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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起大红灯笼，贴上“福”字窗花，一穗穗

玉米自窗边垂下，墙上是满满当当的摄影作

品……吉林省蛟河市碾子沟村，正筹办着一

场别开生面的摄影主题“村晚”。

“村晚”为啥是摄影主题？蛟河市砬前村

农民齐双说，“在我们蛟河，摄影早就成为农

民生活的一部分喽。”

近年来，蛟河市农民摄影家在全国农民

摄影大展等比赛中获奖 200多幅，现有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 6人，吉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25
人。蛟河市农民摄影家齐双、马学彦分别担

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评委。

在蛟河，农民用摄影捕捉精彩的生活，生

活也因摄影更加精彩。

全民摄影 蔚然成风

“马老师，你帮我看看，这张照片拍得咋

样？”跟着马学彦拐进村里一户农家，刚进门，

女主人于文华就凑上前来请马学彦指点技

术。马学彦是当地的摄影带头人，2012年，蛟

河市成立农民摄影家协会，马学彦加入协会学

起了摄影。随后，他的摄影作品屡获国家级奖

项。2016年，马学彦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于文华学习摄影的初衷，是为了丰富自

己的生活。“以前农闲的时候，没有什么娱乐，

只能待在家里，感觉浑身都不得劲。”于文华

说，“现在我和几个姐妹既能一起出去摄影，

还能在家分享技术和想法，跟孩子交流的共

同话题也变多了，更充实了。”

这些年，村中，像于文华这样对摄影感兴

趣的村民越来越多。农民学摄影，谁来教？

2021 年，马学彦和碾子沟村村委会主任

贾可心牵头，成立了线上的手机摄影群。贾

可心说，“群里已经有 50 多人，大家创作热情

都很高。”如今，摄影群每周日都开展线上评

选照片的活动，马学彦在群里为村民们讲解

每张照片中有待提升的地方。对评选出的优

秀照片，摄影群还会为拍摄者颁发奖品。

除了村中自发组织的培训活动以外，蛟

河市文化馆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农民摄影”品

牌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30 场以上，举办农民摄

影技能提升专项培训讲座，现场为农民讲解

示范。多年来，已累计开展培训讲座 100 余

场，培训了上万人次。“我们经常约着一块去

听讲座，专家都说我拍得好呢。”于文华喜滋

滋地说。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

的全面覆盖，村里人也开始在网上学习摄影

知识。

爱拍、会拍的农民越来越多，2023年 9月，

碾子沟村还张罗起一场蛟河市“欢乐乡村行

美好新时代”农民手机摄影展，从 2300 多幅

参选作品中选出 100幅在村广场展览。收地、

修桥、做豆包、种灵芝……这些农民日常生产

生 活 中 的 图 景 ，成 为 摄 影 展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看到拍摄的照片上了展览，心里美滋滋

的。”于文华说，“真切体会到了摄影的魅力。”

如今，蛟河市农民摄影蔚然成风，在农

田、在村落、在山野，时常可以看到拿着手机、

相机醉心创作的农民。“以前在村里举相机，

好像有点‘见不得人’。现在大家都觉得很自

然，偶尔还跟你交流两句创作技巧。”于文华

笑着说。

带动产业 跟上时代

“出锅喽！”冒着腾腾热气，一个个软糯的

黏豆包整齐码放在案板上。“别动，让我先拍

张照！”灶台前，于文华正小心翼翼地调整拍

摄角度。

黏豆包有啥好拍的？“这是拍给顾客看

的。”于文华说，之前，她把自家制作黏豆包的

照片发在了网络上，没承想，许多人来询问如

何购买。于文华和村里人一合计，索性做大

规模，用摄影作品吸引顾客，通过网络销往全

国各地。

于文华说，每斤黏豆包卖 10 元，每

年都能卖 1 万多斤，农闲时也有了收入。不

仅如此，日益扩大的规模还带来了更多的工

作机会，村中参与制作黏豆包的 10 位村民，

每人都能在农闲时获得 3000 多元的收入。

“我们不光一起做豆包，还一起拍豆包。有事

干，有钱赚，心情怎么能不好。”

如今，经由摄影宣传，碾子沟村的灵芝和

黏豆包已经成为村里的“名片”。“村里的灵芝

大棚今年销售额近 50 万元，来打工的村民年

收入在 10 万元左右。”贾可心说。

当地的文旅产业也因此而兴。因摄影作

品而对蛟河产生兴趣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

来，为摄影采风队伍提供食宿、售卖特色农产

品，让村民们更多地尝到了摄影的“甜头”。

贾可心说，现在村民已养成每年晒干菜的习

惯，作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年年供不应求。

随着短视频等业态的发展，新的变化也

在蛟河悄然萌芽。“大家好，今天带大家体验

蛟河红叶谷的穿行之旅……”视频中，贾可心

戴着厚棉帽，围着红围巾，向网友介绍蛟河红

叶谷的冬日景观。

2022 年，碾子沟村组织起了“短视频工

作室”，农民摄影家们开始为短视频忙碌起

来。“视频的策划、拍摄、剪辑都由我们农

民摄影家自己负责。”贾可心打开手机

向记者介绍，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已

经 发 布 了 近 百 条 视 频 ，拥 有 近

5000 名粉丝。

呈现劳动现场、展现乡

村民俗、聚焦特色农产品……贾可心等农民

摄影家开设的短视频栏目将沾着泥土气的火

热乡村放在网上，受到欢迎。“每条视频下面

都有大量评论、点赞。”贾可心笑呵呵地说，

“我们蛟河、我们碾子沟村，名头是越来越响

了。”直播也成了“新农具”。

相机记录生活，还可以“富脑袋”。“老百

姓一手握农具，一手拿相机，他们拍摄出的作

品，最质朴也最生动。”蛟河市文化馆馆长田

宇说，蛟河农民用快门记录有烟火气的乡村

图景、美不胜收的山水画卷，既丰

富了自己的生活，带火了乡村

的产业，也成为乡村全面振

兴 、东 北 全 面 振 兴 的 有

力见证。

近年来近年来，，吉林省蛟河市农民摄影蓬勃发展吉林省蛟河市农民摄影蓬勃发展

相机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相机成为乡村全面振兴““新助手新助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汪志球汪志球 门杰伟门杰伟

最近几年特别是 2016 年以来，农民摄

影的变化非常大。

第一个变化，摄影器材的变化加速了

农民摄影的普及。之前，吉林省摄影家协

会在普及农民摄影方面，主要是筹集资金

为农民购买照相机，派志愿者下乡辅导和

启发农民拍摄。2016 年以后，随着智能手

机的发展，农民摄影的普及速度相当快，辅

导手机摄影、举办手机摄影展览等成为重

要内容。

第 二 个 变 化 ，农 民 摄 影 更 受 大 众 认

可。农民摄影最可贵之处就是真实、客观，

影像中呈现出历史的肌理。这些影像来自

农民之眼、经由农民之手，记录下丰富的农

村基层生活细节，构成一种新鲜而重要的

历史叙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入城市的

农民工们对农民摄影作品有强烈的共鸣，

城市居民也通过农民摄影对乡村生活有了

更多角度的了解。吉林省摄影家协会每年

举办的吉林农民摄影展，观展情况都非常

火爆，大众对农民摄影有强烈的观看热情。

第三个变化，农民摄影由以前的“消费”

活动转为“生产”活动。近年来许多农民摄

影爱好者由摄影进入短视频制作领域，特

别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乡村直播，开展农

产品带货，使相机成为新农具，这极大地激

发了农民摄影的积极性，也使农民摄影爱

好者更能得到家人、乡亲们的支持。

以前农民摄影爱好者利用乡村景观，

开展旅游服务类的摄影活动来增加收入，

现在农民摄影爱好者往往是乡村短视频的

带头人，而且销售农产品常常不是个体行

为，而是全村共同进行的。

蛟河市碾子沟村以贾可心、马学彦为代

表的农民摄影家身上就体现出这种变化，他

们既在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和吉林省农民摄

影展上频频获奖，又带领村民进行“三农”短

视频拍摄和直播，帮助全村农产品的销售，

带动全村实现了“有收获，有收入”。

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社会文化发展、技

术进步、思想意识变化等诸多因素综合影

响的结果。农民的影像拍摄意识逐渐觉

醒。特别是当摄影不仅仅是个人爱好和消

遣消费，更成为创造财富的新途径和新方

式时，农民摄影的热情被进一步调动起来。

吉林省摄影家协会一直在普及农民摄

影和重点培育农民摄影家这两个方面开展

工作，开办普及型的摄影讲座，为农民摄影

家提供个性化辅导，推动农民摄影质量不

断提高。

除了短视频的发展以外，在未来，随着

农民摄影家们吸收更多当代艺术观念之后，

他们可能运用丰富的农村影像资源，创作出

更多好作品，实现农民摄影的不断发展。

（作者为吉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本报

记者门杰伟整理）

农民摄影
变化喜人

郑春生

“拍了这么多年，这张拼接的《全家福》是

我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坐在炕头，手捧照片，马

学彦很是感慨，“大半辈子都在这些照片里了。”

薄薄的五张相纸，承载着马学彦一家人

30 多年的岁月。

“第一张全家福（图⑦）拍得太仓促了。

那是 1983 年，那会我俩刚从地里出来，头发

都没来得及梳。”马学彦笑着说，那天，他和妻

子刚干完农活，听说屯子里来了个“照相的”，

急忙抱上刚出生 100 多天的孩子，拉着妻子

一起去拍照，就这样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

“那会拍照用的还是老式的箱式相机，一张照

片 7 毛钱。”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生活

水平还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为啥那么着急去

拍照？因为我和媳妇结婚的时候家里穷，连

订婚照都没拍。”马学彦回忆，那会一年能挣

1000 块钱就得乐坏了。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马学彦一家在

种地的同时，尝试搞起了养殖，家里养了七八

头牛，日子逐渐宽裕起来。

“ 第 二 张 、第 三 张 全 家 福 ，都 跟 孩 子 有

关。”马学彦指着一家三口坐在拖拉机上的照

片（图⑧）对记者介绍。1999 年，马学彦送儿

子去黑龙江学厨师。远行之前，一家人一块

拍了这张全家福。第三张照片（图⑨）则是

2007 年 儿 子 和 儿 媳 结 婚 时 留 下 的 纪 念 照 。

“时代在进步，那会拍照用的都是数码相机

了。”马学彦说，那些年，家里的茅草房换成了

砖瓦房，还买下了一辆拖拉机，从劳动强度到

居住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马学彦说，拍第四张照片（图⑩）时，儿子

成家立业，小孙女也五六岁了。家里修起了

院墙和大门，还盖起了一间车库。“我花 5 万

块钱买了一辆面包车，还买了自己的第一台

单反相机。后来我经常用面

包车带着摄友们翻山越岭搞摄

影创作。”

没过几年，2016 年，马学彦一家又

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第五张全家福（图

）就拍摄于他们一家搬入楼房后不久。马

学彦笑着说，“小孙子就在楼房里出生，现在

的生活真是有滋有味。”

目前，马学彦的儿子、儿媳创业做生意，

将蛟河乃至吉林的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年收入 30 万元以上。马学彦则与摄友们

一起研究摄影创作、开展农民摄影培训，日子

过得丰富多彩。“我还把家里人带动起来了。

我儿媳妇现在看到有啥稀奇的东西，也会用

手机去拍，还成了吉林省女摄影家协会的会

员。”马学彦说。

回看过去几十年的全家福，马学彦由衷

地感慨道：“一年比一年好。现在的日子，过

去是想都不敢想。”

临 近 春 节 ，马 学 彦 一 家 要 怎 么 过 这 个

年？“我们开家庭会研究了，今年不在蛟河过

年。我们打算自驾去辽宁葫芦岛，边旅游边

探亲访友。谁说过年只能在屋里待着。”马学

彦笑声爽朗。

五张“全家福”的故事
本报记者 门杰伟

图①：摄影作品《剪窗花》，村民欣赏刚

剪好的窗花。 齐 双摄（人民视觉）

图②：摄影作品《爷爷你最棒》，蛟河市

文化馆开展写春联、送福字活动。碾子沟村

民刚写好一幅福字，被身边的小孙女夸赞。

马学彦摄（人民视觉）

图③：摄影作品《抢收》，东北地区秋收时

节可能遇上雪天，村民冒雪出发抢收粮食。

齐 双摄（人民视觉）

图④：摄影作品《欢天喜地过大年》，春

节期间，蛟河市当地农民自发组织秧歌队

上街表演。 马学彦摄（人民视觉）

图⑤：摄影作品《又接新订单》，近年

来，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优势和农民摄影宣

传，蛟河市碾子沟村木耳、灵芝种植等产业

欣欣向荣。图为村民在木耳大棚中接到了

新订单。 马学彦摄（人民视觉）

图⑥：2023 年 9 月，蛟河市举办农民手

机 摄 影 展 ，村 民 创 作 的 摄 影 作 品 登 上 展

览。图为村民们在摄影展上看到熟悉的朋

友开怀大笑。 孙禹非摄（人民视觉）

图⑦至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图：摄影作品《白云深处有人

家》，近年来，绿水青山成为蛟河农民

摄影创作的重要主题，图为蛟河金兰

湾风景。 马学彦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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