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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省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活

动之一，“希望的田野”——吉林省优秀农民摄

影作品展正在展出中。这些根植于泥土且充

满温度的摄影作品，充分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

神风貌，特别是聚焦脱贫攻坚的伟大奋斗，生

动描绘乡村振兴的喜人变化，成为新时代中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像见证，成为激励广

大人民不断奋进的精神力量，是吉林农民摄影

在“朴素与真实”道路上探索10年的成果。

从2013年到2022年，吉林农民摄影蓬勃

发展，农民摄影群体不断壮大，从最初集中在

“蛟河”一隅，发展到覆盖全省各市县；农民拍

摄内容日渐丰富，画面从乡村延伸到城市，既

展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讲述了农民走

进城市后的身份转换、对城市的复杂情感。

力求“朴素”“真实”

2013年6月8日，第三届全国农民摄影大

展在长春开幕。省摄影家协会组织农民摄影

爱好者前来观展，并组织了首次“吉林农民摄

影研讨会”，提出农民摄影要坚持“朴素与真

实”，原汁原味才是农民摄影最可贵之处。会

后，农民摄影爱好者们带着拍摄建议回到各

自生活中。

这一年，省摄影家协会还组织农村摄影

志愿者小分队，开展农民摄影实验活动。20

余支志愿者小分队带着筹集来的几百台数码

相机，深入边远山区，启发和培养农民摄影兴

趣，鼓励农民用影像记录生活。也是这一年，

省摄协开始在每年秋天，专为农民举办摄影

展——吉林农民摄影作品展。因为朴素与真

实，摄影展的现场总是人头攒动、场面热烈，

农民摄影人受到很大鼓舞。

“吉林农民摄影文化现象”

2014年，在第四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上，

吉林农民摄影爱好者一举获得13个奖项，产

生轰动效应。中国文艺报刊称之为“吉林农

民摄影文化现象”，但这还只是吉林农民摄影

事业蓬勃发展的开始。同年，省摄影家协会

组织送课下乡，把辅导课送到离农民最近的

地方。一些知名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工作者被

邀请来给农民讲摄影课，授课地点有县群众

艺术馆，也有乡镇的文化活动室。经过既“锄

草助苗”又“测土施肥”的辅导，吉林农民摄影

热潮高涨，佳作不断。

2017年，省摄协进一步探索农民摄影辅

导工作，在伊通、蛟河等地设立10余个农民

摄影讲习所，建立农民摄影创作基地。不仅

为农民送课上门，也让农民摄影爱好者有了

聚谈切磋的场地。2018年创办的公益性“吉

林摄影大讲堂”，本来专为城市摄影爱好者服

务，但深入省内各地举办讲座后，也在一些县

市受到农民摄影爱好者的欢迎。

2019年9月，经省摄协策划，“吉林蛟河

农民摄影家联展”在山西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上亮相。齐双、李志成、刘太东、马学彦等蛟

河农民摄影人，作为吉林农民摄影家的典型

代表，用充满关东风情、农家气息的摄影作

品，向国内外摄影界展示吉林农民摄影成果。

聚焦风雪、劳作和孩子

农民摄影人是各自独立的，又是具有明

确拍摄意识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镜头聚焦

于：风雪、劳作和孩子。

风雪是吉林农民摄影人拍摄的重要内

容。风雪最具关东特色，又有浪漫气息，多少

辛苦劳作都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定格为美好

记忆。白色的雪与黑色的土，相互映衬，彼此

强调。“风雪归程”“风雪归途”“风雪无阻”成

为频繁出现的农民摄影作品标题。

劳作是农民摄影最核心的内容，是他们的

生活日常，他们拍摄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

农民终日不得闲，而农民摄影人更加勤劳。在

家务农，低下头种地、仰起头拍摄；外出打工，

挎包里总有一部相机。他们拍摄了冰雹突至

时的《抢收》，大雨中停工的《雨中即景》，自拍

了《咱们的木匠兄弟》。画面生动在于他们边

劳动边拍摄，画中人就是他们自己。2019年，

陈卉卉的《在谷场上》、何冠达的《异乡》、王汉

义的《风雪外卖哥》都表现了当代农民的劳动

生活。在乡，则与土地密不可分；入城，又成为

都市运转的重要一环。《希望的田野》等用无人

机拍摄的照片，视角独特，使用飞行器不足为

奇，但近距离俯视收割者却有一种震憾，表现

出农民的清醒意识与自我观照。

孩子在农民摄影的画面中出现也比较频

繁。齐双的《放飞希望》、马学彦的《爷爷你看

我》等都以孩子为主角，表现出农民对于未来

充满希望。

农民摄影还记录有关土地的重要事件，

《村民选举》《土地权利归农民》都具有历史性

意义。他们也用影像记录改革开放成果，马

学彦用自己和儿子的结婚照、全家福等生动

表现了中国农民生活巨变。

身份变化与画面延伸

从农民摄影人分布来看，除了蛟河，

通化、伊通、安图、长白、集安等地都出现

了优秀的农民摄影爱好者。由此产生的

变化是——农民摄影的拍摄地点越来越

广泛，覆盖全省。

随着拍摄者身体移动，城市也成为农民

摄影观察和表现的对象。农民摄影人越来越

频繁地走进城市，甚至在城里安家，身份发生

微妙变化，与城市的关系不再疏离而趋于亲

密。他们将在城市的打拼摄入镜头，当他们

回望乡村时，对土地的感情再一次深切地表

现出来。

迎接农民摄影新纪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摄影人把握时代

脉博，由数码摄影转向手机摄影，又跳跃到短

视频制作，在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上

展现东北农民日常生活。既直播又带货，有

收获有收入。农民摄影人凭借短视频走入更

广阔空间，面向更广大受众，获得更快速反馈

及更频繁互动。

摄影与农民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

摄影不再是额外的、多余的、消费性的、

自我娱乐的，而是创造价值、产生人气、

获取信息。影像正成为“新农人”财富创

造的新途径，成为嵌入农业生产的“新农

具”。但不管使用什么媒介、进入什么渠

道，朴素与真实之路永远在农民摄影人

脚下延伸。

聚焦乡村新貌 见证幸福家园
——吉林农民摄影十年变化扫描

蒋蕾 本报记者 王皓

一望无际的芦苇湿地，一群翩翩飞舞的丹顶

鹤，一汪清澈碧绿的湖水……画家朱萍的笔下，

常常描绘出这样一幅向海湿地的美丽景象。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白城市通榆县，

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森林和野生物类型自然

保护区，以其大自然的原始魅力和独特秀美的塞

外草原风光而享誉中外。这里是人们向往的人

间仙境和鸟儿迷恋的天堂。这里有大鸨、东方白

鹳、黑鹳、丹顶鹤、白鹤等数十种鸟类。

朱萍擅长用水墨来描绘向海湿地的鸟儿和

美景。“只有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最真实画出动物

和植物的神韵。”她常常在户外一画就是一整天，

等待鸟儿，观察它们的神态和习性。“这几年，湿

地的鸟类越来越多了，每逢秋季鸟类迁徙的季

节，我总会回到家乡的向海自然保护区采风。家

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景，在我眼中都是最美的

景色。”

金秋，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

朱萍笔下，一片向日葵地、一个乡村菜园子，都能

成为她笔下的美景。“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我

通过绘画，选取一些人们常见却容易忽视的细

节，记录下来，描绘出来，这些细节能重新带给人

们幸福的感觉。”

9月25日，吉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书画作品

展上，朱萍的三幅作品参展。“西双版纳的菠萝蜜

硕果累累，海南的芭蕉叶不屈不挠，我眼中的每种

植物都蕴含着一种精神，我们画家就是要把这种

精神提炼出来，通过作品呈现给读者。”从朱萍的

作品中，读者可以从动物的姿态、植物的形态中感

受到一种力量，一种顽强拼搏向上的生命力量。

运用墨色浓淡的变化，达到最佳的视觉冲击

力，从而讲述一个故事，传达一种精神，这是朱萍

创作的水墨画所要呈现出的意境。她笔下的荷

花、动物、山水还是人物，大都是灵动的、阳光的，

正如她的“荷花系列”“山水系列”“四季系列”“清

新系列”等。

9月末，省政协书画院书画作品展开展，朱

萍的作品《木棉花》展出。“木棉花是英雄花，火红

的花瓣仿佛用英雄的鲜血染成，它的精神是不计

较得失，默默无闻，蓬勃向上的浩然正气。我想

用这幅作品，赞美英雄，赞美国家。”朱萍说。

水墨丹青绘家乡美景
本报记者 纪洋

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第二

届全国宣传推选学雷锋文艺志愿服

务“时代风尚”先进典型活动结果正

式发布，由省文联推荐的4个文艺

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入选。其中，倪

茂才获得“最美文艺志愿者”；省音

乐家协会音乐志愿者服务团获得

“最美文艺志愿服务组织”；省书法

家协会书法公益培训获得“最美文

艺志愿服务项目”；四平市铁西区地

直街道华宇社区获得“最美文艺志

愿服务社区”。

最美文艺志愿者：倪茂才。倪

茂才现任省戏曲剧院院长兼省戏曲

剧院京剧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

理事，省文联副主席，省戏剧家协会

主席。京剧“高派”老生，国家一级

演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

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

科学领军人才，中国戏剧最高奖梅

花奖得主。近日，凭借领衔饰演的

京剧《杨靖宇》荣获第十七届“文华

表演奖”。

自2012年起，倪茂才已连续10

年组织、参加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累

计组织、参加文化惠民演出千余

场。公益演出的京剧《除三害》《辕

门斩子》《逍遥津》途经8省11市，全

国巡演20余场。公益演出大型现代

京剧《杨靖宇》，省内巡演10场。10

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场地和环境，倪

茂才都做到了伏天不畏酷暑，腊月

不惧严寒，演出足迹遍布省内省外

多地。他身体力行，倡导德艺双馨，

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了我

省文艺工作者在全国的知名度。

最美文艺志愿服务组织：吉林省

音乐家协会音乐志愿者服务团。省

音协音乐志愿者服务团自2016年成

立以来，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领

导下，派出多支小分队为人民群众送

培训、送演出，足迹遍布全省各市

（州）、乡镇、村屯。常态化组织开展

“文艺扶贫奔小康”“百名艺术家走进

新时代传习所”“到人民中去”“我们

的中国梦 文艺进万家”等系列活动，

累计组织公益培训、演出数百场，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音乐志愿者服务团获得多项荣誉，先后获得第七届

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荣誉称号、全省“服务农民 服

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等；带头人马秀华荣

获第六届吉林省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最美文艺志愿服务项目：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书法公

益培训。自2014年起，省书法家协会广泛开展系列文艺

志愿服务活动。其中“书法公益培训项目”以“服务人民、

奉献社会、弘扬传统、提高书艺”为宗旨，依托省内骨干书

法家组成的志愿服务团专家团，针对基层书法作者、农村

基层中小学书法教师、中小学校和大专院校学生，开展了

各种形式的书法公益培训60余场次，累计培训学员4000

余人次。

8年来，培训形式日益丰富，无论是省书协志愿服务

团专家大讲堂、书法公益研讨班、农村基层中小学书法师

资培训，还是书法公益课堂，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

专家的授课、讲评、示范和辅导，提升了书法作者和书法

爱好者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正在实施的“乡村文化

振兴帮扶计划”，将以乡村中小学为试点开展乡村文化振

兴帮扶工作。书法公益培训项目服务范围持续扩大，为

培育我省书法后备力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我

省书法事业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美文艺志愿服务社区：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地直

街道华宇社区。华宇社区自2018年成立以来，以华宇幸

福汇社区服务模式为核心，集合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

群活动三个服务板块，面向社区居民及全市范围内的广

大群众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目前社区担当文艺志愿服务

的包括四平老年大学华宇分校、国开大学华宇幸福汇分

校、华宇春晖合唱团、华宇幸福汇京剧社、党员红色艺术

团、公益志愿者协会等十余个文艺组织及团队，骨干成员

120余人。

每年自发举办“社区春晚”“社区敬老节”“社区邻里

节百家宴”及各个传统节日文艺演出活动，带动整个社区

居民共同营造快乐、和谐的大家庭氛围。参加过的演出

活动主要有首届吉林省社区春晚、首届全国社区春晚等，

举办过的主要活动有“永远跟党走”庆七一千人唱红歌大

型活动、“党的光辉照我心”庆七一快闪活动等，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

多年来，省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

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积极培育和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推动文艺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充

分发挥文艺志愿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文艺志愿服

务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多项国家级表彰。持续打

造多年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项目荣获全国“四

个一百”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荣誉。3个文艺志愿服务优

秀代表获评首届宣传推选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时代风

尚”先进典型，闫淑平、佟长江获评最美文艺志愿者，延

边州文联新时代“金达莱红”文艺志愿者服务活动获

评最美文艺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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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 靳进 摄

《欢乐童年》 岳建伟 摄 《收工》 齐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