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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落成的“北京朝阳高铁站”与其周边的配套设施，在雨后彩虹的映衬下熠熠生辉。  （韩琦/摄）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它就像一副骨架，撑起了城市的轮廓。放眼今日

北京，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不仅为城市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促进社会

经济繁荣注入了强大活力。现实的“路”，正在铺展我们的梦想之“路”！

2019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正式实施，以“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

前列”为总体要求，拉开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交通篇章的

序幕。回顾“十三五”时期，北京交通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京津冀核心

区1小时通勤圈基本形成，三地交通一体化跃上新台阶；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

例提升至73.1%，交通出行结构持续优化；道路交通指数下降至5.48，中心

城区道路拥堵状况逐步缓解；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智慧交通助力便捷出

行；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比例不断提高，能源结构调整初现成效……

建设交通强国，在助力民族复兴之梦早日实现的同时，也让人们的生活

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入使用、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建成通

车、京张高铁开通运营、跨省公交实现常态化等，还有清河火车站、北京朝阳

站、北京丰台站、密云站、怀柔站、延庆站等一座座“新”车站的面世，极大地

方便了人们的生活。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北京的城市交通呈现出了全新的发

展格局，彰显了新时代的中国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据

第七届世界大城市交通发展论坛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北京轨道交通

运营总里程已达1172公里，形成了“三环四横八纵十二放射”的网络化运营

格局。一座座各具特色的地铁站，不仅展现了京城独特的文化韵味，也为人们

乘坐公共交通带来了新鲜感。

2021年，继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十四五”规划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随着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

标杆城市步伐的不断加快，交通事业也向着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更加注重各

种交通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通过加快交通数字化

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

统。到2035年，将全面打造成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的首

善交通体系。可以想见，未来的北京将更具国际影响力，拥有更高的国际化服

务水平。

回首历史，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

迎来了新中国！凝望当下，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现实的“路”，让我们在新征程上越走越宽，越走越稳。梦想之“路”，让我

们满怀信心，斗志昂扬！

梦想之“路”就在脚下



保护绿色遗产 弘扬古树文化

摄影加油站：“爱北京 照北京”获奖摄影作品讲解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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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的国粹之美
古树是历史留给人类的绿色遗产，为认真贯彻

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增强全社会保护古树名木、爱护绿色家园的意识，

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形

成保护古树名木就是保护生态、弘扬历史文化的

社会风尚，北京市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主办了“古

韵京西 树影风华——门头沟区古树名木摄影作品

展”征集活动，展现新时代绿色生态门头沟的新气

象。

活动由协会联合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共同承办，自今年3月启动，至10月截稿。

征集期间，协会组织了多次摄影采风活动，从潭柘

寺到戒台寺，从赵家台村到琉璃渠村，雄伟壮观的

千年白皮松、富有盛名的帝王树和配王树、清新典

雅的玉兰及生机盎然的古树群等，都被摄影爱好者

收录到了取景框中。近日，征集作品的评选工作圆

满结束。作品以多元化的视角呈现了门头沟区古树

名木的独特风采，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画卷。

2009年，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创立了以首都

群众为创作主体的“爱北京 照北京”群众摄影文化

活动，以活动为平台汇聚起了首都广大摄影爱好者

的宏大力量，用影像记录北京城市发展历程和取得

的辉煌成就，用光影书写美丽中国的北京篇章。该

活动每年举办一届，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四

届，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摄影人，也产生了大

量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优秀摄影作品。

在第十五届“爱北京 照北京”之“北京新征程”

群众摄影文化活动举办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引导广

大摄影爱好者开展创作，协会特邀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理事武辉分享拍摄经

验和体会，并解析历届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讲座现

场，座无虚席，武辉老师从选题到创意，从摄影技

巧到情感表达，以切身体验讲述了自己与“爱北京 
照北京”的影像故事，为摄影爱好者如何拍摄出理

想的作品、如何参赛等提供了借鉴和帮助。

京剧被誉为“国粹”，吸收了中国众多地方剧种

的艺术特色，经清代宫廷规范和发扬，形成了集唱、

念、做、打于一体的舞台艺术，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

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京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代表之一，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京剧舞台

摄影也得到了摄影爱好者的广泛喜爱。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接触到了大量的京剧舞

台摄影作品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从开始的欣赏、学

习，到后来逐渐自己上手，陆续拍摄了百余场演出，

积累了数以万计的照片资料，并产生了对京剧舞台

摄影的思考。

在进行京剧舞台摄影时，摄影师需要对京剧的

表演程式、角色设定、剧情发展等有一定的了解，这

样才能更好地捕捉精彩瞬间，展现京剧艺术的精髓。

但京剧舞台摄影绝不仅仅是对演员表演瞬间的捕

捉，也是对整个舞台表演效果的呈现。特别是在一些

新编历史戏中，包含了布景、灯光、服装、道具等的

舞台整体效果，可以让观者更全面地感受到京剧舞

台的魅力。

好的摄影师会特别关注舞台表演的细节，通过

镜头将人物的情感传达出来，这也是摄影作品最具

感染力的部分。有时候，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身段

会稍纵即逝，这就要求摄影师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

较高的技术水平，以及拍摄过程中注意力的高度集

中。通过摄影作品放大表演细节，展现演员的情感变

化和内心世界，是京剧舞台摄影师永恒的追求。

京剧舞台摄影与话剧、歌剧、舞剧等舞台摄影

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京剧传统戏，其舞台灯光没有

太多变化，用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常说的“大平光”。

其好处是能让观众看清演员的服装、头饰、身段、妆

容、表情等诸多细节，但从摄影角度来讲，这种灯光

环境下拍出来的照片容易缺乏立体感，难以表现摄

影艺术的光影之美，也就是俗话说的“平”。如何从平

光中获得不“平”的审美体验，是摆在京剧舞台摄影

师面前的一大难题。

京剧舞台摄影在众多摄影门类中是一个独具特

色的分支，不同的摄影师在作品中展现出了不同的

创意和风格。有些摄影师会通过降低快门速度，让演

员的动态在照片中呈现出虚化的效果；有些摄影师

会通过加大光圈，让照片具有更丰富的景深效果；有

些摄影师会通过多次曝光、旋转镜头等方法，获得

人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艺术效果；有些摄影师会通

过寻找特殊角度，利用前后、高低等特殊关系，进行

创造性地构图；还有些摄影师会通过后期制作等技

术手段，提取一种或几种颜色，通过去色、改色等方

式，表达自我的思考和情绪。

京剧是舞台的艺术，是活态的文化，京剧舞台

摄影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正在

引领更多人走进剧场，去直观感受京剧艺术的魅力，

进而更好地了解“国粹”，让文化自信真正融入我们

的生活。

文/摄  荀潇

《忠义千秋》剧照《击鼓骂曹》剧照

《杨门女将》剧照 《吕布与貂蝉》剧照 《南界关》剧照

《问樵闹府》剧照 《小商河》剧照 《一箭仇》剧照

从历史走来-史薇/摄 生机盎然-杨建国/摄

金色“配王树”-闫立军/摄 历史遗香-俞厚诚/摄

京西古道寻古树-周明亮/摄问天-牛小华/摄岁月遗珠-高万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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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外国友人眼中的北京”摄影大赛结果揭晓
“爱北京 照北京”群众摄影文化活动自2009年创办以来，始终致力于汇聚

首都摄影爱好者的力量，用影像记录北京发展变化，定格时代精彩瞬间。活动不

仅得到了首都市民的热烈响应，也吸引了在京外国友人的高度关注。为了搭建外

国友人聚焦北京的摄影创作平台，在“爱北京 照北京”群众摄影文化活动的框架

之下，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外国友人眼中的北京”系列摄影大赛。

大赛作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间收获了外国友人创作的诸多精彩影像，为

宣传北京提供了国际视角。

近期，2023“外国友人眼中的北京”摄影大赛圆满收官。大赛以“北京新征

程”为主题，以“用光影书写美丽中国的北京篇章”为内容，鼓励外国友人记录自

己眼中的北京，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30件。透过这些作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在

外国友人的眼中北京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也能感受到他们对北京的无限热爱之

情。

一招一式-丁家士（加纳）/摄 打卡天坛-蒂娜（哥伦比亚）/摄启航-吴欣芸（马来西亚）/摄

大运河上筑新桥-狄米（刚果金）/摄霓虹灯之夜-索菲亚（俄罗斯）/摄 画里画外-艾弥妮（斯里兰卡）/摄

我们美妙的留学生生活-汪年丽,陈丽香,

聂秀芳（印度尼西亚）/摄

昌平线-亚历克斯·齐达内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摄

武动中国-张贺白（加纳）/摄

新征程-狄米（刚果金）/摄

前程似锦-黄秀敏（马来西亚）/摄北京生活幸福-苏善书（法国）/摄 等待-布莱登（赞比亚）/摄

多彩民族-穆罕默德·费萨尔·卡德尔

（孟加拉国）/摄

国泰民安-陈世龙（柬埔寨）/摄 放眼望去的北京-王钰婷（马来西亚）/摄北京建筑遗迹-上官杰文（美国）/摄

时代列车-韩安（巴基斯坦）/摄 故宫日出-莫甘·贝马内（伊朗）/摄 明亮的灯-马龙（菲律宾）/摄 京剧-马龙（菲律宾）/摄

救助-苏善书（法国）/摄

父女情-拉米尔（菲律宾）/摄北京糖葫芦-谢凌菲（俄罗斯）/摄

人面桃花相映红-黄文虎（马来西亚）/摄故宫-林超媛（韩国）/摄

来一顶？-艾弥妮（斯里兰卡）/摄 丰收-陈世龙（柬埔寨）/摄 美丽的开始-陈正益（马来西亚）/摄绝美秋色-黄秀敏（马来西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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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校园故事
文/摄  段旭升

文/摄  王芳

校园生活在每个人的人生旅程中，都占据着重

要的位置。在此起彼伏的回忆里，既有“白云丝丝

游九天，樱红片片漫校园”的自然美景，也有“书生

耳畔来，习艺伴寒暑”的人文景象……校园主题也

是摄影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分支，人、事、物组成的

一幅幅看似平常的画面，不仅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校

园生活，也折射着教育的光芒。

题材的思索：精妙的选题代表成功了一半。这

需要摄影爱好者迈开腿，睁大眼，观察校园景物人

物，留意大事小情，思索作品的价值取向。开学季、

毕业季、成人礼、艺术节、科技节都是亮点满满的

拍摄题材，很多时候需要我们抛弃大而全的宏观场

景，关注小而精的个体人物，将自己的摄影创作与

新闻报道区分开。例如，在开学时拍摄“新生的一

天”，拍摄操场的人流变化，就连校园里的流浪猫都

是很好的题材，可以拍成类似“北大校猫”的主题，

为教育增加温情。

视角的选择：寻找独特的视角是摄影爱好者的

基本功，我们可以变通思维，寻找“同框”。例如，将

花朵与学校特色建筑同框、与跑闹嬉戏的学生同

框、与飘扬的旗帜同框；踢球的学生与足球海报、

体育标语同框；在“阳光体育”活动时采用逆光拍

摄，让学生与阳光同框。同框既可以理解为对比和

反差，也可以是强化和补充。

情感的流露：教育是需要情怀的，用情、用心

才是教育的真谛。情感既可以是持久而坚定的深

情，也可以是瞬间流露的激情和感动。在大众普遍

关注的教育事件中，更容易捕捉真情流露的瞬间。

例如，毕业典礼上师生相拥的画面，高考考场外穿

着旗袍合影的送考老师，成人礼上母亲写下成长寄

语……而且这些瞬间并非难以把握，甚至是可以预

判的。比如，女性普遍比男性更容易感动，所以拍

摄时需要重点关注；手中拿着鲜花、卡片的人物，

暴露了他的下一步行动，我们需要提前选好拍摄位

置，设置好相机。

校园摄影不只是简单的记录和创作，也是教育

的一部分，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宗旨的新行动、新

举措。

天文社团学生给日食拍照

通过数码后期制作的超级月亮

24mm月亮 70mm月亮 105mm月亮 200mm月亮 400mm月亮 600mm月亮 800mm月亮

急救技能培训

运动会开幕式上飞奔的少年 呐喊助威青春起跑线

11月16日，一批小学生走进先农坛，在老师和讲解员的带领下解读北京中轴线

的历史文化，开展实地研学活动。  （何嵘/摄）

每逢节假日，前来天坛祈年殿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日落时分，祈年殿在阳

光余辉和倒影的衬托下更显壮丽。  （张六成/摄）

站在央塔上俯瞰北京中轴线，金碧辉煌的传统建筑与现代气派的高楼大

厦融为一体，展现出了都市建筑空间艺术的无穷魅力。  （潘功书/摄）

夜幕降临，站在奥林匹克塔上向南望去，城市灯火辉煌，璀璨斑斓，充分展现了京城的

无限活力与魅力。  （曾贤松/摄）

北京艺术中心的设计理念源自通州运河沿岸的古粮仓，被称为“文化粮仓”，承载着厚

重的人文历史记忆。随着夜幕降临，艺术中心流光溢彩，灿若星河。  （孟繁博/摄）

清晨，阳光洒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上，枫树如同镀上了一层金箔，一位

老人正在打太极。日趋优美的生态环境，让生活更加美好！  （王丹枫/摄）

11月7日，全国消防日前夕，朝阳区消防队员走进双

井街道天使美派幼儿园，开展消防知识普及和安全教

育。  （张宏军/摄）

初冬，北京连日降温，文明引导员不惧寒冷，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  （张莲花/摄）

时代在进步，生活在变化，绿野仙踪郊野公园的

小毛驴也想知道胡萝卜到底是啥味道。（郭树宾/摄）

月球，古代人叫“太阴”，现代人叫“月亮”，科

学家叫“地卫一”，是地球惟一的天然卫星。在我

国，有许多关于月亮的美丽传说，并设有传统节

日，加之我国探月工程不断发展壮大，月亮成为了

我们最熟悉且独具情感的地外星体。

近年来，有关超级月亮的新闻越来越多，受到

了摄影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超级月亮”到底是什

么？它的定义在不同领域里是不一样的。对摄影

爱好者而言，一个通明、透亮、个头大的月亮就是

超级月亮。按照传统农历算法，每月十五前后是月

圆之际，也是普遍意义上月亮最大的时候。但鲜为

人知的是，月亮出现在近地点还是远地点，也会影

响到月亮视觉效果上的大小。此外，空气状况、云

层状况、光污染等因素也会对月亮的拍摄效果产生

影响。这些问题，在拍摄之前我们都应该充分考虑

到。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对月亮成像大小有影响

的设备方面。设备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相

机机身。款式不同的相机有不同的图像传感器，主

要指标分别是：CMOS尺寸、像素数和单位像素尺

寸。假设有两台仅存在像素区别的相机机身，一台

2000万像素，一台5000万像素。那么，5000万像

素的机身成像后的月亮一定会比2000万像素的

月亮大，这就是摄影人口中常说的“底大一级压死

人。”第二部分是相机镜头。同一个被摄体，用长焦

端拍摄出来会比用短焦端拍摄出来的大，即焦段越

长，月亮越大。这里分享了一些常用焦段的月亮照

片，希望能帮助大家加深对镜头焦段特点的了解。

按需索镜，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合适的镜头拍摄大

小适合的月亮，没必要与专业天文领域的月亮比大

小。

除了拍摄月亮的前期技巧，合理有效的后期也

可以为作品添彩增色。由于后期制作牵涉到的篇幅

较大，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超级月亮”离我们并

不遥远，只要把握好拍摄的前期和后期，每一次月

圆都可以成为摄影师镜头里的“超级月亮”！

拍摄“超级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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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析

新征程上好风光（第三辑）
2023“爱北京 照北京”之“北京新征程”群众

摄影文化活动启动以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高度

重视，联合各区宣传部搭建群众摄影创作的多元平

台，致力于展现各区发展亮点与特色，为摄影爱好

者提供便利。在活动举办过程中，协会提前筹划，

多方协调，携广大影友深入各区，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摄影采风活动。“新征程上好风光”第三辑选取

了房山、怀柔、门头沟之行中部分影友创作的作

品，供读者欣赏。

潭柘寺古树（门头沟）-尹光宏/摄 戒台寺古树（门头沟）-张连臣/摄

雁栖塔（怀柔）-马丽华/摄古寺的色彩之美（怀柔）-谭克明/摄

水中画（怀柔）-姜燕莉/摄

窥（怀柔）-黄天来/摄

醉美雁栖湖（怀柔）-武辉/摄

雁栖湖上的游龙（怀柔）-柏恩惠/摄

人民公园的学习者（房山）-周卫/摄

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怀柔）-周园园/摄

大山的礼物（房山）-覃世明/摄

生态画卷（怀柔）-刘玉松/摄

五彩斑斓坡峰岭（房山）-段秀兰/摄

秋之红螺寺（怀柔）-王贺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