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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为村民拍摄上万张照片，让

2000 多位老人、2300 余名儿童有了自

己的第一张照片，让近 7000 个家庭拥

有了全家福……从 2012 年起，贵州师

范大学“1 家 1”全家福拍摄团 26 次深

入贵州各地乡村，开展志愿服务，为当

地村民拍照片。11 年来，一届届大学

生在深入乡土中国的过程中得到了锻

炼和成长，也见证了普通群众在山乡

巨变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编 者

■■一线调研一线调研R

■编辑手记R

⑥⑥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图①：拍摄团为村民拍摄的全家福。

拍摄团供图

图②：拍摄团拍摄的望谟县麻山镇前锋

村的儿童。 郑宇潇摄

图③：村民在欣赏拍摄团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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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拍摄团成员在为村民分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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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拍摄团在紫云县四大寨乡牛场村

为群众拍照。 崔天云摄

图⑥：拍摄团在前往村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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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我认得你，你是来村里照相的

大学生！”从贵州威宁县城出发，汽车在山间

兜兜转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郑宇潇终

于来到了羊街镇兴隆厂村。刚下车，一位老

人就认出了他。

11 年前，郑宇潇还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

名学生，他和同学们组成拍摄团，曾来到村里

为老乡们拍下许多精彩的照片。

兴隆厂村只是拍摄团拍过的 80 多个村

寨中的一个。郑宇潇毕业后，他的学弟学妹

们把这个活动延续了下来。一届又一届，拍

摄团背着相机，扛着帐篷，26 次走进贵州省

的 80 多个村寨，免费为近 7000 个农村家庭拍

摄全家福，也记录了 11 年间的山乡巨变。

一次公益，受到村民欢迎

“拿到第一张照片时，他
们眼神里充满了喜悦”

郑 宇 潇 从 小 就 喜 欢 拍 照 ，2010 年 高 考

后，他考入贵州师范大学摄影专业，并加入了

学校的记者团。大二时，郑宇潇偶然从新闻

里 看 到 ，有 大 学 生 利 用 假 期 时 间 为 村 民 拍

照。“要不我们也去尝试一下？”郑宇潇向记者

团提议，得到同学们的响应。

“11 个同学报名，每人凑了 300 元，这就是

我们的全部经费。”资金有限，大伙决定在食

宿和交通上把预算压到最低。准备好帐篷和

睡袋，购买了辣椒酱和方便面，又借了打印

机、过塑机……2012年 5月底，拍摄团启程了。

从贵阳坐火车到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再

转乘班车颠簸数十公里来到中寨乡，一行人

背着大包小包徒步翻山越岭，终于在天黑前

到达了堕却乡西克村的村小学。西克村小学

的校长很热情，专门为他们腾出两间教室用

于搭帐篷住宿。“我们向校长说明了来意，请

他帮忙联系村民和孩子们。”郑宇潇说。

第二天一大早，拍打窗户的声响叫醒了

同学们，校长领着孩子们来拍照了。随着“咔

嚓咔嚓”的快门声响起，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在

镜头里定格，小山村里传出阵阵欢笑……

很快，大学生来村里免费拍照的消息传

遍了全村，老老少少涌进了村小学，排队等候

拍照。拍摄团白天拍照，晚上打印。三天内，

他们拍遍了周围好几个村子，为村民拍摄打

印了 400 多张照片，每到一处都受到了欢迎。

“有的老人和小孩从没拍过照，拿到第一

张照片时，他们眼神里充满了喜悦。”村民们穿

上盛装赶来拍照的场景，令郑宇潇至今难忘。

11年坚持，促进学生成长

“奋斗的身影，最值得我
们用镜头记录”

回到学校后，拍摄团用剩余的经费制作

了一张展板，摆在了校园广场上，吸引了许多

师生驻足观看。有的同学提出给拍摄团捐款

资 助 ，还 有 企 业 来 到 学 校 和 他 们 谈 赞 助 。

“老乡们的朴实笑容很打动我们，不能辜

负这份质朴的情感。”郑宇潇说，为了保持活

动的公益性，同学们拒绝了募捐和赞助。同

时，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收集废旧书和饮料瓶，

把变卖的钱补充到活动经费中。一个多月

后，他们又趁暑假前往贵州其他地区的乡村。

拍摄团变得小有名气，报名参加的同学

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了四五十人。“我们希

望每一家人都能有一张美满的全家福。”郑宇

潇和同学们给团队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

“1 家 1”全家福拍摄团。

“大家凭热情自发开展活动，其实当时我

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2014 年，郑宇潇考上

山东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离校前，他把所有资

料交给学弟学妹们，告别了拍摄团……

2022 年“五一”假期，安顺市紫云县四大

寨乡牛场村来了一群年轻人。白天，他们举

着相机拍个不停；晚上，他们扎起帐篷，吃着

泡面当晚餐。他们是“1 家 1”全家福拍摄团的

在校大学生，10年过去了，拍摄团依然活跃。

水泥路连通家家户户，精美小楼沿着道

路依次排开，远处还有花椒、蜂糖李等特色产

业基地。村里的见闻让同学们惊叹不已，特

别是看到村民韦红雨正在直播销售自己的刺

绣产品，大家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了她。

“奋斗的身影，最值得我们用镜头记录。”

领头的女孩叫周嘉璐，是 2020 级摄影专业学

生，这是她最后一次以队长身份出来拍摄。

她细心指导学弟学妹们拍摄，把自己的经验

都留给拍摄团。“现在，学校给我们配备了打

印机，还给报销车费。除此之外，活动形式跟

当年没有太大变化。”周嘉璐说。

老家在山东东营，从小看惯了平原和大

海，加入拍摄团两年来，周嘉璐对贵州的大山

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拍摄途中我看到了很

多从未见过的景象，增长了很多书本里学不

到的见识。能够亲眼见证贵州的发展变迁，

我和同学们都感到很自豪。”周嘉璐说，不论

毕业后去哪里，拍摄团的这段经历都将铭记

于心，“它教会我如何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万张照片，见证乡亲幸福

“10 年前后对比，村子变
化太大了”

2023 年，新学期开学不久，2021 级

摄影专业学生王柯淇带着同学们前往兴

隆厂村，回访拍摄团以前拍过的村子。

这是她接任队长后第一次组织外拍，心

中有些忐忑，但和郑宇潇学长一同前往，

又让她安心了不少。

郑宇潇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贵州，在

贵阳一家媒体担任摄影记者。“10 年前

后对比，村子变化太大了。”一番打听，郑

宇潇终于见到了以前曾拍过照片的村民

王琳会，她刚从产业基地忙活回来。“房

子 是 5 年 前 通 过 危 房 改 造 政 策 盖 起 来

的，又大又亮堂，住着太安逸了。”王琳会

高兴地领着拍摄团参观自己的新家，还

掏出了一本相册。

相册里有不少郑宇潇以前拍摄的照

片，其中有一张合影——低矮破旧的土房前，

母子三人站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相拥而笑。

“那会儿我家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娃他爸一

个人外出打工养活全家。”如今，女儿有了自

己的小家庭，儿子也在城里找到了一份足以

自力更生的工作。

“平时在基地干农活，再喂些家禽牲口，一

年能挣两三万元，过日子足够了。”这几年，兴

隆厂村因地制宜发展水果种植和生态旅游，给

乡亲们带来了家门口赚钱的机会。王琳会说，

凭自己的双手致富，这是最让她自豪的事。

跟着郑宇潇一路寻找，同学们见到了许

多老照片里的村民，也听到了村里发生的许

多新故事：李仕学拆了老木屋，和 90 多岁的

老母亲住进了新房子，今年儿子儿媳决定回

村里发展，一家六口终于四世同堂；村小学土

操场变成了标准运动场，实验室、多媒体教学

系统等一应俱全，蒋明忠老师骄傲地说，村子

里出了 10 多名大学生……

11 年来，拍摄团为乡亲们拍摄了上万张

照片，同学们突然发现，这些照片不仅见证

了许多幸福瞬间，更记录了山乡的巨变。“回

访当年村里的村民，用镜头记录时代变迁，

这不就是我们拍摄团最大的价值吗？”随着智

能手机的普及，拍照对村民来说已经稀松平

常，王柯淇正琢磨着带领拍摄团转型，她似乎

找到了一个方向。

夜幕降临，小山村星光点点，老照片里

的 人 还 在 讲 述 着 新 故 事 ，相 机 的 闪 光 灯 闪

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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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次探访、近 7000 个家庭、上万张照

片……这是贵州师范大学拍摄团 11 年来交

出的公益答卷。从一个人的闪念，到一群人

的接续坚守，他们把目光投向广阔乡土大

地，把镜头对准乡村，用热情帮助村民，不仅

收获了温暖与成长，更见证了山乡的巨大变

迁。“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

淡漠农村。”同学们以拍摄全家福作为接力

棒，为这句话写下了青春的注脚。

对同学们来说，乡土大地是最好的课

堂。找角度、按快门，他们在提升技能的同

时开拓知识眼界；扛机器、扎帐篷，他们在

艰苦条件下磨炼意志品格；访农户、探民

生，他们在沟通交流中培育乡土情怀。

对同学们来说，乡土大地有最美的风

景。直播带货，带出的是不断兴旺的特色

产业；道路翻修，修出的是美丽宜居的生活

环境；青年返乡，反映的是广大乡村日渐完

善的公共服务和愈发广阔的发展前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乡村振兴的奋斗路上，每个人

都是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都应该以各

种形式走进乡土中国深处，参与乡村振兴

的伟大实践。贵州师范大学的同学们为人

们做出了示范。

行走乡土大地 绽放青春之光
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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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师傅，尕斯第一采油

作业区有口油井产液量下降，

请你快来看看。”晚上 8 点，中

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采油一

厂采油工、首席技师史昆（见

上图，樊文宏摄）听说生产一

线遇到难题，毫不犹豫地开车

驶入夜色笼罩下的茫茫戈壁。

这里是青海省茫崖市，

方圆 200 公里内没有相邻城

市。1995 年从青海油田技工

学校毕业后，史昆被分配到

此地工作，成为一名采油工，

主要负责油井管理、采油设

备保养等。

“搓板路”上疾驰，不到

半小时，史昆到达现场。他

戴好安全帽，打开探照灯，神

情专注地绕着油井巡查。“首

先检查地面部分，确保采出

液 无 渗 漏 、供 电 线 路 正 常

等。”史昆边说边招呼同事将

生产流程记录表取来查看。

走近井口，史昆发现“出

油声音不畅，正常的声音应

该像流水般哗哗不停，一旦

出现杂音，那就是不正常。”

结 合 几 日 内 的 油 井 液 面 报

告，史昆作出了抽油泵结蜡

影响生产的判断。工人们开

来热洗车，疏通油井后，生产

逐步恢复正常……

2003 年，当时作为基层

班组组长，史昆接手了几口采出液含蜡高、出砂严重的油

井。他为每口井建立动态档案，详细记录出油量、洗井次

数等数据，探寻日常操作与出油量之间的关系。得益于

史昆制定的针对性措施，几口井累计增产 800 多吨。那

时，他认识到，合格的采油工不仅要锤炼过硬技术，更应

该掌握油井生产原理方面的管理知识。

学习计算机制图、了解油井生产管理程序、进行油层

的动态分析……史昆绘制了上百张井站工艺流程图，记

录了十万余个生产数据。最终，他总结出了“抽油机井生

产不正常判断处理法”，通过“看、听、摸、查、嗅”等手段，

快速分辨油井故障，找到症结进而解决。多年来，油井生

产遇到难题，经史昆判断处理，往往能够顺利解决。

“史昆工作上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他身上的那股‘钻

劲儿’和‘韧劲儿’。”谈到史昆，他的师傅、采油一厂采油

工齐宪维说。

刚工作时，为了练习基本操作技能，史昆常利用休息

时间加练，即便手掌磨出血泡，双臂酸胀抬不起来，也没

有放弃。2011 年，他参加了青海省采油工职业技能竞赛

并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次年，在公司的支持下，他成

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带领技术骨干攻克技术难题，助力油

田生产提效增产。

这些年来，史昆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等荣誉，累计攻克

各类生产技术难题近 200 项，研发创新成果 70 余项，获得

国家专利 15 项，创造效益近亿元。“我只是高原油田的普

通一员，希望未来一直做油井的守护者。”史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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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采油工作 28 年，中国石油青海油

田公司采油一厂采油工史昆总结出了“抽

油 机 井 生 产 不 正 常 判 断 处 理 法 ”，通 过

“看、听、摸、查、嗅”，可快速对油井故障进

行诊断、排除。参加工作以来，史昆先后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等荣誉。

本报西安 7 月 5 日电 （记者龚仕建）“以往学习培训，

只停留在纸面上，找不到工作结合点。现在通过研讨交流、老

师授课、深入实践等学习方式，感觉对很多问题都有了新的思

路。”在陕西省米脂县，一名参加培训的干部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米脂县坚持“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干部教

育理念，靶向发力，积极推动干部教育改革创新，助力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地出台《米脂县 2020—2023 年干部教

育培训规划》等文件，把学风管理贯穿训前、训中、训后全过

程，提升教育培训质量；通过发放电子及纸质问卷方式，量

身定制培训内容；通过开展基层党建、生态治理、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 14 个方面专题培训，提升干部实际

能力和认识水平；“走出去、请进来”，将课堂搬到“田间地

头”“基地现场”，增强教育培训实效性。干部队伍工作作风

明显改观，干事创业动力增强，创新之风蔚然兴起。

“我们将继续创新教育培训模式，在精准性上持续发

力，提升服务群众能力。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加强实践

培养锻炼，切实打造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高素

质干部队伍。”米脂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明韬说。

陕西米脂县推动干部教育改革创新

掌握过硬本领 提升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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