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录乡村振兴路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因

三峡工程建设，由原许家冲村、

西湾村、覃家沱村搬迁组合而

成，被誉为“坝头库首第一村”。

2022年 7月，华中师范大学
恽代英青年骨干研习团“华大青

年”分队来到许家冲村调研，深

入了解移民新村建设与乡村振

兴的有关情况。偶然间，大家在

网上看到北京大学 15名师生在
陕西榆林佳县泥河沟村开了间

“黄河照相馆”，为百余名村民免

费拍肖像照。

华中师范大学团委宣传部

部长、华大青年融媒体中心指导

老师卢俊霖回忆，当时看到这则

新闻，大家很受启发，“我们平时

也拍照、写稿，要不现学现卖，也

给老人、留守儿童公益拍照”。

临时起意，准备不足。队员

们四处“化缘”，勉强凑齐了背景

布、打光灯、相机，在村委会建起

了一个临时摄影棚。

很快，村民都知道来了可以

免费拍照的“照相馆”，纷纷前来

“凑个热闹”。

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望作

战在这片土地生活了 58年。1994
年 1月，三峡库区开始蓄水，那
年他 29岁。他和乡亲们抬着自
家家当，搬到了现在的家。

拍照时，他情不自禁地谈起

了多年前搬家的场景：“最先搬

到新家的是一个火盆，这是我们

的传统。搬家的时候要先搬一个

火盆，意思是生活红红火火。”

多年后，望作战和乡亲们的

期盼成了现实。乡亲们用勤劳的

双手，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个搬迁之初村民人均不到

三分地的移民村，如今电商、旅

游、民宿等产业蓬勃发展。2022
年，许家冲村全村经济总收入达

1.2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8480
元，移民就业率在 95%以上。
黄家珍一直生活在村里，见证

了几十年来这个小村子的变化。她

说，从前，这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

贫困小山村，出村必须爬好几座

山、走很远的路。现在，许家冲村修

了公路和大房子，这一切都离不开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说起这些，她

眼角眉梢堆满了幸福。

拍摄持续半天，覆盖全村近

100户家庭。队员们一共拍了 400
多张照片，包括单人照、双人照、

集体照。

平凡生活里的音容笑貌、新

村建设中的奋斗历程，在闪光灯

下熠熠生辉。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要靠

辛勤劳动来创造。”听老乡们讲

过去几十年的故事，同学们感触

很深。

卢俊霖说，以照片为切口展

现百姓在改革开放、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道路上的奋斗面貌，能

感染更多年轻人。

离开许家冲村，“公益照相

馆”并没有停下脚步。

这两年的学雷锋纪念日，“公

益照相馆”的“摄影师”们十分忙

碌，免费为校内广大师生拍摄、打

印照片。而每到毕业季，“公益照

相馆”也成了打卡点，不少在手机

时代长大的毕业生因此拥有了大

学里第一张纸质照片。

架起民族文化沟通桥梁

自去年 7月到新疆后，华中
师范大学第 25届研究生支教团
成员贺泽芊一直在思考，除了教

授课程知识，还能把什么有特色

的东西带到新疆。

贺泽芊曾是华大青年融媒体

中心总编，参与过许家冲村的拍

摄。在博乐市一年的支教生活，让

她融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之中。

和小伙伴们一商量，大家觉

得“公益照相馆”拿得出手，不仅

能给博乐各民族同胞留下美好

回忆，也能通过华大青年融媒体

中心宣传矩阵让更多人看到真

实而美丽的新疆。

在融媒体中心的支持下，今

年 6 月，“公益照相馆”正式“落
户”博乐市高级中学（华中师大

一附中博乐分校）。高三同学身

着整齐校服，手持 KT板（活动宣
传板），面对镜头摆出各式各样

的“pose”，留下了难忘的毕业照。
“家人们，我们班拍的照片最

多。”拍摄结束后，其中一个班的

班长在和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一起

分照片时说，“来，我们齐声喊一

句，研支团的老师们辛苦了！”

这次拍照，高三同学先前并

不知情。看到他们笑容满面的样

子，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们备感欣

慰，“这次筹备没有白费”。

在前期策划过程中，大家创

新性地加入了“盲盒小卡”知识

问答游戏和“free hug”环节。
独立策划这样一场覆盖人数

超 800人的活动并非易事。新疆
地区物流速度相对较慢，为了让

印刷的“盲盒小卡”准时送达，大

家自费支付了 200 元的加急邮
费；线上买不到的道具和材料，只

得多次辗转线下商店购买。

为了设计出富有新意的“盲

盒小卡”，团队颇费心思，不仅将

当地文化元素融入设计，还在其

中添加了与毕业季相关的元素。

“公益照相馆”传递的不只

是一张照片，友谊也在不经意间

流淌。

高三学生加依娜因“公益照

相馆”与特意从研究生支教团兵

团分队前来支援本次活动的余典

结缘。成绩出来后，她第一时间向

这位大姐姐分享了自己在全疆排

名前 200名的喜讯。“她给我发消
息说，高考前状态一直不太好，那

次拍摄之后她每天都很开心。”

看着“公益照相馆”里 18 岁

的脸庞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和

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教育的意

义、民族大团结的氛围在余典脑

海中具象化了。

过年回农村老家，余典总会

感慨偏远小镇的资源匮乏、教育

落后。她毅然报名参加研究生支

教团，来到祖国西部边陲，为改

变教育现状尽自己的一份力。

目前，余典打算出一本影

集，记录这一年在新疆的所见所

闻。“不管是‘公益照相馆’，还是

我自己想做的影集，都是想通过

影像架起西部和中东部地区不

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

而今年“公益照相馆”云南

之行，融媒体中心的同学们还会

拍摄一部纪录片，展现云南少数

民族特色文化、边疆地区聚落生

活真实样态。

唐艺卓曾作为华大青年融

媒体中心总编见证了“公益照相

馆”两年的成长，在按下一次次

快门、聆听一个个故事的过程

中，他深刻意识到“宏大”不是搞

好宣传的“万金油”，普通人的经

历往往能直抵人心。

“虽然我没有参加过博乐那

次拍摄，但我现在也到新疆了。”

唐艺卓刚刚入选了学校第 26届
研究生支教团，“明年我们想在

新疆把‘公益照相馆’继续办下

去，握好传递知识和公益的‘接

力棒’”。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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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野公益照相馆冶留在时光之外

新闻 NEWS

为破解社会组织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面临的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费用制约环境公益诉讼的

瓶颈问题，7月 31 日，由湖南省
人民检察院指导、湖南省生态

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和湖南省

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主办的湖南

省环境公益诉讼座谈会暨司法

鉴定机构与环保社会组织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会上，

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

会等 5 家社会组织与湖南省地
质实验测试司法鉴定中心完成

“先鉴定后付费”机制战略合作

协议签署。

“湖南省地质实验测试司

法鉴定中心是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第一家具备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资质的机构。作为省级事业

单位，我们认为与环保社会组

织达成‘先鉴定后付费’机制是

一份应尽的责任，未来我们希

望能更好地帮助环保社会组织

解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费用问题，

共同建设美丽中国。”湖南省地

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李军伟

介绍到。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还分

别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本

质、生态损害资金的可信托性

以及生态损害赔偿资金成立慈

善信托管理及实践等方面做了

主旨报告和介绍分享。纳入“先

鉴定后付费”机制的社会组织、

检察、慈善信托公司、环境公益

律师等踊跃发言，围绕鉴定费

用支付机制、生态损害赔偿资

金成立慈善信托管理使用等方

面做了深入发言和交流，现场

氛围热烈。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先鉴定后付费”机制的达成，

有效解决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领域司法鉴定难鉴定贵等问

题，有助于增强环保社会组织

通过环境公益诉讼依法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的底气。通过生态

损害赔偿金成立慈善信托，又

将进一步增强资金的法律效

应、生态效应、社会效应。

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

联合会会长周秋光表示：“湖南

省环保社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

率先与司法鉴定机构达成‘先

鉴定后付费’机制，这是一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如果这

个尝试和探索成功并在全国推

广，将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产

生广泛的影响。”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

察部主任姚红表示：“捍卫公共

利益，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都

是重要力量。司法鉴定机构与

社会组织达成‘先鉴定后付费’

机制在湖南是首创，在全国也

是创新举措。希望社会组织用

好该机制，持续在法定公益诉

讼领域探索开创性工作，为守

护社会公共利益、彰显社会组

织力量。” 渊据中国网冤

全国首创浴 湖南环境公益诉讼野先鉴定后付费冶

冶

野华师约我拍海东袁镜头聚焦苍洱中冶袁这几天袁云南省大理
市海东镇居民的朋友圈被这条镇团委的推文野刷了屏冶遥

8月 2日袁华中师范大学恽代英青年骨干研习团野华大青年冶分队
将带着他们的野公益照相馆冶袁走进这里的白族村落袁为乡亲们免费拍
摄并赠送照片袁寻找苍山洱海旁那些被岁月铭记的故事遥

野一到云南就被这里多民族多元化的氛围打动冶袁实践队队长杨
琪说袁给如此多的少数民族同胞拍照袁是个不小的挑战遥 在下榻民宿
的茶话间里袁整理物料尧检查设备尧明确分工袁实践队员们紧锣密鼓地
为拍摄准备着遥

2022年成立至今袁华大青年融媒体中心野公益照相馆冶已野落户冶
多地袁累计拍摄尧冲印并赠送照片 4000余张袁受益人数数以千计遥 从
野坝头库首第一村冶的湖北宜昌许家冲村袁到贵州村超发源地榕江县袁
再到祖国边陲新疆博乐市袁同学们定格光影瞬间尧倾听感人故事袁用
心感受时代发展脉搏遥

在 野坝头库首
第一村冶 的湖北宜
昌许家冲村袁 在祖
国边陲新疆博乐
市袁 华中师范大学
的学生为乡亲们定

格光影瞬间尧 倾听
感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