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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骏

12 月 27 日，《京江晚报》16
版的“镇能拍”如约而至，主题仍
然是“强信心 看发展”。至此，
这个系列今年已陆续刊发 23
期。

服务发展，
图片也有语言优势

2021 年 11 月 3 日，《京江晚
报》刊登了第一期“镇能拍”。自
此，来自全国各地的手机摄影作
品，经过精挑细选，每周三都会
在这里集中展示。

两年多的时间里，“镇能拍”
围绕不同的主题，让读者了解身
边的真善美，感受时代进步、社
会发展。也是在这两年当中，

“镇能拍”凝聚起一支创作者队
伍，聚集了一批忠实读者。这些
都成为《京江晚报》作出进一步
尝试的基础。

2023年，“镇能拍”着力推出
两大主题——“千山绿 万花开”
和“强信心 看发展”。每期刊登
7 至 8 幅手机摄影作品，展现全
国各地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的情况。

“如果说‘千山绿’主题是想
通过手机镜头带大家了解更多
的美景，希望大家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的话，‘强信心’主题显得
更加‘专注’，服务性更强，我们
更强调的是这些作品的引导作
用。正如主题所说，我们希望通
过图片的语言，让大家的信心更
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鼓劲。”镇
江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京
江晚报》总编辑张翀煜表示，“强
信心”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
通过不同形式的积极影响，才能
形成催人奋进的动力，在这一方
面，图片是有独特力量的。

通过 23 期、百余幅摄影作
品，“强信心 看发展”镜头对准
乡村、城市，车间、工地，码头、道
路……这里面，有身边发展的些
许变化，有重点工程的建设场
景，更有各行各业的专注奋斗。

“标志着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工程
技术与装备水平进入万米深层
时代的‘深地川科 1 井’在四川
盆地开钻（2023 年 7 月 26 日）”

“在建世界最大跨度双塔双索面
公铁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
江苏崇启公铁长江大桥 3 号主
墩大承台双壁钢围堰吊装（2023
年9月13日）”“实现京沪高铁辅
助通道与京沪高铁互联互通的
山东济滨高铁黄河公铁大桥进
入钢桁梁组装阶段（2023 年 12
月 13日）”……图片“循循善诱”
式讲述着发展的故事，不断展现
的是画面语言独特的魅力，增强

的是发展的干劲。
此外，“镇能拍”每期会有一

些镇江本地作者的作品刊发，通
过《京江晚报》和“最镇江”微信
公众号的传播，我市“强信心 看
发展”的所作所为也被更多读者
知晓。“为进一步改善乡村的交
通条件，建设者们对镇江丹徒区

‘五塘-小力山’的道路进行拓
宽、升级（2023年6月21日）”“镇
江句容经开区的一家高新技术
企业生产的大幅面高精度三维
五轴复合材料激光切割机解决
了传统加工工艺不能解决的难
题，入围了 2023 年江苏省首台
（套）重大装备认定名单（2023年
11 月 22 日）”“镇江丹徒区宝堰
镇，占地面积约 2300 亩的华润
渔光互补发电项目建设工地，工
作人员正在加紧安装光伏组
件。据悉，该项目总装机容量
114MW，预计 2024 年 8 月全部
建成（2023年12月20日）”……

讲好“千言万语”，
增强发展信心

围绕同一主题不断推出作
品，如何避免重复是不得不面对
的难题——作品过于单调，读者
难免疲劳，这个系列也就失去了
最初的意义。

“热门的景点，什么时候人
都多，照片一定要扣住发展的主
题，看这些景点有什么新变化。”
高级记者、《北京晚报》原摄影部
主任、“镇能拍”高级顾问司马小
萌表示，除了画面的艺术效果，
通过画面能传达出的积极向上
的意义更为重要，这才能展现

“强信心”这个主题。
“集渔业养殖、海上观光、休

闲垂钓等功能于一体，构建了装
备休闲型海洋牧场发展新模式
的山东烟台‘耕海 1号’（2023年
11月8日）”“随着沪宁沿江高铁
开通，前来江苏常州花谷奇缘景
区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2023年
11 月 22 日）”“借助新兴社交媒
体推介，江苏镇江的高崇寺在这
个秋天，迎来游客爆棚（2023 年
11 月 29 日）”“水库旅游逐步兴
起，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安徽
梅山水库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2023 年 12 月 13 日）”……这些
手机拍摄的作品，通过作者的不
同视角，拍出了新意和变化，令
人不禁有走出去看一看的冲动。

“北京石景山地铁古城站
旁，整齐排放着共享单车，大家
都很喜欢这种便捷低碳的出行
方式（2023 年 6月 21日）”“绿色
环保贯彻施工全过程——中国
二冶内蒙古包头某房产项目施
工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施工车辆
通过出口处的汽车清洗装置

（2023年9月6日）”“为了消除安
全隐患，河南开封某老旧小区，
施工人员通过吊车如‘腾云驾雾’
般安装新的燃气管道（2023年 9
月 13日）”……这些平时很容易
被忽略的场景，在镜头前，以定
格的“细微处”讲述着发展的故
事，也让各行业的创作者都有表
达的机会。不同地域、不同行
业、不同视角的作品，用镜头语
言发声，而这“千言万语”之中蕴
含的都是发展的信心。

身边的故事，
大家都有话说

“镇能拍”目前只刊登手机
拍摄的照片，门槛相对较低，所
以每期都能收到大量的来稿。
投稿作者除了专业人士，更多的
是对摄影有兴趣、专注身边事的
普通读者。《京江晚报》提供这一
平台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让普通
人参与进来。

“我把《京江晚报》电子版收
藏了，有空时欣赏关注，也可以
了解家乡的情况。”镇江人虞锁
荣是一名军转干部，目前在常州
生活，他经常给“镇能拍”投稿。

“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
的双曲线形状的冷却塔，最近被
涂上了漂亮光鲜的图案（2023年
11 月 8 日）”是他的作品。为了
将冷却塔的画面拍好，虞锁荣前
后跑了多次现场，远景、近景、清
晨、日落……多角度多时段的多
幅照片供“镇能拍”挑选。面对
记者的感谢，虞锁荣说：“遇到自
己喜欢的事情，更为了家乡的报
纸，累点其实并没有什么。”

“运用现代声光电科技，江
苏扬州大运河博物馆活灵活现
地还原了隋唐以来南北运河的
历史和风土人情（2023年11月8
日）”刊发后，照片作者——中摄
协会员、广告策划公司总经理陈
联军在微信朋友圈留下了这么
一段话：“这个专栏紧扣‘强信
心 看发展’主题，选材广泛，面
向全国征稿，兼顾新闻性和艺术
性，所登照片对镇江社会生活有
参考意义。在网络自媒体流量
引领的时代，传统媒体不断探
索，将自媒体与自身相结合，不
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我们就是为了鼓励更多人
拿起手机拍摄身边的事与物，关
心社会的人与景，以后我们将会
推出更多贴合时代特点、让大家
有更多创作灵感的主题。”张翀
煜表示，新一年，“镇能拍”将一
如既往选好主题、挑好照片，给
读者以启发，引导更多人参与，
一起关注生活。

用图片的“千言万语”
强信心、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