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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英茂

核心提示

南阳市卧龙区安皋镇有一家开办了
!"

年

的照相馆! 照相馆的主人赵玉华自幼爱好摄

影!当地人称他为"农民摄影师#$

从
#$%&

年至今!赵玉华走过的
!"

年摄影

生涯恰巧也是改革开放的
!"

年$

!"

年来!他用

手中不断升级换代的照相机!在方寸之间忠实

地定格下了一个个见证农村天翻地覆变化的

精彩瞬间!他的照相馆也从土坯房%砖瓦房发

展到现在的婚纱影楼$

!

月
'(

日!记者走进赵玉华的照相馆" 翻
看着他拍摄的一幅幅照片! 从往昔人们手拿
#毛主席语录$ 的一寸黑白结婚照! 到戴着项
链%钻戒的现代时髦青年的巨幅婚纱照&从以
前衣着颜色单一的人们! 到如今穿着西装%休
闲装乃至奇装异服的芸芸众生&从当年坐在戴
着大红花的拖拉机上的'万元户(!到以自家楼
房%轿车为背景的新世纪农民)*一幅幅照片
犹如岁月的留声机!在生动地述说着改革开放
以来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从一寸黑白结婚照到巨幅婚纱照

在一张赵玉华拍摄于
'$%&

年的黑白半身
结婚照上!记者看到!新郎和新娘都是穿着绿军
装!胸前别着毛主席纪念章!新郎手里拿着,毛
主席语录$- 如果新娘没有梳着两个小辫子!乍
一看!俩人的装扮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如今的中年人都知道! 上个世纪
%"

年代!

中国人在衣着上的观念是 .不爱红装爱武装(!

绿军装一度风行全国城乡! 人们的衣着几乎是
清一色的绿和蓝! 这张结婚照就反映了这种非
常明显的时代特征- 赵玉华回忆说/.这是我开
照相馆头一年拍的! 照片已经有些发黄了- 那
时!即使是没有当过兵的农村青年!结婚照相时
也要找件绿军装穿上-在那时的人眼里!能穿身

绿军装照张相!就算是很时髦0很风光了1 (

在几张赵玉华拍摄于上个世纪
&"

年代后
期的彩色结婚照上!人们的衣着从单一变得鲜
艳%丰富了!新郎新娘站在照相馆里的山水风
景画前!有的新郎还挽着新娘的手!俩人亲密
地靠在一起-

翻看着这些照片! 赵玉华介绍说/.在农
村! 那时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家
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困难!大部分人住的还
是茅草房!穿的也很破旧!平时都舍不得照相!

只有在结婚时才照张黑白半身相留个纪念-上
个世纪

&"

年代! 农村人才开始照全身的结婚
像 !

'$&)

年以后俺们这里才逐步有了彩色照
片- (

而在赵玉华上个世纪
$"

年代拍摄的一张
彩色结婚照上!新娘穿着洁白的拖地婚纱!新郎
穿着白色的礼服! 抱着新娘的腰幸福地依偎在
一起- 记者看到!在赵玉华

'$$(

年之后的相册
里!婚纱照一年比一年多!他说/.上个世纪

$"

年代初的时候! 城里人结婚已经流行拍婚纱照
了!从

'$$(

年开始!俺们这里也逐渐有了婚纱
照! 不过那时候拍的婚纱照化妆% 布景都很简
单!照一份才

!"

多块钱!照的人也不多- (

如今!农村逐渐从贫穷走向富裕!赵玉华的
照相馆也越来越忙碌了! 巨幅婚纱照和婚庆录
像成了他的主要业务-谈到现在的情况!赵玉华
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现在! 农民的生活越来
越宽裕了!有了钱!家家户户都舍得大把花钱!

结婚时拍婚纱照%戴金项链和金戒指的很常见!

连迎亲的车都开始要求用进口车了1 农村的青
年也像城里人那样!将结婚照扩印成

!*

寸的巨
幅照片!挂在新房里!增加喜庆气氛- (

从拖拉机上的!万元户"到开
轿车的农民

改革开放之后! 农民逐步解决了温饱!家
里不但有了余粮! 手里的存款也日渐多了起

来- 曾几何时!.状元户(%.万元户(成了当年人
们对于那些勤劳致富家庭羡慕的称呼!也成了
新闻媒体上的常用词-

在赵玉华上个世纪
&+

年代拍摄的一张黑白
照片上! 一个农民牵着一头又肥又壮的耕牛!笑
得合不拢嘴!此人的胸前%牛头上都戴着大红花-

.这是
'$&)

年!我为安皋镇出现的第一个
2状元户3拍的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

赵玉华指着这张照片说!.当时安皋镇安皋村
''

组农民孙明章养了四五头牛!成了安皋镇第
一个2养牛状元3!镇里专门开大会表彰了他!

给他和牛都戴上了大红花!还请我去照相- (

在赵玉华
'$$'

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安皋
镇的第一个.万元户(坐在戴着大红花的拖拉机
上!手扶方向盘!乐得眉开眼笑- 赵玉华说/.那
时候2万元户3很少见!这件事轰动一时!我们这
个地方几十里地以外的人都赶来看稀罕1 (

此后!.万元户(就很少出现在赵玉华的镜
头里了!因为.万元户(在人们眼里已经不稀罕
了- 赵玉华拿出一套他珍藏的照片让记者看!

这是他在不同年代给安皋村
%

组村民田光礼
一家照的.全家福(- 在

*"",

年拍摄的一张大
幅彩照上!田光礼一家幸福地站在一辆崭新的
面包车前!人物背后的楼房墙上还装着空调-

.这可以说是一个见证了农村
!"

年巨大
变化的典型家庭- (赵玉华告诉记者!

'$%&

年!

田光礼老年得子!第一次邀请他去家里照.全
家福(! 当时这家人住的还是茅草房! 家里很
穷- 后来!通过搞家庭养殖0手工修理!开展多
种经营!田光礼一家逐渐富裕起来- 这户人家
很喜欢照相!隔三差五地就要请赵玉华去给他
们照相- 第二次登门拍照时!赵玉华发现田光
礼家的茅草屋已经变成了两层楼房-

每次接到邀请!赵玉华就知道田光礼家又
有喜事了- 再后来!田光礼家又买了摩托车0拖
拉机- 到了

*"",

年春节前夕!赵玉华再去给他
们家照.全家福(时!发现这户农民又买回了一
辆面包车1

记者看到! 像这种农民在自家的楼房前0

新买的小轿车里照的.全家福(!反映农民.楼
上楼下0电灯电话(生活的照片!在赵玉华近几
年的相册里是屡见不鲜-

从奢侈到常态

'$%%

年!从小就热爱摄影的赵玉华向亲戚
朋友东借西凑!买了台三角架式外拍照相机-第
二年! 他在自己家临街的两间土坯房里挂上一
张画布作为背景!开办了安皋镇第一家照相馆-

开业伊始!照相馆的生意十分冷清-谈到照
相馆当初的情景!赵玉华说/.刚开始时!给人拍
张照片只收三毛三分钱!价格虽然便宜!顾客却
很少! 来照相的人大多数照的是证件上的半寸
像!证件照成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 那时!照相
在农村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谁要是花一块
多钱照张两寸的照片!就算是有钱人了1 (

进入上个世纪
&"

年代!农民的生活就像吃
着甘蔗上楼!是步步甜!节节高!赵玉华照相馆
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可是!照相对于农村人
来说! 仍然不是常事儿! 大部分农民只有在结
婚0小孩满百天0老人过寿以及逢年过节等特殊
的日子!才会照张相留作纪念-

随着.打工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广大农
民的收入迅速增加! 来照相的人也越来越多-

赵玉华翻出几张拍摄于上世纪
$"

年代的照
片!对记者说/.这是我们这里外出打工的人回
来过年时拍的照片- 以前农村人穿的都是粗布
衣裳和布鞋!你看!外出打工的人回来时个个
穿得都像城里人1 夹克0西装0风衣!啥样的穿
戴都有!脚上穿的都是皮鞋- 这几年!农民过
年0结婚时放的鞭炮也和从前不一样!都是上
万响的!把人的耳朵都快震聋了1 (

到了
*'

世纪! 各项惠农政策拓展了农民
的收入来源!照相机也进入寻常农民家庭- 赵
玉华说!如今!照相已经成了农村人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人们时不时地照张相留个影- 翻开
赵玉华近期的相册!记者发现!现在的农村青
年的打扮越来越新潮了! 姑娘们多是烫发!许

多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致富后的喜悦-

从流动摄影到开办影楼

不知不觉中! 赵玉华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
着时代的巨变! 他的照相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多次改变了模样-

.我的照相馆曾经是2宛北第一家3!因为
当年南阳市北部乡镇只有我这一家照相馆!就
连南召0镇平等周边县的人也来我这里照相- (

赵玉华自豪地说- 由于当时业务量很少!他只
好经常走村串巷!下乡去招揽生意-

渐渐地!照相馆里的顾客越来越多!赵玉
华成天不出门就忙得团团转- 近年来!安皋镇
上先后开办了六七家照相馆!赵玉华的业务量
却不减反增- 对此!他分析说!现在!农村发展
的脚步越来越快!农民富裕了!对艺术照0婚纱
照的需求量也越来越高- 特别是到了

*"""

年
以后!人们结婚时光拍婚纱照还不行!还要对
婚礼进行全程摄像!制成光盘留作纪念-

!"

年来! 为了适应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赵
玉华对自己的照相馆进行了多次改造!从土坯
房改建为砖瓦房!后来又搬进了楼房!变成了
现在的婚纱影楼- 他还请来郑州婚纱艺术学校
的教师!对自己的影楼进行规划- 赵玉华的摄
影棚也改造了多次!铺设了地板砖!配置了摄
影灯!装修成了有罗马柱的欧式和古典的中式
风格相结合的专业摄影棚- 他还招聘了

%

名摄
像助手!注册成立了婚纱摄影录像公司-

在
!"

年的摄影生涯中!赵玉华的照相机先
后更新了

'$

台!从刚开始时几百元一部的光学
相机换成了数万元的数码相机!他说/.农民的生
活条件好了!要求就高了!我也得跟上形势呀1 (

农村变迁
!"

年!天翻地覆方寸间- 抚今追
昔!赵玉华感慨地说/.改革开放

!"

年来!农民
确实得到了很多实惠!我是看着农村一步步富
裕起来的!我拍过的照片就是证明1 我相信!今
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我手里的
照相机还会拍下更多更美好的事物1 (

上个世纪
&"

年代农村青年的结婚照 当代青年的婚纱照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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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日! 兰州销毁了
'*

万条假烟$

虽然!这依旧是&

!

'

'(

(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来临前的一种宣传! 但与往年不

同的是! 今年兰州假烟销毁不再是简

单地一烧了之!而是采取一种&绿色销

毁#方式$ 从焚烧到&绿色销毁#!看似

仅仅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带来的却是

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

假烟年年焚烧引来质疑
和批评

每年.

!

4

'(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
临前! 兰州卷烟部门总要公开销毁一
大批查缴的假烟! 以体现烟草专卖部
门对假烟的打击力度和决心! 震慑不
法分子!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以往! 假烟销毁多采取焚烧方式!

这也是目前国内许多地方和部门处理
假货的重要方式之一-兰州烟草专卖局

专卖科负责人贺思红介绍!为了防止哄
抢! 一般都是在武警部门的押送下!动
用一二十辆货车!将假烟运输到一些较
为偏远的0 没人居住的垃圾处理场所!

浇上汽油或柴油后点燃焚烧-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 最近
两年里! 这种销毁方式遭到一些环保
人士和媒体的质疑甚至批评- 有人认
为这样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宣传效
果!但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给环境
带来了污染! 尤其兰州本身就是一个
大气污染严重的城市-

当地一些媒体报道说! 假烟焚烧
时 !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场面虽 .壮
观(!但现场空气中弥漫的浓烈的烟草
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这些烟尘随风
飘散到市区! 更是等同于强迫市民人
人抽烟-

媒体做!媒"假烟制木炭

在舆论的影响下! 兰州烟草专卖
局也意识到! 采取焚烧的方式销毁假

烟与当前国家所提倡的节约资源0保
护环境的理念不相符- 因此! 从今年
起!兰州烟草专卖局主动提出要.绿色
销毁(假烟-

但如何.绿色销毁(!烟能做些什
么!谁来处理这么多假烟!又怎样保证
这些假烟不再流通到市面上5 这对于
已经习惯焚烧处理方式的烟草部门来
说!是一大难题- 因此!兰州烟草专卖
局在.

!

4

'(

(来临的十多天前!找到当
地一家媒体!刊登了一则消息!向市民
征寻.绿色销毁(假烟的良策!同时寻
找合作伙伴-

报道刊登后! 很快就有几家企业
找上门来- 此时!烟草专卖局的许多工
作人员才了解到! 烟草其实还有很多
种用途!如制造木炭0石棉瓦0纸张等!

因而许多企业也十分乐意处理这些假
烟- 经过慎重选择!兰州市烟草专卖局
最终决定与兰州市西固区桃园村的一
家村办木炭厂合作-

')

日!记者在销毁现场看到!在公
证员的公证和公安人员的协助下!这
些假烟被一条条粉碎后! 烟丝被过滤

出来- 木炭厂负责人管齐林介绍!烟丝
将被压制成中空的棒状!然后炭化!制
成木炭- 粉碎0过滤出来的包装纸等也
将尝试用来制作木炭! 即使不成功也
没关系!还可以出售给废品收购站!用
于造纸-

据了解!今年将被.绿色销毁(的
假冒卷烟是兰州市烟草专卖局近两年
来查缴的!有翻盖兰州0翻盖芙蓉王0

全包中华0精品云烟0全包兰州0翻盖
中华0翻盖红河等共

!$)

个品种
'*-#*

万条!标值约
#(++

万元-另外还有
$++

多公斤的原辅材料- 粉碎这些假烟需
要数天时间! 这期间销毁现场将有公
证员和执法人员值守! 以防假烟再次
流通到市面上-

创新销毁方式
绿色环保又经济

反思这次假烟销毁过程! 全程参
与此次工作的贺思红认为! 最关键的
是观念的转变- 打破过去惯有的思维

后!.绿色销毁( 假烟做起来其实并不
难!而且经济效益0社会效益都十分可
观-

贺思红介绍! 往年的假烟焚烧销
毁方式!光助燃的油就得用

#

吨多!还
得有其他各种辅助材料! 耗费的人力
也不少& 而现在这种销毁方式则要节
省得多! 粗略估算烟草部门能节省

*

至
!

万元!而且几乎不产生污染-

不仅销毁成本节省了! 还实现了
废物再利用! 木炭厂也能获得一定利
益- 管齐林介绍!依据过去制造木炭的
经验!仅这

#*

万条假烟的烟丝!就能
制造木炭

#+

吨左右!如果包装纸也能
做成木炭!制造的木炭会更多- 而目前
兰州市场上的木炭价格在

*(++

元
.

吨
左右-

记者了解到!这
#*

万条假烟仅是
兰州近两年查获的假烟数量! 如果从
甘肃全省角度而言! 每年查获的假烟
数量达

#(

万条以上!这些假烟如能全
部.绿色销毁(再利用!产生的经济效
益会更高-

此外! 这种环保销毁方式既达到

了假烟公开销毁的目的! 又为社会所
认可!还为企业赢得了赞誉!可谓是一
举多得-

多年来我国相关部门销毁其他假
货! 也多采取简单的焚烧方式! 或碾
碎0破坏后当做垃圾丢弃!这不仅造成
了巨大的浪费!还带来了污染!有的还
得贴上.销毁成本(- 对此!兰州烟草专
卖局有关负责人反思说! 选择这些方
式销毁假货! 一方面是因为过去条件
不具备!没能找到更好的销毁方式&另
一方面也与相关部门或领导节约0环
保意识较为落后有关! 认为只有焚烧
假货!才能.出画面(!才能体现打击力
度!宣传教育群众-

对此!一些环保人士指出!从兰州
假烟销毁方式的转变来看! 很多政府
部门都有一些惯性思维! 但解决一件
事确有多种办法- 只要转变观念!多听
取群众意见!就能创新解决方式!获得
既环保又经济的最佳效果- 希望能有
更多的假货得到.绿色销毁(!变.假(

为宝-

据新华社

假烟被集中销毁 假冒伪劣香烟集中倾倒 准备用于燃烧发电假烟销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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