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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鞍 山山

“到社区爱心照相馆,能免费拍证件照!”近
日,大连中华路街道兴国社区居民中流传着这样
一条信息,“不但能拍证件照,还可以拍全家福!”

社区书记赵燕妮介绍，随着时代发展,以前
在大街小巷常见的照相馆不多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手机拍照。但对于高龄老人、残疾居民和
使用手机不熟练的居民来说,一张正式的证件
照很难通过手机完成,“爱心照相馆”由此诞生。

小照片大难题

昨日，记者采访到了兴国社区书记赵燕妮，
38岁的赵燕妮喜欢自己拍照拍视频，朋友圈里
自己剪辑编辑的视频经常被点赞。

“为啥建立社区‘爱心照相馆’？起初我在
日常工作中发现，我们社区 3600 多人里，60 岁
以上老人有1300多人，80岁以上老人500多人，
好多老人不会摆弄智能手机拍照，不会修图、不
会制作相应像素图片、不会换背景，还有些老人
身体不好，常年卧床，儿女帮忙拍照也存在老人
躺着不好拍摄的问题，所以一张小小的证件照，
对他们来说特别难。而且老人优惠补助、乘车
卡等等工作还都需要老人的证件照。正好我也
喜欢拍照片，就想着能不能在社区给老人免费
拍照，于是‘爱心照相馆’就设在了兴国社区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中了。”

最多的一人拍10张

确定了拍摄时间和地点后,社区网格员通
过微信群、朋友圈及小区告示栏“广而告知”,居
民们纷纷预约。

还有好多居民全家出动,来拍全家福。也
有姐妹相约来拍闺蜜照、同学照的。一个个幸
福瞬间、一张张温馨笑脸在镜头里定格,再经过
后期、打印、过塑后,免费送给大家。

社区居民都说“社区照的比小照相馆照的
还好！”赵燕妮介绍：“社区里经常参与给老人照
相的有 6 个人，大家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来给居民拍照、修片、制作。我们拍照用手机和
单反相机同时拍，注重微表情，一般来说拍五
张，选出最好的一张，如果哪有不合适，比如有
些头发乱的，再一点点修、润色，最多一次我们
一个人拍了 10 张照片，不像有的照相馆，拍两
张直接美颜，大家都说我们拍的真实好看。”

社区爱心照相馆的“工作人员”都认真为居
民服务，虽然是业余时间帮忙，但不论多晚都是
当天就完工。“我们拍照当天制作完成，第二天
就打印出来，让居民能拿到手，我算过账，除了
人力，我们需要买相纸，但花不了多少钱。”赵燕
妮介绍。

“下次拍照喊我一起去”

社区爱心照相馆的活动，经过赵燕妮制作成
照片、视频，发在朋友圈，得到了居民的点赞。有
居民留言：“下次拍照喊我，我也想参加。”

慢慢地，参与给居民拍照的志愿者越来越
多，带来的正能量也越来越多，有幼师、演员等
年轻人主动要做志愿者，他们都在三十多岁，有
个理发师真诚地对赵燕妮说：“如果不嫌弃我下
班晚，我可以帮助制作照片。”大家都觉得给邻
里邻居做点实事好。

2 月 17 日的“学雷锋志愿活动之最美证件
照拍摄”现场,志愿者耐心地帮居民整理头发、

摆正衣领,指挥大家抬头挺胸、微笑拍照。当天,
有20多名中老年人拍下满意的证件照。

赵燕妮对每位拍照的老人说：“老人家，您的
照片我存在社区的电脑中，要用随时可以来要，
如果不希望照片留存，我会删除。”但是没有一位
老人要求删除照片，都选择在社区留存底片。

证件照、全家福 爱心照相馆免费拍

记者：你牵头做这个社区爱心照相馆，最大
的收获是什么？

赵燕妮：我最大的收获是志愿者的正能量。
社区里老年人多，做核酸扫码都没几个人会，但是
通过社区爱心照相馆等活动的开展，我们和居民
接触多了，得到了居民的认可。社区现在有了50
多名主动报名的志愿者，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新
事物会得多、学得快，带给我满满的正能量。

记者：来拍全家福的多吗？
赵燕妮：不多，我想是平时缺乏一个由头，

老人不情愿拍，我们社区就组织拍，这样有的老
人很高兴，愿意来拍，儿女也配合。

记者：社区爱心照相馆准备开到什么时候？
赵燕妮：准备

长期开下去，这是
个慢功夫。我们
不做大规模宣传，
只针对本辖区居
民，定时定期或不
定时做活动。

辽沈晚报特
派大连记者 张宇

居民在社区爱心照相馆里拍照。 兴国社区供图

对话赵燕妮

“感谢志愿者的正能量”

2 月 21 日，鞍山市首届风筝节在千
山区汤岗子街道杨家村正式启幕。50
多名风筝爱好者将自己喜爱的风筝放飞
天空。200多名小朋友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现场完成了风筝的制作，并将自己
DIY的风筝放飞蓝天。

辽沈晚报特派鞍山记者 贾琼

鞍山首届风筝节开幕

千余只纸鸢飞向蓝天

春回大地，候鸟纷飞。锦州市大凌
河、小凌河、女儿河等处，东方白鹳、大天
鹅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纷纷光顾。

辽沈晚报特派锦州记者 徐刚

多种国家保护动物抵锦

锦锦 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