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群用心做公益的摄影人
鑫洋摄影协会

□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组建协会
承载摄影和爱心两个愿望

跟很多摄影协会一样， 起初 ， 鑫
洋摄影协会也是一个专业技术交流的
组织， 加入到协会的大多是喜欢摄影
的在职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

“入行多年， 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
摄影家， 以及在摄影理论、 教育、 技
术、 制作等方面富有成就的专家。” 许
洪绪告诉记者， 利用他在圈内的资源，
拉起队伍 ， 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
甚至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但如何建设
和带好这支队伍就不那么容易了。

凭借在其他摄影协会任职和以往
的工作经验， 许洪绪很快建起了鑫洋
摄影协会的组织架构， 协会内设秘书
处、 办公室、 栏目部、 安全部、 策划
部、 网络部、 培训部等行政部门， 并
任命了相关责任人。

此外 ， 每月组织1次到3次采风 、
通过网络聊天平台每周进行2次摄影作
品点评等活动， 让鑫洋摄影协会会员
们的摄影技术水平和团队凝聚力， 有
了一定的提高。

可类似的摄影组织在中国到处都
是， 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鑫洋摄影协
会又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带着这个问
题， 记者打开了一本 《鑫洋摄影协会
作品集》。

这本书里， 除了刊登很多风景类
的摄影作品外， 关注老人、 儿童以及
鑫洋摄影协会活动的照片， 十分引人
注目。 在他们的镜头里， 除了包含大
自然的美丽风光， 还有关注着老人脸
上的皱纹和孩子们天真的笑脸。

“跟鑫洋摄影协会的会员一起接
触， 你会发现， 他们除了拥有一双懂
得发现美丽的眼睛 ， 更拥有跟相机镜
头一样明亮、 美好的心灵。” 许洪绪告
诉记者， 他们的会员活动， 除了提高
摄影技术水平的专业活动外， 就是与
公益事业有关。

公益不停
播撒爱心镜头背后的希望

2015年4月， 许洪绪带领鑫洋摄影
协会的会员们来到了北京大兴区新秋
老年公寓， 他们在这里捐助成立了第

一家 “鑫洋爱心创作基地” 和 “鑫洋
爱心图书文化馆”。

“爱心基地和图书馆的成立， 意在
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让老人们拥
有健康乐观的心态， 快乐养老。” 许洪
绪介绍， 这其中涉及的费用均是由鑫
洋摄影协会会员们捐赠的。 “虽然他
们捐赠的钱数有多也有少， 但一片爱
心却都是一样的。” 许洪绪告诉记者，
鑫洋摄影协会所有的爱心活动都是由
会员捐款 ， 并通过公开明细等手段 ，
落实捐款， 让专款专用。

据了解， 有了这个 “鑫洋爱心创
作基地”， 鑫洋摄影协会会员们常常会
去老年公寓看望老人， 为他们拍摄照
片 ， 用镜头记录老人们的日常生活 。
“我们还在老年公寓开展了九九重阳摄
影大赛， 让会员摄影活动与爱心活动
相结合。” 许洪绪笑着说。

同时， 鑫洋摄影协会又在北京通
州人工耳蜗培训学校成立了第二家
“鑫洋爱心创作基地”， 通过开展活动，
为那里身患残疾的孩子们留下照片和
笑容， 并捐赠了总价值6万元的 “爱心
图书馆”。

除了在北京市内开展爱心 、 摄影
活动， 鑫洋摄影协会与国内外多家摄
影协会和机构有着密切合作， 鑫洋人
的爱心之旅也在逐步扩展到全国。

2015年9月， 鑫洋摄影协会的会员
们又不远千里， 去往甘南藏区的卓尼
县柳林镇设立了第三家 “鑫洋爱心创
作基地”。 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 会
员们与柳林小学的16个藏族贫困生建
立起 “1对1” 的结对关系， 16个孩子

不仅每个人收到了来自鑫洋摄影协会
会员捐赠的1000元助学金 ， 他们还将
与鑫洋会员建立长期的联系。 教授他
们摄影技术， 鼓励他们热爱生活。 许
洪绪说， “希望我们的捐助， 不仅仅
是让孩子们在生活和学习上有所改善，
也希望能在他们小小的心灵留下摄影
的种子和希望。”

说起捐赠认领的过程 ， 许洪绪还
告诉记者， 因为只有16个名额， 很多
会员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爱心和热情。
于是， 会员们就自发地为那里的贫困
学生捐赠学习用品和衣服， 送往藏区。

启动“助学工程”
保护传统民族文化

“经过三年的发展 ， 我越来越发
现， 鑫洋摄影协会会员是多么可爱的
一群人。” 许洪绪告诉记者， 会员们对
于公益事业的热情和对于摄影的爱是
一样热忱， 很多时候， 他自己都忍不
住为此感动。

但公益事业不是盲目的 ， 爱心也
不能过度泛滥。 为了组织好、 带领好
这群可爱的人， 许洪绪也琢磨了很多
事情。 2016年4月1日， 鑫洋摄影协会
终于开启了新篇章。 这一天， 由鑫洋
摄影协会发起的 “鑫洋爱心光影助学
工程”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民族
中学启动。

“为什么要发起鑫洋爱心光影助学
工程？ 该工程到底要做什么？” 面对记
者的问题， 许洪绪耐心地进行了一一
解答。

“喜欢摄影的人几乎都喜欢旅游 ，

我们在旅游采风中发现美丽， 用镜头
定格美丽。” 许洪绪说， 多年的行走让
他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充满了热爱与敬
畏。 “但让人惋惜的是， 随着时代的
发展， 很多传统的民族文化在慢慢流
逝， 光靠国家或少部分人的保护是远
远不够的。” 许洪绪认为， 保护和传承
传统民族文化需要更多人的加入。

而鑫洋摄影协会启动“光影助学工
程”，就是希望通过助学，建立起一支关
注和保护民族文化的队伍，特别是让更
多的孩子，加入到传承中来。

许洪绪介绍 ， “光影助学工程 ”
将面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
通过赠送摄影器材 ， 教授摄影技能的
方式 ， 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热爱摄影 ，
鼓励他们用镜头记录民族文化、 保护
民族文化。

在榕江县民族中学的启动仪式上，
鑫洋摄影协会会员向20个热爱摄影的
少数民族中学生赠送了相机， 并现场
教授他们如何使用相机和基本的拍摄
技巧、 方法。

一个正在读高一的侗族男孩在接
过相机之后 ， 对许洪绪说 ： “将来 ，
我要拍摄更多反映侗族文化的照片 ，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侗族文化， 喜
欢我们的民族文化。” 男孩像捧着宝贝
一样 ， 捧着怀里的相机 ， 满脸笑容 。
这让许洪绪瞬间觉得， “自己正在做
的这件事， 是多么的有价值。”

的确， 在少数民族中 ， 保留着很
多未知的民族文化， 也许只有少数民
族人民， 才能真正懂得如何记录和保
护。 许洪绪告诉记者， 除了赠送相机
和现场教授摄影技术外， 鑫洋摄影协
会还将组织这20名学生加入到协会日
常摄影作品交流当中来， 通过网络平
台 ， 让孩子们与其他会员同步学习 ，
在实践中提高摄影水平。

接下来， 鑫洋摄影协会还将走进
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 与少数民族学
校建立联系， 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学习
摄影， 爱上摄影， 培养发现民族文化
之美的眼睛。 许洪绪说， 今年， 鑫洋
摄影协会将至少走进10所少数民族学
校， 而未来， 鑫洋摄影协会将以走进
百所学校 ， 培养百名摄影师为目标 ，
为保护和记录少数民族文化贡献力量。

“我们因为爱好摄影走到了一起，更因为
同样怀揣着爱心，并热心公益事业走到一起。 ”
许洪绪是鑫洋摄影协会的主席， 一生热爱摄
影、旅游的他，怀揣着一份热忱，在2013年拉起
了鑫洋摄影协会这样一支队伍，吸引来自全国
各地的300多名会员参与其中。 许洪绪说，“我
们坚持鑫洋是平台、摄影是纽带、公益爱心是
事业的理念，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为更多人
带去快乐、理想和信念。 ”

许洪绪向少数民族学生捐赠相机

许洪绪跟少数民族孩子在一起

许洪绪与
通州耳蜗培训
学校的孩子们

13
2016年
5月21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社
会
纪
事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