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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晚报KAN“看/瞰”沈阳摄影、视频大赛火爆进行

作品质量超出专家评委预期

（1）航拍作品投稿邮箱：
256957605@qq.com
邮件标题格式：名字+KAN“看/

瞰”沈阳摄影、视频大赛投稿
（2）常规摄影作品投稿邮箱：
1250679287@qq.com
邮件标题格式：名字+KAN“看/

瞰”沈阳摄影、视频大赛投稿

大赛投稿邮箱

由辽沈晚报社主办的KAN“看/瞰”沈阳摄
影、视频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自活动启动以来，
全国的摄影爱好者踊跃报名，截至7月2日，已有
300多人报名参赛，共收到摄影作品500多件。

“参赛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有城市美景、自然
风光、生活场景、人物写实等，全景展现了沈阳的
历史人文、城市面貌和幸福生活，参赛作品水平
之高超出了我们评委的预期”，辽宁省摄影家协
会副主席、本次大赛评委谢军告诉记者：目前看
到的作品水平很高，内容积极，表现形式新颖，每
张作品都是一次发现最美沈阳的过程。

“我心中的最美沈阳，就是沈北的湿地风
光，那里天然美景深深的吸引了我”，视觉中国
签约摄影师王旭中告诉记者，自从参加辽沈晚
报主办的KAN“看/瞰”沈阳摄影、视频大赛，他
驾车去沈阳七星湿地拍摄，认为这里是沈阳最
美的一段，湿地环境比较原始，有丰茂的水草，
草地和纵横的溪流，小水洼，这里离城区较远，
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安逸恬静，人烟稀少，自
然广袤，是沈阳周边不错的拍摄观赏之地。

“舍利塔公园主要是在桥上利用大广角对
称构图俯拍的，同时突出前面建筑，天空的云彩
也很美，色调采用冷暖对比的手法”，马勇也是
一名参赛的摄影家，用相机去发现最美沈阳几
乎是他业余的全部，而且希望继续走下去。

KAN“看/瞰”沈阳摄影、视频大赛会务组
特别组建了发现最美沈阳摄影大赛交流微信
群，希望参赛、观摩人员踊跃加入。

本次大赛设立万元大奖“KAN 沈阳特别
奖”，将在航拍类一等奖和普通摄影类一等奖中
间进行全民投票，票数最高者获得万元大奖。

辽沈晚报记者 徐刚
（大赛奖品由沈阳杏林整形外科医院特别赞助）

网红修鞋哥杨海明：

在沈阳只要肯干都能挣着钱
各抒己见

@我是一个兵: 我退伍后来到沈
阳，在这买房结婚生子，从此落脚在
沈阳。我和邻居们操持成立业委会，
为园区管理出力。小区环境变好了，
住得舒心，房价也涨了。沈阳挺好，
我在工厂从事装配工作，工资上万，
十分满意。

@旭日东升:我是陕西人，在沈阳
工作十多年了。前些天想帮家乡卖点
苹果，把消息发到网上，沈阳人非常热
情，几位大哥把苹果包销了。沈阳人
热情真诚，说实话办实事，在这里我很
顺心。

“我当然喜欢沈阳了，因为在沈阳能挣着钱，
只要肯干，就能过上好日子。”老家是绥中的杨海
明直截了当地说出喜欢沈阳的原因：从我17岁离
开家乡到沈阳学徒，22年来在沈阳折腾了好多
回，总算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杨海明所说的“肯干”，其实是他创业转型
艰辛又励志的过程。在杨海明本人看来是不断
试错倍受折磨的过程，在旁观者看来是转型成
功倍爱鼓舞的案例。从2017年记者报道杨海明
修鞋开直播招揽全国生意之后，记者一直关注
着他的事业发展，他的店原来在回迁小区60平
方米商铺，之后租了120平方米临街门市房，现
在购置了地上两层、赠送地下两层的黄金旺铺，
开着一辆E530型号的高级轿车。

22年前，17岁的杨海明从绥中来到沈阳一
家鞋厂学徒，从此扎根在沈阳再也没有离开。
积累了经验和资金后，杨海明自己当老板开了
一家鞋厂，后来倒闭了。

办鞋厂失败后，杨海明卖过早点开过货车，
同时调整自己的认知，摸索沈阳的市场。有了

积蓄之后，在回迁小区里买了个商铺，干起来了
本行——订制皮鞋，主要是给租住在这里的农
民工做纯皮的鞋。

“生意到处都有，就看你能不能摸到生意的
门口，然后果断地干。”杨海明的聪明和经验让
他重新回归制鞋业，他的转型非常快，“在订做
鞋的时候，总有人拿高档鞋来修，本来我是做鞋
的，修鞋这行根本没入我的眼啊。”但是杨海明
发现修一双高档鞋比做一双鞋的收入还多，市
场有需求，慢慢地他就不做鞋了，专门修鞋了。

杨海明修鞋并不是简单的钉掌缝补，而是
修复高档运动鞋、侈奢品鞋、皮包、皮衣，然后又
抓住了网络直播的潮流，通过直播修鞋招揽全
国修鞋修包的订单，招收学员输出技术……

学徒→办鞋厂→倒闭→卖早点跑运输→订
做鞋→修鞋→直播全国接单招学员，杨海明的转
型堪称典范，这一系列“折腾”都发生在沈阳，“老
家我是不回去了。沈阳，让我怎么不爱你！”在沈
阳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杨海明，已经具备网红的
潜质和幽默了。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杨海明在沈阳打拼了22年，用辛勤劳动
过上幸福生活。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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