫产
业是其最重要的业务之一。

河南文投成立当天便与中央电视台新影制
作中心、南京软件园动漫产业基地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协议，三方联合投资运营 CCTV—新科
动漫频道。去年 11月 28日，该频道正式开播，
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全年龄段、全天候播放的
动漫频道。

少林海宝：中原文化与世博会的结合体

番西茄：13万网友做“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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