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原文艺奖是我省重点文艺奖项。近年来，我市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把守正创新融入贯穿到文艺创作实践全过
程，创作精品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荣获殊荣，可喜可贺。《驻村扶贫日记》是作者用7
年时间长期跟踪省级贫困县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
记录全村95户贫困户在当地党政干部和市驻村扶贫
工作队帮助下摆脱贫困的艰难过程。这25幅摄影作
品，选择10个不同类型的贫困家庭7年来呈现出的变
化；并且以照片加手写日记和扶贫记录卡一并呈现，
既拓展了摄影纪实信息量，也注重了脱贫攻坚文献式

再现。
此次获奖的《驻村扶贫日记》，具有正向的激励作

用。获奖证明，只要是用心去做的作品，一定能够获
得认可，咸宁元素是很能够吸引人的，是具有无限可
能和广阔市场的。所以，我们期待《驻村扶贫日记》是
一个开始、一枚火种，希望在其之后涌现更多宣传咸
宁的文艺精品。

当然，用光影讲好咸宁故事，不能只凭个人一腔
热血，也需要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扶持，还需要尊重文
化产业发展和市场规律，而且需要源源不断培养高素
质人才，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却值得等待。

期待涌现更多文艺精品
○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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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文艺奖获得者张桂林

用镜头讲好“咸宁故事”
本报记者 王恬

政策宣讲进企业
群团聚力谋发展

本报记者 黄柱

近日，嘉鱼县总工会、共青团嘉鱼县委、嘉鱼县妇
女联合会联合走进潘家湾镇肖家洲村开展“群团聚力
谋发展、共同缔造幸福家”送技能下乡活动，为村民进
行技能培训，帮助村民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创业能力，
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活动中，嘉鱼县总工会工作人员针对涉及大家切
身利益的劳资纠纷、困难职工帮扶政策等内容进行了
讲解，引导大家学会利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
益。共青团嘉鱼县委相关负责人为大家讲解了“青创
贷”等青年就业创业有关政策，帮助青年群体更好了解
就业创业政策、便捷有效地获得政策支持。

据悉，通过此次送技下乡活动，不仅帮助村民们拓
宽了就业创业渠道，还让村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遇到
劳资纠纷、打算创业时，如何正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获得相关政策支持，更好地实现就业创业。

消防宣传进万家
平安相伴你我他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郭晓楠

3月22日上午，咸安区花坛社区联合咸安区消防
大队在夹皮沟小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消防人员向居民普及了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管
理、消防自防自救知识等消防安全知识，讲解、示范灭
火器的使用方法，并邀请居民现场实操。同时还提醒
居民们切勿飞线充电，严禁电动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
电，如发现相应情况应及时制止并向社区反馈，共同守
护平安家园。

人人把好消防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通过消防知
识讲解以及演练，进一步提高了群众消防安全隐患防
范意识。接下来，花坛社区将经常性地举办各类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商户和居民的安全
防范意识，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免费安装“三件套”
筑牢安全防护网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吴美荣

“我在管道这儿给您安装一个燃气自闭阀，当燃气
出现异常时，就可以自动关闭切断气源。”3月24日，在
鄂高教师公寓小区居民张婆婆家中，社区工作人员一
边安装一边讲解。

据了解，为有效预防和减少燃气事故发生，提升辖
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咸安区温泉街道学府社区联
合小区党支部、物业开展燃气安全科普宣传和燃气安
全“三件套”免费加装。从3月7日开始，学府社区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的商户、小区住户
进行实地走访排查和安全宣传，登记有意向安装的居
民信息，并为他们免费安装燃气“三件套”。

截至目前，学府社区共计为180余户居民安装燃
气安全“三件套”。

移风易俗树新风
厚养薄葬传佳话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葛永祺

3月26日，咸安区泉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
泉塘一组居民点举办“移风易俗树新风，厚养薄葬传佳
话”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从家庭教育、社会风气、生
活习惯等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移风易俗和厚
养薄葬的重要性和意义，居民们也踊跃地在现场分享
起自己对于移风易俗和厚养薄葬的理解和经验，现场
氛围浓郁。居民们纷纷表示会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自
觉抵制陈规陋俗，培养良好的家庭伦理观念，争做文明
新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下一步，泉塘社区将进一步加大对移风易俗和厚
养薄葬的宣传力度，通过开展系列活动，积极营造“生
前多尽孝、逝后则从俭”的浓厚氛围，推进移风易俗深
入人心、见行见效。

观赏文艺演出、陪孩子以物易物、体验
“家门口”的便民服务成果……3月20日，
一场主题为“幸福邻里 欢乐市集”的小市
集在咸安区温泉街道桂花路社区佳地园小
区热闹开集。

本次活动采用“市集+展演”的形式，
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走出家门积极参与，
共育邻里情、共话一家亲。

一大早，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格外热
闹。爱心理发处，志愿者们与居民亲切
交谈，询问阿姨想剪的发型，看着逐渐显
现出的满意发型，阿姨眼里藏不住地开
心。

义诊处，咸安区中医医院、牙贝壳口腔

医院的咨询点位前，居民有序排队，医护人
员热情询问居民的身体状况，并结合其健
康状况和生活习惯给予指导与建议。

舞台上，社区文体团队的叔叔阿姨们
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欢乐喜
庆的舞蹈《红红的中国》博得现场观众的阵
阵喝彩。

在另一侧的跳蚤市场，小朋友们拿出
闲置物品与他人进行交换，那些陪伴过他
们成长的变形金刚、创意十足的DIY作
品、萌萌的布娃娃，在这里又摇身一变，成
为了架起他们与新朋友友谊的桥梁。

家长曾女士说，通过旧物循环利用、以
物换物的方式，既解决了孩子们闲置物品

堆积的问题，也培养了他们乐于分享、甘于
奉献、勤于环保的意识。

在老实老食餐饮连锁店的展台前，大
厨现场教大家下厨，吸引了不少喜爱做饭
的叔叔阿姨前来围观。

“锅里加入适量油烧热，倒入五花肉块
用小火煎一会儿，煎至两面颜色金黄，把多
余的油脂都煸炒出来……”大厨一边实操
一边教学，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其中，要
数小区居民但志芳学得最认真，她拉着大
厨一连学了6道菜的制作技巧，“学了爆炒
猪肝、剁椒鱼头、肉丸炖鱼头、红烧肉等，小
孩在外地上班，等他回家我要好好露一
手。”

活动现场，来自咸安区书画家协会的
书法家们还现场创作，为小区居民送上一
幅幅书法作品。活动现场氛围欢乐祥和，
居民们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社区小市集真是办到了我们的心坎
上，能检查身体、看节目表演，给小孙子淘
点小玩具，还能学做菜，太好了。”社区居民
史大爷说。

远亲不如近邻，千金难买邻里情。桂
花路社区负责人表示，社区将凝聚多方社
会资源，增强服务本领，继续开展丰富多
彩、喜闻乐见的活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区治理共同体，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人间烟火气 便民又乐邻
本报记者 王恬

“2005年，湖北省21届摄影艺术展银奖”“2007年，
湖北省22届摄影艺术展铜奖”“2009年，中国摄影家协
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摄影大赛优秀奖”“2011年，湖北
省24届摄影展艺术银奖、优秀奖”……3月25日，在张
桂林的家中，一摞摞奖状平铺开来。

熟知张桂林的人都知道：他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
摄影奖项，在同行眼里，张桂林身上聚集了太多他们梦
想的光环。

让张桂林最引以为傲的荣誉，是他的摄影作品《驻
村扶贫日记》刚刚荣获湖北省第十二届屈原文艺奖。

（一）
1983年，张桂林就职于咸宁地区财政税务局时，因

为工作需要，他自掏腰包买了一台专业相机，花费了
1000多元。

“那个时候，摄影知识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只有中国
青年报上定期刊登些比豆腐大不了多少的摄影技术介
绍。”张桂林回忆着，此外，就是去图书馆，借那种旧得发
黄、满是灰尘的摄影书研究。

两年的积累时间，单位的人尊称张桂林为“全天候
摄影师”，无论天晴下雨、白天黑夜，他都能拍出令人满
意的照片来。

也许对一般人来说，这就可以了，张桂林没有这么
想。他继续研究相机，从机身结构、镜头的成像效果，进
口的、国内的，风光的、人像的……在他的脑子里，始终
对相机和摄影有更多了解的渴望。

“摄影是一件跟人打交道的事情。”张桂林认为，摄
影师与被拍摄的对象要建立起一种基本的互信，拍下来
的照片才会传达被拍摄者的感情，这张照片才有可能自
己“说话”。没有这种互信，相机镜头再好，也拍不出好
照片，摄影师也走不了多远。

“常有人问我，你究竟要拍什么呢？我觉得，拍什么
首先来自你的兴趣。”张桂林说，他到今天对咸宁的兴趣
不减，他要做的，就是把咸宁发生的那么多看起来不成
为“事件”的事情拍好。

（二）
2015年，张桂林接到单位交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

到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驻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在精准扶贫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记录农民个人

命运的沉浮、坎坷、彷徨和奋进，折射国家政策的变迁、
国富民强的历史动因，让大家体验百姓生活、感受乡村
变化，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张桂林说。

驻村扶贫的日子里，每天所见所闻时时触动着他的
心。他拿起相机，用镜头去调查，去见证，去记录；让更
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关注，唤起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用摄影的力量帮助这个贫瘠而淳朴的乡村。

每一帧照片，就是一个故事。2016年1月23日，
一个雪天的冬夜，寒风刺骨，白天村七组贫困户焦元
和到山下卖完鸡蛋回家，草草吃了点东西后便早早上
床休息了。2016年2月焦元和住进了新房，并享受政
府五保户养老政策，结束了独居大山十余年的拾荒生
涯。

每一帧照片，就是一段记录。2016年6月16日，当
地农民在草莓园里利用新技术为一垄垄的草莓园秧苗
浇灌。2016年1月，村民在富民公司劳动打工，公司每
天用工约120人，男工每天100元，女工每天80元。

每一帧照片，就是一种关怀。一双乌黑粗犷的大
手，几枚鲜红的指印，沧桑手掌的粗大骨节尤其显眼，这
是新桥冯村八组贫困户张松柏在扶贫助学金表上签字
时的一瞬间，67岁的张松柏唯一的儿子张茂清在一起建
筑工地坠落事故中摔成了高位截瘫，扶贫工作队想方设
法帮助他筹集孙子的学费。

一张张讲述着鲜活故事的照片，表现贫困山村的原
始风情；贫困户的艰辛与困苦；扶贫干部精准调查、精准
识别，评议与公示……全方位真实记录着一个时期内的
一段亲身经历的事件，为中国精准扶贫宏伟事业留下了
一份独一无二的历史影像资料。

（三）
“以前拍摄专题作品，我都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在后来拍摄《驻村扶贫日记》中，我既是旁观者，又是参
与者。”张桂林说。

多次参加摄影大奖赛的张桂林，对组照的编辑思路
十分清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他选用不同于一般的、
常见的表现角度和表现手法的照片，做到出人意料、新
颖独特；在内容上，他选取生动新鲜、真情流露的精彩瞬
间和场面，展现精准扶贫的非凡勇毅和村民的细微情
态；在逻辑上，注意把握节奏感，把十几张场景、人物、细
节、过渡照片错落有致地串联在一起，力求达到视觉平
衡与整体的和谐。

张桂林还为组照的每一张照片配上日记内容，通过
扶贫前和脱贫后场景和特写的反差、环境气氛、情绪的
反差等让观众深切感受到精准扶贫给村民居住环境、经
济收入、精神面貌上带来的巨大变化。

《驻村扶贫日记》三年的拍摄、三次编辑，让组照实
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为咸宁争得荣
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张桂林表示，自己今后将继续联合摄影爱好者们，
用镜头记录下我市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百姓生活、乡
村振兴等画面，展现咸宁的新风貌新风采，以手中的相
机展现时代的担当，努力创作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
优秀作品。

3月22日，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联合咸
宁市法院共同开展“扫黄打非进校园，携手
护苗助成长”活动，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普法
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我防
范意识，助力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绿色防火墙。

活动课堂上，市法院的法官采用PPT
演示和播放视频动画的形式，向孩子们介
绍了什么是“扫黄打非”。

同时，也举例说明了在网络上存在的
“黄非”现象，比如“传说中网络江湖上的三
大恶鬼”网络色情、网络暴力和网络诈骗的

案例及预防和处理方法。
法官还通过生活实践与审判实务中的

具体问题和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扫黄
打非”中的护苗、净网、秋风三个专项行动，
并让孩子们自觉远离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
息，对含有淫秽、色情、恐怖、暴力、低俗等
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做到不购买、不阅读、
不使用、不传播。

法官提醒同学们，如果遇到“黄非”现
象，应主动寻求家长、老师的帮助，及时向
社区扫黄打非基层站点举报，或拨打
12345进行举报，维护正道正义，打击反动

邪说，扫除文化垃圾。
课堂上，法官还设置了有奖问答互动

环节，通过一个个“扫黄打非”小知识问答，
充分调动起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并为积
极参与的同学送上奖品。

学生们热情高涨，积极踊跃地提问，针
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法官一一进行解答，
在一问一答的互动中，同学们潜移默化地
积累“扫黄打非”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结束后，同学们还意犹未尽，纷纷
提出了自己对“扫黄打非”知识的小疑惑，
在同学们的簇拥下法官耐心解答。

据了解，近年来，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通过展示护苗主题手抄报、播放“扫黄打非”
宣传短视频、发放“扫黄打非”宣传册等，向
学生们讲解了侵权盗版、非法出版物识别等

“扫黄打非”相关知识，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
识别非法出版物的能力，引导未成年人养成
远离手机、参与“绿色阅读”的良好习惯，
为他们的健康安全成长撑起“保护伞”。

守一方净土 保“青苗”平安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陈霞

百姓话题

定制公交进校园
出行便利学生赞

本报记者 庞赟 通讯员 牛钰皓

近日，咸宁枫丹公交携手湖北健康职业学院，推出
定制线路，解决师生出行问题。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位于梓山湖大健康产业示范
园区。为解决学校师生出行问题，枫丹公交携手学
院举办“定制公交进校园·护航学生成长路”专题活
动，推出湖北健康职业学院至温泉沃尔玛的直达线
路。

活动当天，枫丹公交工作人员走进湖北健康职业
学院校园，开展宣传推广，不少学生预定公交车票。
学院师生纷纷表示，枫丹公交定制公交服务，为他们
的出行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
支持。

枫丹公交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推出直达线路，不
仅是为了解决出行问题，更是希望通过便利的公共交
通，为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提供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