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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带孩子去水仙花海
游玩，将有新内容了，笔者近日从
漳州高新区了解到，园区将增设水
仙花主题亲子儿童乐园，目前正在
加紧建设，预计 4 月底竣工并第一
时间展开招商运营工作。

“水仙花主题亲子儿童乐园项
目位于水仙花海的东侧，占地11000
平方米，将建设水仙花蹦床、恐龙滑
梯、云端爬网、秋千等设施。”水仙花
主题亲子儿童乐园项目现场负责人
蓝一平介绍，该项目于 3月 1日开工
建设，目前，场地道路基础垫层浇筑
完成，管理用房完成 80%，游乐设施
的安装已经完成 50%，绿化种植完
成50%。

据了解，水仙花海周边的旅
游资源以人文、自然风光为主，人
文资源代表性的有漳州古城、南
山寺、岱仙岩；自然风光代表性的
有圆山、荔枝海、南山文化生态
园。“南山文化生态园的受众主要
为成人，三馆的受众主要为青少
年及成人，均缺乏针对儿童的吸
引点，增加水仙花主题的儿童乐
园，就是为了补齐这块内容，为家
长提供一个增进亲子关系、寓教
于乐的平台。”蓝一平表示，儿童
乐园投用后，有望成为水仙花海
园区继四仙女广场后的下一个网
红打卡点。

（洪乐敏 蔡雨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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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映云 通讯
员 欧玙璠 叶蜜宝 方美云） 3 月
19 日上午，云霄县和平乡西安村，
陈大爷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便直
奔村里的幸福院。幸福院里热闹依
旧，有的老人在院前空地跳广场
舞，有的老人在下象棋，有的老人
在拉二胡。见陈大爷进来了，大伙
儿纷纷热情招呼他，有滋有味的一
天开始了。

“2017 年村里幸福院建成，我
这个空巢老人彻底告别了寂寞。”
陈大爷告诉记者，“在这里，老人们
互助互娱，其乐融融。年纪小的照
顾更年长的，会做饭的自荐当厨
师，腿脚灵便的做保洁员，识字多
的给大家读报纸……老人们相互
照应，还有助老员协助，这里让我
觉得像家一般舒心。”

当前，云霄县总人口 45.39 万
人，60 岁以上老年人 7.38 万人，其
中农村老人 6.35 万人，占老年人
口 86.04%。为满足群众需求，就地
就近提供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
近年来，云霄县加快农村幸福院、
老人活动中心等养老设施建设，
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服务模式，积

极应对并解决人口老龄化矛盾，
较好地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现已
建成农村幸福院 135 所，老人活
动中心 25 所，实现农村养老服务
设施覆盖率达 100%。

农村幸福院不是养老机构，而
是政府支持、村级主办、社会参与、
互助服务性质的社区养老服务机
构。根据本村老人的实际需求，利
用幸福院为老人提供餐饮临休、文
化体育、休闲娱乐、精神慰藉等基
本服务内容。依托本村资源及“三
下乡”活动，幸福院推出老年课堂、
医疗康体、心理关怀等多元化服
务，满足不同老年群体需求。目前，
全县各村普遍执行老年人自费低
偿为主、伙食费按标准缴纳、医疗
费用自行承担的管理办法。

幸福院以自我管理、互助服务
的方式，实现集中养老和互助式养
老，构建了一个老年人自觉认同、
主动融入、积极利用的大家庭，老
人们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既是
管理者又是受益者，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老有所养。老人们积极走
出“小家”，主动融入“大家”，共建
温馨幸福院，共享快乐老年生活。

云霄：

农村幸福院打造老人幸福之家

本报讯（记者 丁汉钦）3 月 23
日下午，漳州科技大讲堂暨漳州市
众创空间孵化器联盟成立大会在
高新区甲骨文（漳州）技术人才双
创基地举行。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副厅长周世举，漳州市政府副市长
李勇，闽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龙海
出席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举行了众创空间孵化
器联盟成立启动、优秀众创空间授
牌等仪式，举办了以“双创”为主题
的科技大讲堂、AI机器人互动表演、
众创空间入驻企业项目介绍、科技
产品展示等活动。漳州市众创空间
孵化器联盟与闽南师范大学三创学
院，甲骨文与优必选现场签约了多

个项目。作为漳州市科技局党建引
领保障双创系列活动之一，科技开
发服务中心党支部与甲骨文、圆山
众创空间、博华众创空间等党支部
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组织党员志
愿者现场“摆摊”宣传科技惠企政
策，并专门成立一支以科技系统女
性为骨干力量的“漳州科技女子志
愿者轻骑队”，未来将服务于全市创
新创业平台建设。

据悉，漳州市众创空间孵化器联
盟由2020年度我市遴选的4家优秀众
创空间联合发起成立，将搭建一个能
聚集各类要素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的
实体公益平台，聚力转化科技成果、科
技企业孵化和培养企业家精神。

深度融合创新资源
聚力引领创新发展
漳州科技大讲堂暨漳州市众创空间孵化器联盟成立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姚智仁）3 月 22
日，漳州市河长制研究院在漳州职
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

据悉，漳州市河长制研究院
是我市河长办与漳州职业技术学
院共同建立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下设办公室、河湖研究中心、河长
智库、河长学院、河长制教育示范
基地等。漳州市河长制研究院的
成立，标志着我市河长制在科研

培训上再上新台阶。
另据了解，揭牌仪式后，首期河

长制培训班同期开班，来自全市各
县（市、区）、开发区、投资区共计 29
名河长办副主任参训。此次培训班
是研究院成立后，以研究院名义举
办的第一期，旨在抓好河长办队伍
建设，培养河长办用“心”、用“眼”、
用“脑”，更以行动抓好河湖治理，真
正发挥河长参谋助手的作用。

漳州市河长制研究院揭牌成立
首期河长制培训班同期举行

这次参评的不少作品主题鲜明、以
小见大、立意高远。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作品是《百个后备箱变摊位 万千好货
等你“淘”》，拍摄主题、角度、构图俱
佳。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夜经
济”“地摊经济”成为复苏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力。拍摄者将镜头对准闽南日报
社主办的“漳州汽车后备箱夜市文化
节”活动，生动记录下疫情恢复之初，城
市夜经济重燃的新景象，实属佳作。

地摊虽小，折射出的却是时代大变
迁。以空间为横轴，时间为纵轴，照片为
原点，就能深入剖析潜藏在“小地摊”照片
中，时代变化的痕迹。空间上来说，当疫
情散去，不少地方都进行了“地摊经济”探
索，拍摄者以手中相机，展现了当地推动
经济复苏的特别方式。时间上来说，从过
去到现在，地摊经济始终是人间烟火。

过去，我在上海也拍摄了不少展现“地
摊经济”的老照片。通过老照片与新照片
对比，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城市蜕变。如
1985年，上海学校门前早餐车“老三样”是

馓子、油饼、脆麻花；2020年，面包、香肠等
营养食品成了早餐摊上的主角。1981年，
闹市地摊“摔不碎”钢花玻璃杯热销；2020
年，顾客被台摊上一只只价格不菲的精美
碗杯餐具吸引着……一张张照片，正是时
代的烙印。而为时代留下烙印，正是摄影
者的使命。

本报记者 廖瑜婷 整理
游斐渊 摄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上海联络部副部长、地市报分会顾问 种楠：

“小地摊”折射时代大变化
今年，中国地市报新闻摄影奖新

增新闻视频类评奖，是响应中央号召，
顺应时代需求的举措。随着媒体的融
合发展，将新闻报道与短视频结合，是
一种趋势。新闻短视频是包括地市报
在内的传统媒体近年来致力转型升级
的一个切入点，是传统新闻报道的一
种革新。因此，传统媒体在秉承既有
的新闻报道经验基础上，还需要适应
新闻短视频的传播场景变化，把握受
众的需求心理，摸索出适合新闻短视
频的生产策略。

新闻性是新闻短视频区别于其他短
视频作品的第一要素。这次参评作品中，
不仅有深层思考的专题报道，也有轻量化
的抖音视频；有深入生活肌理的观察思
考，也有轻巧讨喜的创意设计；有一镜到
底，也有多视角切换的创意剪辑……新闻
短视频的开评是对中国地市报积极转型
成果的一次检验，也是对新闻视频工作者
的激励。下阶段，这些获评作品将在中国
新闻摄影学会官网上展播。

媒 体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是 生 存 的 需
要 ，更 是 时 代 的 要 求 。 传 统 媒 体 记
者 只 有 主 动 适 应 时 代 要 求 ，用 积 极
的心态去学习新理论、新技能，做媒
体融合的前瞻者、探索者，才能在媒
体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找到自己的角
色定位。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游斐渊 摄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韩敬：

做媒体融合的前瞻者

无论是手机还是相机，摄影的本
质都是一样的，忠实地记录历史，传播
积极的价值观。基层摄影记者可以从
拍好身边的人，摄好身边的事做起。
一件优秀的摄影作品，首先能打动人
心，要有爱、有情感。因为每一幅民生
影像的背后，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和
温度。摄影记者要深入基层，扑下身
子去挖掘那些民间的、接地气的、生动
的人物故事，还要拍一些能够推动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照片，这样的照片
才是有生命力的。

真实是新闻摄影的生命，任何先进技
术的利用都不应该影响新闻图片的真实
性，任何形式的新闻摄影报道都不能违背
这个原则。价值观的丧失、外在的压力、
管理的漏洞、名利的吸引，曾令极少数人
铤而走险，打起了新闻的生命——真实性
的主意，或篡改拍摄时间，或修改图片内
容造假……摄影记者作为历史进步、时代
变迁最直接、最忠实的记录者，应直面严

峻真相，体现摄影作品的社会责任。
中国地市报摄影队伍作为全国新闻

摄影的主力军，长期坚守一线，用镜头记
录了很多感人的中国故事，希望在今后的
工作中，能够在图片拍摄、编辑、排版等环
节，更加精益求精，创造更多精品。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游斐渊 摄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 徐祖根：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纵观这十多年时间，中国新闻奖

（摄影）的评选，地市报新闻摄影人摘
得一个又一个奖项。地市报新闻摄
影人的作品呈现出了愈加明显的思
想性、故事性和时代性。作为中国新
闻摄影阵营中最具“草根”基础，最具

“地域性”的群体，遍布全国 300 多个
地、市、州、盟，将新闻摄影的记录功
能、文化属性、传播特性发挥得淋漓
尽致。

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历史意识
的注入，才能使照片更具永恒价值。
对于新闻照片来说，没有历史使命感
的照片，只能是易碎品。好照片应该
闪耀人性的光芒和温度，昂扬、喜悦、
温馨、愤怒、创伤、哀怨……才能最大
限度地凝聚现场性、即时性、瞬间性、
形象性、直观性。与此同时，作品在语
境、结构、形式等方面也要不断创新，
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给予重点关注。

在 这 次 的 评 选 中 ，《五 月 ，致 敬

战 疫 夫 妻》这 组 照 片 给 我 很 深 的 印
象 ，它 以“ 战 疫 夫 妻 ”这 个 典 型 的 群
体 切 入 ，让 这 组 报 道 在 海 量 的 同 质
化 的 抗 疫 报 道 中 脱 颖 而 出 ，体 现 了
作者的新闻敏锐性，烘托了“战疫夫
妻”同心、同向、同行的抗疫精神。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游斐渊 摄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助理、地市报分会会长 郑石明：

新闻摄影应注入历史意识

3月 22日，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地市报分会主办、闽南日报社承办的2020年度地市报新闻奖（摄影）评选暨第31届中国新闻奖摄影作品推
荐评选活动圆满落下帷幕。今年参赛作品紧扣时代主题，题材丰富多彩，集中反映2020年度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百姓生活情况，展现了
中国“最一线”摄影记者的影像力量，也彰显了媒体的担当与作为。

本报记者专访本次活动的四位专家评委，听他们分享创作心得、畅谈媒体发展、点评参选作品。

视觉接地气 表达显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