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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整理影像资料的王洪山正在整理影像资料的王洪山

36年来，王洪山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黄骅港从无到有再到强的沧桑巨变——

他用相机记录港城变迁
本报通讯员 周如凤 本报记者 杨玉霞

“这张照片只有一排平房，
你知道它是哪儿吗？”

“这片繁华的商业城，你知
道它是在什么地方建的吗？”

……
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

园区摄影家协会主席王洪山用
36 年来拍摄的照片，向人们讲
述黄骅港的变化。他用手中的相
机留住了黄骅港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沧桑巨变。

用相机见证港城变迁

如今的黄骅港，是辽阔的大
海、繁华的码头、秀美的港城。人
们很难想到，30多年前，这里曾
是典型的“苦海沿边”。就是在这
样一片盐碱滩上，奇迹般地“长”
出了如今的“新港城”。

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的人
叫王洪山，56 岁，是渤海新区、
黄骅市冯家堡人。

上世纪 70 年代，沧州人有
了建设港口的梦想。一代代建设
者攻克了一批又一批难题，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还清晰
地记得，这里原先到处都是盐碱
滩，第一批建设者们来测量的时
候，整个港口只有几间小房子，
连路都不通。”王洪山深有感慨
地说。

由于住的地方离港口建设
的地方近，王洪山经常看到人们
在忙忙碌碌地施工，便有了拍照
片的想法。

36 年前，20 岁的王洪山买
了第一部相机，又买来书籍学习
拍照。后来，他又陆续购置了冲
洗照片的设备。

不管是黄骅港煤炭码头打
桩施工，还是投入运营，王洪山
都用相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从
那时起，王洪山不管是教学、开
饭店、跑出租，还是开商店，都没

有放下手中的相机。
“热爱家乡有许多方式，我

喜欢用相机留住家乡记忆。”王
洪山笑着说。

骑着自行车去拍日出

1991 年冬，王洪山想去黄
骅港拍摄一千吨级码头刚营运
时的日出。

从他的家到码头大约有 15
公里。凌晨 3点，他穿上棉衣，带
好相机和三脚架，骑着自行车就
出发了。寒风呼呼地刮着，他全
身很快就冻透了。在一处有石头
的背风处，他支好三脚架静静地
等待日出。等到天亮了，人都快
冻僵了，由于阴天，太阳根本没
出来。

就这样，他一连跑了三次，
才最终拍出了一张理想的照片。
看着太阳从黄骅港码头升起，阳
光洒在海面上，那台大吊机成了
永久的历史印迹。那一刻，王洪
山兴奋极了，瞬间把所有辛苦全
都抛到脑后。

“想要做就必须努力完成，
不能留下遗憾。”王洪山就是怀
着这样一种热情记录着黄骅港
的变化。随着黄骅港建设力度增
大，又陆续建起了三千吨级码
头、万吨级码头、十万吨级码头
和二十万吨级码头……他都用
相机留下了宝贵资料。

爬到信号塔上“航拍”

在王洪山的“图片宝库”里，

还有渤海新区、黄骅市冯家堡、
渔沟村、狼坨和新村四个村 10
多年前的“航拍”照片。那时，根
本没有航拍的条件，王洪山是怎
样做到的呢？

说起这段往事，王洪山还有
些激动。10 多年前，没有无人
机，根本没有俯拍的条件，怎么
能拍到村子的全貌呢？王洪山围
着村子转来转去。如果不留下这
些村子曾经的模样，他觉得是一
大遗憾。

突然，村边高高的信号塔引
起了他的注意。好几十米高的信
号塔不就是天然的梯子吗？

王洪山背着相机就往塔顶
爬。

那是 2012 年冬天，寒风刺
骨。王洪山爬了 20多分钟，终于

爬到塔顶，他的手、胳膊和腿又
酸、又冷、又麻。塔顶上只有一个
人的空间，他便依托栏杆稳住相
机，选择拍摄角度。那次王洪山
拍得非常过瘾。

半个多小时后，他想背着相
机下来，不经意间往下一瞅，他
吓出一身冷汗。如果一失足掉下
去，后果不堪设想。

下来后，看到自己终于拍到
理想的照片，王洪山很快就释怀
了。他冒着危险拍摄的那些图片
资料，成为那个年代珍贵的影像
记录。

用坏10多部相机

黄骅港哪个地方要开工建
设，王洪山就赶在开工前去拍
摄。为了留住这些珍贵的资料，
王洪山这些年用坏了 10多部相
机。

王洪山平时吃穿都很节俭，
唯有买相机舍得花钱。20年前，
他把全年收入的 6000多元钱都
带上，去北京买了一部理光长焦
镜头相机，回来后没日没夜地研
究，连睡觉都放在枕边摸索……

2017年，冯家堡拆迁前，王
洪山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架航
拍机。为了拍的资料效果更理
想，王洪山一遍一遍地练习。没
想到，在一次练习时，刚买的航
拍机从 140米的高空摔下，瞬间
成了一堆废品。他忍住心痛，马
上又买了第二架。

“10多天后，第二架航拍机
到货时，冯家堡已开始拆迁了。
幸亏及时，否则就会留下遗憾
了。”王洪山说。

港城区四个村拆迁，他都留
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港城日新
月异，王洪山也在不断按下快
门。这里面，饱含着他的执着、信
念和对家乡的深深爱恋。

本报讯（记者 李婉秋）几天
前，家住市区的陈女士吃鱼时，不
小心将一根鱼刺咽下（上图）。没
想到，这根鱼刺竟卡在了她的食
管中，所幸陈女士就医及时，这才
化险为夷。

当天中午，陈女士炖了一条
鱼作为午餐。正当她一边用手机

“刷剧”，一边享受美食时，突然
感觉有鱼刺卡在了喉咙。陈女士
试图咳嗽几下让喉咙中的鱼刺

“跑”出来。谁知，鱼刺没出来，她
被鱼刺扎得前胸、后背疼，陈女
士赶紧来到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耳鼻喉科就诊。
食管 CT 检查，医生发现一

根长约 3 厘米的鱼刺卡在陈女
士的食管中，且鱼刺一端紧临大
血管。所幸，陈女士就医及时，这
根鱼刺没有引起食管穿孔。

随后，耳鼻喉科医生王宗杰
用了十几分钟顺利将陈女士食
管中的鱼刺取出。

医生提醒市民，被鱼刺卡喉
时，不要使用吃馒头或者喝醋等
方法，以免对身体造成更严重的
伤害。一旦身体出现不适，尽快
就医。

3厘米鱼刺卡进她的食管
医生用工具及时取出来

新闻边角

日前，市民齐先生发现路
边一辆车的车门没关，旁边地
上“躺”着一个包。这是怎么回
事？

当天 18 时许，齐先生下
班回家后将车停在市区一停
车位上。他关上车门，刚要走，
看到地上有一个黑色的包。

齐先生发现，旁边一辆车
的右后门没有关。“可能有人
下车时不小心丢了包。”齐先
生心里想着便将包小心保存

起来。看车门没有关，车内东
西很多，齐先生没有离开，开
始想办法联系车主。

齐先生围着车转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车主电话。随后，
他到附近门市里询问，也没有
找到车主。于是，齐先生守在
车旁，和交警部门取得联系。

经过一番努力，齐先生终
于联系到车主。此时，齐先生
已经守在车旁半个多小时了。

车主赶到后，对齐先生一

再道谢。原来，当天，他下车后
走得急忘了锁车门，后座的孩
子下车时不慎将包掉在了地
上，当时车里放着很多生活用
品。幸亏遇到了好心的齐先
生，才没有造成损失。

临时守护
本报记者 姚连红

本报讯 （记 者 崔 春
梅 通讯员 孟令伟）近日，盐
山一名电动三轮车车主发生追
尾事故后头部受伤，随时有生
命危险。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
事故处理民警刘勇、张世豪在
路上看到后，驾驶警车迅速将
伤者送去医院，使其转危为安。

12月10日晚上10点多，刘
勇和张世豪出警返回途中，经
过沧乐线盐山韩桥路段时，发
现一辆电动三轮车跟一辆大货
车发生追尾。驾驶电动三轮车
的男子呼吸微弱，处于昏迷状
态，头部还一直流血。

刘勇和张世豪立刻将伤者

抬到警车上，用最快的速度朝
医院驶去。很快，两名交警将
伤者送到医院急救室。经医生
诊断，伤者颅骨骨折且失血过
多，随时有生命危险。经过两
个小时抢救，伤者终于转危为
安。

三轮车车主出车祸颅骨骨折
交警送医救他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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