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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的需求都在扩大。除了
单位办公、个人爱好，家庭游玩，教学也
成为一股新生力量。随着社会发展，摄
影已经成为很多职业的必备技术之一，
很多院校的专业都增设了摄影课程。总
的来说，摄影器材的需求量相当大。”

与其说毕战平是在销售摄影器材，
不如说其是在销售一种生活方式。毕战
平每月定期组织三期数码课堂，为广大
影友进行摄影技术知识培训，增强了河
南广大影友的专业技术水平，为影友相
互交流摄影经验提供了机会；邀请知名
的摄影大师王建军、李少白、台湾纪实摄
影大师阮义忠、著名摄影评论家李媚、摄
影家蒋平等来河南授课，免费为河南的
影友培训和指导，河南的广大影友们争
先前来参加，场场爆满；不定期组织影友

进行外拍活动，在实践中通过影友之间
的交流相互提高了摄影技术；每年都赞
助并参加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年会，积极
参加省摄影家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与
摄影家协会共同创办了《风景线》摄影杂
志，定期刊登影友优秀摄影作品；与河南
省摄影家协会合作举办每年一度的美康
杯“新人新作”摄影大赛……

曾有一对退休夫妇在家闲居，一次
偶然的机会到美康购买相机，经毕战平
的介绍参加了河南省老年摄影家协会，
从此成为忠实的摄影爱好者，本来经常
生病的身体也日见好转，同时也带动了
更多的老年人加入摄影家协会，丰富了
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正是
这样，毕战平让美康凝聚了更多的摄影
人，成为摄影人的精神家园。

在郑州，提起西里路，即便是消息不甚
灵通的人士，也知道这里是摄影一条街。
作为郑州最有名气的摄影器材销售、维修
以及二手交换的集散地，十几年来，西里路
几经沉浮，繁荣依然。

西里路东段路北的“美康”，在这条街
上规模最大，在河南摄影器材行业位居首
位并在全国摄影器材行业具有相当高的知
名度。美康影像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毕战
平，历经13年的奋斗，将美康发展成为拥
有6家分店的连锁型企业。去年，毕战平
还被评为郑州市的“文化产业领军人物”。

记者 苏瑜

1995年，毕战平从郑州大学金融系
毕业后，到一家大型冲印设备公司打工，
随着对这个行业的不断了解，他发现这
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行业，于是便萌生了
自己创业的念头。1996年，毕战平拿着
亲友资助的 2万元成立了美康照相器材
商行。那时的美康和现在的美康根本没
有可比性。得以实现质的跨越的，除了
资金积累下的扩大规模，更不乏毕战平
对这个行业的热爱。

如果说，最初创业的毕战平是个商
人，那后来的他，称得上是个玩家。2001
年，已经在西里路站稳脚跟的毕战平也

“玩”起了摄影。本来在这个行业摸爬滚
打多年，耳濡目染的他俨然已经是半个
行家，和朋友、客户外出旅游的时候，每

每看到心动的风光，忍不住手痒痒起
来。虽然屡屡有作品获奖，但毕战平始
终不喜欢把其称为“艺术创作”，他说就
是玩。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他玩出
了一些名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房子有
了，车子有了，旅游自然而然就成为首要
需求。而拍照则是旅游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一项。”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摄影显然
有着更亲民的外衣。“入门快”使得摄影
深入人心，也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喜爱。
近年来，各个系统各个行业的摄影家行
业纷纷成立，不断壮大着郑州摄影爱好
者的队伍。2010年，毕战平呼吁成立了
金水区摄影家协会，其他区的摄影家协
会也在筹备当中。

郑州晚报：您认为目前制约影像文化
产业发展的关键在哪儿？

毕战平：影像文化产业包括摄影摄像
器材销售、摄影艺术培训、婚纱摄影服务、
婚纱礼服租售、图片冲印放大、化妆艺术
培训、图片拍卖、图片广告设计、图片网上
交易、版权开发等十大行业，现已成为与
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
视电影服务、网络文化、文化休闲娱乐、文
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行业同等规模的综
合性行业。目前，我市影像文化产业缺乏
公共服务行业。该公共服务行业包括影
像艺术交流、图片艺术品拍卖、影像展览、
版权保护等设施，这些都是影像文化产业
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更是集聚区发展的
必备设施，但其具有投资大见效慢等特
点，以至于我市投资者鲜有涉足。

郑州晚报：优秀的企业人，总是在实
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
最优化，美康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
事业。这次投资项目在这方面有什么考
虑？

毕战平：我们计划将投资的 20%到
30%用于公共服务行业，虽然表面看是公
益事业，但也是为了后期的永续发展。做
企业目光要放长远，平台打造的好，对整
个行业的市场都是一个拉动。

郑州晚报：能否畅想一下，项目建成
之后对市民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和改变？

毕战平：有一天，你逛街时突然发现，
某年某月某日你在某地随意拍摄的一张
照片，被悬挂在展览厅里展览，并售出了
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好价钱。原来，你的
家人把它送到了我们的图片交易平台。
你受到鼓励，来到我们的培训学校，准备
系统学习一下摄影。在这个圈子里，你
结交了更多的朋友，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和有乐趣。

郑州晚报：目前您工作的重点应该
就是“西里路影像文化产业集聚区”吧？

毕战平：对，项目已经正式立项，各
方面的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郑州晚报：当初怎么会想到提出这
样的构想和建议呢？

毕战平：西里路摄影一条街有很高
的知名度，1999年底我也是“慕名”把公
司落户到这里。慢慢的，我发现，经过多
年的积聚发展，西里路摄影艺术街虽然
已逐渐形成品牌，集聚了近 120 家影像
文化企业，年产值近3亿元，年纳税1213
万元，辐射带动周边、山西、陕西、湖北等
多个省市，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影像
文化设备集散地。但很明显，因为种种
原因，其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如何打
造更大更高的平台，是每一个有责任心
的业内人士都在思考的问题。目前西里
路及其周边趋于完善的产业链已形成了
影像文化产业集聚区的雏形。

郑州晚报：这样的现状在全国各大

城市中地位如何？
毕战平：总体上来说，算是中等偏

上。但与其他大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只有整合资源才能创造更大的利
润，文化产业要与科技发展、市场发展整
体结合，才能推动整个市场经济的繁荣，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郑州晚报：准备把西里路摄影一条
街打造成什么样呢？

毕战平：西里路影像文化产业集聚
区项目，西里路周边北起金水河、南接太
康路、东临人民路、西至二七路，总面积
0.9 平方公里范围。初步规划建设影像
文化产业街、影像艺术文化教育培训中
心、影像艺术品交易中心、艺术品展览展
示交流中心，及以金水河沿河景观绿地
为婚纱摄影外景基地的“三条街、三个中
心、一个外景基地”，预计投入资金 150
亿元。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该区域划
分后应设立便于管理的集聚区管委会，
负责集聚区产业发展和日常事务。

郑州晚报：除了基础建设和服务设
施，产业发展的步伐快慢和做事的人有更
大的关系吧？

毕战平：人才的缺乏拖住产业发展步
伐。文化产业是科技、人才、资金密集型
产业，人才更是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市影
像文化不乏于德水、刘鲁豫等这样的摄影
大家，但没有一个专门的影像艺术学校，
只有零散的小型摄影化妆培训班。众多
影像文化从业者大多从美术、工业设计、
环境艺术、服装设计等专业转行而来，未
经系统专业的学习，从业者众多而精通者
少，产业后继乏力由此而来。所以必须支
持兴建影像文化培训学校。鉴于目前市
区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鼓励采用“三旧”
改造以加快学校发展。“三旧”即旧厂房、
旧学校、旧办公楼，其改造为学校的优点
有投资少、见效快、符合国家旧城改造政
策等。建设完成后，将有效壮大影像文化
人才队伍，普及带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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