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离了160年之后，圆明园马首铜像正式入藏圆明园正觉寺，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大量观众前往参观，一睹马首的风采。（史世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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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

谈到梦想，很多人都会想起自己曾经许下的

一些心愿。时过境迁，历经生活的磨炼，转过头再

去看时，其中有的变成了人生努力的目标，最终

梦想成真；有的不知从何时起，被遗忘在了现实

里，再未提及。不禁让人感慨，梦想与现实的距

离。

梦想的实现，不仅需要客观冷静的认知、持

之以恒的努力，还需要敢打敢拼的精神。梦想兼

具魔力与魅力，人生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不仅

拥有了更多前进的动力和百折不挠的勇气，生活

也随之变得丰富多彩，充满了惊喜。

梦想对个人而言，是希望，也是憧憬。相比

一个人的梦想，当整个民族拥有共同的梦想时，

这种强大的愿望便凝结成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缔

造出了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民族之梦。这

种梦想，具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明显特征。

在中国，这个梦想真实存在，并且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被分解成了不同的目标，如温饱、小康、富

裕……

爬上岁月的围墙，回望历史，新中国70余载

发展历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也让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梦想的力量。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梦想迸射出的永不熄灭的火花，幻化成了

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及必胜的决心；在吃不饱、

穿不暖的年代，梦想是敢与天斗、敢与地争的原

动力，促使我们为解决基本温饱这一问题孜孜不

倦地探索；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年代，梦想是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形成的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智慧与态度；在飞速发展

的新时代，梦想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

体的格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崇高理想。

凭着对梦想的不懈努力和追求，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间，中国不仅实现了解

放梦、温饱梦，还实现了一国两制梦、入世梦、奥

运梦、航天梦、宜居梦……每个梦想的实现，都彰

显了中国的愈加强大，以及中国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如今，在持续努力了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又

实现了小康梦，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使发展

改革的成果惠及十几亿人口，还为中国梦的最终

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激发了亿万

人民的爱国情和民族自豪感。当国歌奏响、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每一个华夏儿女都无法抑制地心

潮澎湃、热血沸腾，我爱你中国！ 
梦想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类因梦想而进步，

国家因梦想而强大。在实现更伟大的梦想的期待

下，中国正在风雨兼程、开拓进取。在努力实现民

族梦想的过程中，中华儿女正在执着奋斗，勇于

追梦，勤于圆梦，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梦想，让未来充满期待！

梦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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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聚焦我们身边的北京榜样（下篇）

大山深处探寻古树之美

2020 年市文联文化惠民助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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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1919年，首钢正式建立。伴随着中国四化建设的突飞猛进，首钢转眼间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我国改革

开放的一面鲜亮旗帜。

时间，除了给首钢留下了众多荣誉，也为它锤炼出了迷人的气质。随着首钢的搬迁，老工业区在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的构想与实践中，展现

出了全新的活力。冬奥组委入驻、建设冬奥项目滑雪大跳台、举办冰壶世界杯总决赛、建设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等，打造出了兼具形神的后工业文化体育创

意基地。

11月12日，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组织40余位摄影爱好者到门头沟区

灵水村进行摄影采风。灵水村同时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和北京市传统村落

名录，民居大多保留着传统风貌，从现存的明清建筑仍能看出砖雕简洁而讲

究。走过斑驳的墙壁，看着岩上的枯草、红艳艳的春联、灯笼和门神贴画，岁

月的痕迹和遗留的传统扑面而来。

灵水村自古就有“灵水八景”之说，其中三景都和树木有关。西山耸翠、

古柏参天、挺松榆桑等说明了树在村里的地位。一棵棵古树历尽沧桑，如同

一位位穿越历史的老人无言地诉说着村子的过往。其中，北山灵芝柏树为一

级挂牌古树，树龄千年以上，其树冠平展，枝节横生，枝叶茂盛，向东倾斜，

状似华盖，远观形似灵芝，又因位于北山之上，故得名“北山灵芝”。另外，雌

雄异株的银杏树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竟然长在了一起，堪称一绝。乡亲们说，

灵水庙前那两棵古柏，一个叫“榆柏合抱”，另一个叫“桑柏合抱”，均为金代

所植。如今，树干依旧挺立，但已有干梢出现。

现场，大家不仅领略了灵水村的魅力，也深深感受到了爱护古树名木、

弘扬中华古树文化的责任。古树是历史的见证，对古树文化的挖掘、整理与

传播，应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首钢：后工业文化体育创意基地

“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创立于2011年，是进一步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深化公民道德实践

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推手。2020年市文联文化惠民助民活动聚焦北京榜样，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作为活动的承办单位之一，在

市文明办和“北京榜样”组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对2020年北京榜样人物进行了系列拍摄。

百年钢厂大变样（何嵘/摄） 钢城新景（陈风檩/摄）

步步高（刘卫华/摄）起航（吴强/摄）

高炉暮色（龚跃贤/摄）

鎏金（王文光/摄）

首钢新姿（张立红/摄）火红的年代（赵承顺/摄）

秀池夜色（周锦/摄）

腾飞（路士跃/摄）

直耸蓝天（李玲/摄）  

石卫东：解决精准就业 百姓公仆功在实处

太阳宫地区户籍人口6万余人，常住人口近10
万人，共辖10个社区。作为朝阳区太阳宫地区政务

服务中心主任，石卫东为了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

一直秉承着“让群众少跑路，让服务多跑腿”的原

则，“入户走访”成了他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2019年元旦刚过，石卫东就在笔记本上写下

了这样一组数据：地区现有失业人员550人，其中

有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155人。帮助这155人
再就业，就是他新年的工作目标。 据统计，2018、
2019两年石卫东走访了257户，95%实现了就业。

刘秀英：巾帼书记带村民走上富足路

三岔村地处怀柔区西部深山区，自然环境优

美，但过去十分贫困。1976年，刘秀英初中毕业，

一边学习医术，一边在村里做接生员供养家庭，一

干就是十几年。刘秀英的细心负责，赢得了三岔村

乡亲们的信任，1995年她被乡亲们选为村主任。

25年间，刘秀英带领村民铺路、修桥、治水、

通电话，引进纸皮核桃树发展种植业，请技术人

员指导板栗种植产量提高三成，组织技能培训引

导村民搞民俗旅游，建无害化公厕，成立经济合作

社……人均收入增至26000元，新农村建设全部

完成。三岔村如今的美丽富饶是刘秀英的勋章，乡

亲们全票选举的信任给她力量。62岁的刘秀英精

力充沛，并不显老，按她的话说：“乡亲们还让我

干，我就不能老。”

李庆军：用十年青春光焰守护森林青翠

今年35岁的李庆军是延庆区延庆镇西屯村

人，2010年加入森林消防队伍。十年间，他多次被

评为优秀管理者和训练先进个人，在2014年森林

消防大队军事技能考核比武中，个人综合成绩排名

第一。在2018年森林消防大队军事技能考核比武

中，李庆军在“风机吹砖”项目中获得第二名。

备勤值守是森林消防员的工作常态，尤其是节

假日，对别人来讲是过节，对森林消防员来讲就是

过关。几年来，李庆军没有和亲人在一起过过一个

团圆年，吃过一顿年夜饭。他将对亲人的爱和愧疚

深埋心底，默默地舍小家、为大家。自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以来，李庆军和战友们更是24小时应急值

守，全员备勤，践行着无怨无悔的誓言。

巩秀枝：结缘伤残丈夫十六载不离不弃

巩秀枝的爱人是首钢工伤职工。十多年来，无

论多么辛苦，巩秀枝的真情始终没变，坦然面对生

活的风风雨雨，在漫长的岁月里书写着她独特的人

生。

巩秀枝喜欢剪纸，利用早晚闲暇时间从事剪

纸工作，并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她的剪纸

作品多次入选，在门头沟区博物馆、定都阁等地展

出，深受大众喜爱。她还在学校、社区、机关事业

单位等地授课、培训，让剪纸手艺得到广泛传承。

经过巩秀枝的努力，家庭收入有了极大改善，爱人

的身体也一天天地好转。一家人相亲相爱，其乐融

融，让人很难相信这个家庭曾遭遇深重的苦难。这

份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夫妻情义，让人感动赞

叹，谱写了一曲沉重又无悔的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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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世界里的发现
文／摄 闫淼

我是一个生于北京、长在胡同的北京土著，虽然有听力残疾，但却从来没

有觉得自己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在摄影的世界里，我不仅找到了更好的自己，

也发现了世界更多的美好。

自我人生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精彩的开、闭幕式给世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摄影记者拍摄的现场照片十分震撼人心，使我产生了一种深

深的自豪感。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摄影的力量，从此对摄影产生了兴趣，而且

一发不可收。十几年间，我带着长枪短炮跑遍了祖国的大好山河，走过了世界

的各个角落。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日渐丰富，对于摄影的热爱，我逐渐从个人层面

发展到了社会层面。我想赋予镜头更多的价值和内涵，让摄影不再仅仅是对生

活的记录，而是有思想、有情怀、勇尝试、敢创新的时代展示。

就这样，我不再迷恋青山绿水和异国风情，而是安静地停留在北京，让镜

头与北京为伴。抬头看高度，低头看维度，用心思考怎么用镜头把北京的繁荣

盛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有更多时间练习摄影，拍摄出高水准的照片，2017
年我毅然放弃了多年稳定的工作，选择专心做一名自由摄影师。

提高摄影技巧，没有捷径可走，除了理论学习，还需要反复的实践练习。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像正常上班一样，早早地就起床扛上单反出门了。一整

天都泡在古迹胜地，如故宫、天坛，或是国贸、中国尊等地标周边。选择一个角

度好的落脚点，练习调参数，找角度，还有等光线时机。一年四季，春去冬来，

白天在外面刻苦练习技巧技术，晚上回家看片子总结经验。长期以往，摄影技

术在广泛的体验中不断精进。

镜头视角

近些年，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拥有了更多具

有时代特色的新标签。如：鸟巢、中国尊、国家大剧院等北京新地标的建成，交

通轨道网路的飞速发展，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等。新时代的北京，不断向世界

展现着大国之都的风采。

故宫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如何用镜头把这

些意义拍出来，让画面自带介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视角问题。我以前经常陷入

一个误区，就是想表现全局大气的效果时，恨不得把整个建筑都照进镜头里。

后来，经过不断地尝试各种构图，对比才发现，局部特写的视角更具有故事性

和表现力。但是，局部特写也不是随手拍拍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还需要注意

完美的构图和比例。

另外，摄影创作也应不拘一格。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摄影也需要守正创

新的精神。尝试将古代和现代进行巧妙融合，是近两年摄影界流行的创作构

思，也是很多摄影师都在尝试的方向，但是优质的作品却不多。究其原因，我

认为还是构图不到位。构图是一件作品获得成功的重中之重，我在这项基本功

上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最兴奋的是中国尊的建成，与故宫仅几公里之

遥，钢筋水泥和朱墙绿瓦看似突兀，却不对立，组成了继往开来的史歌画卷。

把它们融入到一张照片中，可以产生出一种历史与现代的对比感，以及复兴的

荣耀感。

作为一名摄影师，也需要关注国家时事。交通是经济命脉，近年来，国家

高度重视发展轨道交通和城市道路交通。这是一个很好的摄影题材，有了这个

中心切入点，摄影师可以拥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这一领域，我跑过北京站、

西站、南站，还有北京中轴线上的钟楼和鼓楼。这些地方交通线路发达，且都

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标道路，尤其是钟楼和鼓楼充满着老北京的“京味儿”。

无声的世界，孤独原本是常态。摄影的不同视角，却让生命充满了发现的

乐趣。

路漫漫其修远兮

生态宜居之城 夕暮京城 似在天宫 一轮红日清幽梦

穿越了谁的世界 白塔琉璃上

通向繁华之都 灯光耀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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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对我而言，是一个不断发现生活乐趣并

愉悦身心的过程。作为一个北京人，我非常喜欢拍

摄古典建筑、北京胡同等，作品中充满了眷恋与乡

愁。翻开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值得回忆的故事。

故事里

学习摄影之后，我经常去故宫拍摄。图1是我

第一次在故宫拍摄的作品，发表于北京青年报。画

面中，两个外国友人在太和门附近认真查看故宫游

览地图，背后是故宫商店的牌匾，侧逆光照耀下两

位外国游客的专注表情以及周围环境的衬托，形成

了一幅美好的画面，我立即按下了快门。外国人对

紫禁城建筑瑰宝的敬仰与赞叹，驱使我用相机记录

下这美好的瞬间。

图2是在延禧宫拍摄的。当时，我站在烂尾的

水晶宫后面，看到西洋建筑与紫禁城红墙琉璃瓦建

筑相互交融，等到没有人的时候拍摄了空景。回家

后，我对图片反复进行了思索，觉得在中西合璧的

建筑中加上中外游客会使画面更为生动。于是，我

又一次前往延禧宫，在那里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按

下快门。这张照片入选了北京市摄影家协会第一届

艺术摄影展，并在北京首都图书馆长时间展出。

近年，故宫经常举办一些专题活动，我非常关

注。图3拍摄的是在慈宁宫举办的昆曲表演。当天，

现场观众特别多，我想如果只拍演员虽然有场景交

代，但略显单调。于是，我走到舞台后面，在演员回

身的瞬间按下了快门。背景是大片的观众，前景是

演员，我感觉这样的画面信息更加丰富。

故事外

一开始，我连什么是光圈、快门都不知道，可

谓一窍不通。在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这个温暖的

大家庭里，我陆续参加了各种题材的讲座、采风活

动，结识了很多摄影朋友，并逐步学会了很多摄影

知识和技巧。

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08年我带着卡

片机懵懵懂懂地参加了协会组织的古北口摄影采

风活动。协会的工作人员和版主们非常热情地帮

助并鼓励我，使我越来越自信。慢慢地，我学会了

有计划地拍摄自己想要的照片，图4就是计划拍摄

的作品。凌晨4点多，我带着三脚架打车前往什刹

海荷花市场，在那里等到天亮，天空果然出现了美

丽的朝霞，使用渐变镜拍摄出了荷花市场的美丽景

色。

十年来，我始终坚持在摄影的道路上不断前

行。用镜头收录社会的发展变化、城市的日新月

异，记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外国人到京旅游的兴奋之情等。摄影使我的眼界变

得更加开阔，生活变得色彩斑斓。

博湘：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故事
文／摄 博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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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北京动车段，几百米长的高铁车厢被整体托起，各专业工

种从上到下对动车进行检查修理，走行转向架轮对被全

部移除，分解探伤检修。（金沙江/摄）

疫情缓解后，孩子们在王府井教堂前开心地玩耍，一对新人也来到这里拍照。疫情下的

城市，逐渐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应利民/摄）

中华民族园每逢四月傣族泼水节，来自全国各民族的员工和游客一起进行泼水欢庆。他们

大部分来自贫困地区，然后回到家乡继续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助力家乡脱贫。（周世杰/摄）

前门陕西巷胡同，一位中年妇女推着老人，老人牵着心爱

的小狗，好似一家人出行。（常山/摄）

冬至时节，颐和园西堤的落日美景吸引了众多游人拍照留

影。（张齐/摄）

榆垡广场，一对父子在落日的余晖下尽情嬉戏，欢声笑语

回荡在广场上空。（王国增/摄）

站在万春亭上向南俯瞰，故宫博物院的全景尽收眼底。这里常常聚集着大量摄影爱好者，端着各种不同的相机，以不同的

角度猎取北京皇家宫殿最美的视觉瞬间。（沈鸿霞/摄）

亮马河景观廊道工程完工后，打造成了集生活休闲、国际交流、商业

活力、自然生态于一体的国际风情水岸，为朝阳增添了一份新的美丽。

（汪文南/摄）

景山公园一角，一位老艺人正向一位10岁左右的学子耐心传授快板曲

艺艺术。老艺人时而舞动竹板示范，时而悉心传授说唱技巧，示范传

神，风趣幽默。（董维臣/摄）

玉渊潭公园，一对夫妇冒着飞雪进

行摄影创作，女性撑起了“整片

天”。（牛贵方/摄）

图4

图3图2

图1

过年七天乐

非遗传承精彩瞬间



感光度是“底片”对进入机身光线的敏感程度的值。在胶片时代，这个“底

片”就是胶片，这个值由胶片本身决定，且在不更换下一卷胶片前是不可变的。

数码时代，“底片”就是相机里的传感器，也就是CMOS或者CCD，这个感光

度是可变的。

一般来说，素质越优秀的传感器，感光度可调节的范围就越大。无论是胶

片时代还是数码时代，感光度的大小均由相应的国际标准ISO值表示。提升数

码相机的ISO，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强行提高每个象素点的亮度和

对比度；二是使用多个象素点共同完成原来只要一个象素点完成的任务。由此

可见，数码相机提升ISO以后对画质的损失是很明显的。

感光度对摄影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速度，更高的感光度能获得

更快的快门速度，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其二是画质，越低的感光度带来更细

腻的成像质量，而高感光度的画质则噪点比较大。说到这里，顺便导入一个概

念——噪点，主要是指感光元件将光线作为接收信号，在接收并输出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影像中的粗糙部分。噪点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要明白对于数码相

机来说，内部的影像传感器在工作中一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来自周边电路和

本身像素间的光电磁干扰。简言之，就是拍摄出的图片一定会存在噪点，这是

不可避免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程度的轻重而已。

在数码时代，感光度ISO值已成为相机的重要指标之一，各个相机厂商无

不在竭力提高相机的感光度并消减提高感光度所带来的噪点。

感光度是什么？

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残疾人运动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

“我和冬残奥”摄影比赛由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残疾人文化

体育指导中心承办、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协办，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广泛征集

残疾人运动员备战冬残奥会的故事，旨在多角度反映首都残疾人运动员积极

投身冰雪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以及首都市民对“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号召的热烈响应。

活动从发起、组织比赛、专家评选，到举办摄影作品展，共历时6个月。

100余名摄影爱好者投稿1000余幅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拍摄并反映了备战冬

残奥会的生动画面。展览于12月1日在北京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开幕。

我和冬残奥的故事

报纸投稿邮箱：bjcaca@126.comBEIJING PHOTOGRAPHY北京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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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早知坡峰岭，何必去香山
坡峰岭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有着各类丰富的植物资源。秋天，香山的红叶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坡峰岭则是“红叶绿中游，彩练当空舞”，各种色彩汇

成了流动的海洋。顺着蜿蜒的石道爬上秋风亭，举目四望，云雾缭绕下的坡峰

岭身披五彩霞衣，绚烂夺目，梦幻般的色彩让人如临仙境。

坡峰岭的美景，浑然天成。当地村民则用勤劳的双手，为坡峰岭塑造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2009年起，原本没有路的坡峰岭修通了一条长达6000米的

山路，材料全部采用本地山石，沙子水泥完全依靠人力背至山上，历经了千辛

万苦。如今，坡峰岭不仅给观光客带来了一处旅游胜地，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

更加富裕的明天。

猛虎下山（李兰英/摄 ） 

祖国！加油！（张民勋/摄）

身残志坚（张吉/摄）

冬奥残疾人运动员训练掠影（谭克明/摄）

关键一击（董维军/摄）

奔向未来（陈风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