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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彦如

日前一天早晨7点，一场暴雨
刚刚停歇，丹徒宝堰镇刘庄村东
的水田边就热闹起来了，12 名来
自丹徒区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家们
拿着长枪短炮、航拍飞行器，走进
满是泥泞的田间地头，开始聚焦
稻米耕作，捕捉丹徒区劳模、种粮
大户刘国喜家插秧的镜头。

丹徒区摄影家协会打造的
“跟着农民拍 帮着农民销”公益
志愿摄影活动，长年关注“三农”
建设，用细腻的镜头、独特的视角
讲述“三农”故事，用精彩的瞬间
图片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以影
像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跟踪拍摄，
帮助农民宣传、销售

“随着高效农业的不断发展，
农产品的销售成了农民的难题。”
市摄影家协会理事吴呈昱介绍，

“自2016年开始，我们的摄影家在
农村走村串户采风拍摄中发现这
个现实问题，萌生了通过发布摄
影作品的方式，在各自的朋友圈
帮助农民宣传、销售的想法。”

农产品的种植有其自然规
律，为了全面反映农作物的生产
过程，摄影家们春夏秋冬四季跟
踪到田头拍摄。他们走进荣炳盐
资源区胜利村葛洲和家，跟踪拍
摄了专题 《吃梨要吃脆蜜梨》；
走进上党镇敖毅村，从黄桃的整
枝、清沟、施肥、治虫、选果、
套袋到采摘、包装、销售等全过
程进行拍摄，发表专题《“黄桃
西施”种桃记》；走进黄村芡实
种植园，跟踪拍摄了 《秋风起
芡实香》专题。

6月 11日，丹徒区摄影家协
会摄影志愿者来到荣炳种粮大户
沈填证家和上党镇敖毅村黄桃种
植户程怀银家，继续跟踪拍摄稻
米、黄桃田间管理。在沈填证的
田头，摄影家详细了解了育秧、
起秧、机插过程，拍摄了沈填证
的劳动过程，并向沈填证赠送了
过去拍摄的照片。

在 黄 桃 种 植

户程怀银家，摄影家们了解到今
年早桃因开春雨水较多、桃花授
粉不足而歉收的情况。拍摄照片
后，大家当即在朋友圈发布信
息，呼吁市民朋友在中桃成熟时
前来品尝、购买。

“一年四季，摄影师们背着
‘长枪短炮’来了十多次，帮我
们拍照片，帮我们宣传推销。”
程怀银感动地说，“我们都变成
老朋友了，只要看到摄影师们走
进村里就觉得格外亲切。”

“我们拍摄之后会选取最具
有情怀的一批图片，通过图文并
茂的形式做成美篇、公众号对外
发布，让读者真切感受农民的艰
辛生活、农产品的优质品质，激
发购买欲望。”吴呈昱说。

一个个关注农产品的专题，
全方位反映果农的艰辛和农产品
的品质，通过美篇、“丹徒文艺
家”“镇江市摄影家协会”等公
众号发布后，不仅引起广泛好
评，吸引了广大摄影爱好者前来
拍摄，还提升了农特产品影响力
和竞争力，促进了特色农产品的
销售。

宝堰镇的老岳酒坊，2008年
年销售为 1.5 万公斤，通过摄影
家帮着销售宣传，2021年达到了
7.5 万公斤。上党镇黄村惠金堂
的芡实，2019 年之前产品 95%销
往苏州、福建，通过摄影家帮着销
售宣传，逐渐被镇江本地人所熟
知和认可，本地销售量已占60%以
上。

聚焦“三农”，
用作品为农产品代言

“农民不容易，这么热的天，
我们站在田边什么都不干已浑身
是汗，他们还要下田劳作。”摄
影志愿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朱以忻深有感触地说，“希望能
通过我们的作品宣传为农民的产
品销售出一份力。”

鲜红欲滴的草莓、黄澄澄的
柑橘、压弯枝头的稻穗……从世
业镇的初心草莓、江心洲的柑

橘、高桥镇的蒿
蒿 茧 、 辛 丰

镇的速成桃、谷阳镇的铁皮石
斛、高资街道的水青稻米，到上
党镇的黄桃、芡实、茶叶，宝堰
镇的米酒，荣炳盐资源区的脆蜜
梨、优质稻米等。

截至目前，“跟着农民拍 帮
着农民销”公益志愿摄影项目已
为丹徒每个乡镇代言了 1-3个农
产品。在摄影家的镜头下，一张
张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农产品展现
十足诱人的景象。

丹徒摄影协会的这一做法，
获得市文联、市摄协的大力支
持，也带动了丹阳摄协、京口摄
协、镇江新区摄协等的一大批摄
影爱好者走向农村、走到田间，
创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
绿色发展之路的摄影作品。他们
的作品屡屡在各级摄影比赛中获
奖、展览中展出。

摄影志愿者、中国摄影家协
会会员谷立彬在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主办的“身边的自然，发现
不可错过的美”摄影和微视频有
奖征集活动中先后获得一、二、
三等奖，在省乡村规划建设研究
会主办的“特田生活特别甜”手
机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中先后获
一、二、三等奖。朱以忻的作品
先后入展 2017 年江苏省“强富
美高新上党”摄影展，2017年镇
江市“发现新镇江，喜迎十九
大”摄影展。

宝堰镇地处茅山山系脚下，
水网密布，土地肥沃，得天独厚
的“堰泥”田地培育出优质的
稻米。刘庄村的刘国喜自 2013
年开始承包土地，先后成立了
农机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从
事农业生产，目前种植面积达
500 余亩。摄影志愿者多次拍
摄过刘庄村春夏秋冬自然风光、
刘庄湖水产丰收场景，以及刘国
喜种粮收粮画面，为宝堰大米等
农副产品销售提供了大量有价值
的图片。

吴呈昱表示，摄影家们还会
继续跟踪刘国喜拍摄田间管理、
收割稻米、加工稻米等全过程，让

“堰泥”大米名声越叫越响。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本报讯（朱秋霞 黄蕊）
2013年3月，在同事介绍下，马
峥荣第一次正式加入公益组
织，从此他开始了“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公益之
路，截至目前累计参加志愿服
务时长1180小时。

马峥荣 1995 年毕业于南
京大学法学院，1998年通过律
师资格考试后，一直从事律师
工作，现担任江苏正新律师事
务所副主任、合伙人，同时，他
还有着扬中市政协委员、扬中
市律师协会维权和惩戒委员会
主任、扬中市新阶层人士联谊
会监事、扬中彩虹义工服务社
社长等多个身份。

从参加工作开始，马峥荣
就一直关注着社会上的困难群
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都会伸
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2013
年3月，在同事的介绍下，他第
一次正式加入了当地的公益组
织，先后担任公益组织中的管
理人员及负责人。2017 年 4
月，马峥荣出资 3 万元和几位
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共同创建了
扬中彩虹义工服务社，对近百
位孤寡、空巢老人展开帮扶。
经过多年发展，扬中彩虹义工
服务社注册义工已达到 300余
名，开展活动7155人次。

马峥荣擅长策划，“威爱夕
阳红”“益起微孝”“百人百愿”

“我陪老人过大年”“幸福百老
汇”……他策划的有影响力的
项目达十余个。而他本人也多
次被扬中市文明办等部门评为

“优秀慈善义工”“优秀志愿者”
以及“扬中好人”等，同时还荣
获了镇江市第二届道德模范奖

“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等称
号。在他的带领下，扬中彩虹
义工服务社先后荣获“抢险救
灾先进集体”“扬中市优秀社会

组织”“最美巾帼公益之星”“镇
江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称
号。

公益路上，马峥荣从不犹
疑。2017年除夕，为更好地将

“我陪老人过大年”项目做好，
在父亲生病住院的情况下，他
毅然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
陪伴多名孤寡、空巢老人过春
节。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他
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物资，前
后累计捐赠钱物达十多万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他带领30余名义工从2020
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开
始就奋战在防控一线，走乡入
户发动宣传、上门登记、卡口执
勤，辗转文化新村、永勤社区、
广宁社区等多个村、社区。尤
其是卡口值班，一站就是好几
个小时，晚上执勤更是辛苦，马
峥荣和大家一起顶着严寒，没
有一刻想过后退。

2018 年 9 月 7 日，家住扬
中开发区的失明老人高承良的
隔壁邻居打来电话，说高承良
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接到
电话后，马峥荣立即驱车前往，
将老人送至医院。经诊断，老
人为脑梗，在医院抢救直到第
二天才恢复意识，而马峥荣看
护了老人整个晚上。事后，老
人在镇江市区的妹妹赶来，向
他送上了感谢信。

为扬中开发区 83 岁的困
难老人黄财宝老人安装水电，
让老人“吃河水、点蜡烛”的生
活一去不返；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时，邀请本地 70岁老人一
起逛新城，感受祖国美好河山
……马峥荣用自己的爱心，在
公益活动中践行着“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
用实际行动向社会传递着正能
量。

马峥荣：
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

以影像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丹徒区摄影志愿者长年关注“三农”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