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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本报讯“坐端正，笑开心点……”在市区
建设路鹰城广场，一张张笑脸被定格。国庆长
假期间，由本报联合阳光数码彩扩中心举办的

“晚报为您拍全家福”公益活动正式开拍。本

报专业摄影记者进居民院、上广场，为报名参
加活动的家庭拍下了家人欢聚的动人时刻。

据了解，此次活动自9月15日正式启动
后，有不少家庭积极报名。在这些家庭中，
有普通的三口之家，也有一二十口的四世同
堂。有些家庭成员为了拍摄，特地从外地赶

来。其中，不少照片就是在居民家的小院或
家中拍摄，所以很多照片的主人公都穿着家
居服，透出浓浓的生活味，这是最真实的家
庭写照。

这些家庭的成员中，年龄最小的刚会蹒
跚走路，最大的已年过九旬。很多家庭都没

有留存纸质的全家福，有些即使拍过，也已
经遗失。本次活动结束后，阳光数码彩扩中
心会冲洗出10英寸大小的全家福照片送给
每个参与的家庭。我们也将从即日起，陆续
在《鹰城社区》刊登出这些全家福，向大家讲
述一个个平凡而温馨的家庭故事……

让笑脸定格在这一刻
晚报帮你拍“全家福”活动即日起开始展示

□本报记者 牛超/文 李英平/图

10月 1日，国庆节。市区建设路西段鹰

城广场上，游人如织。在健身器材西边的
一处草坪里，耿书文老先生和孩子们聚在一
起聊天，两岁多的重孙女在草坪上开心地

奔跑、玩耍。

四世同堂一家十五口

耿书文今年77岁，家住市区曙光街39
号院。其老伴寇春梅今年74岁。两人育有
两儿一女。“现在我们是一大家子，共有十五
口人。你看，大孙子都结婚有了孩子，我都
当太爷爷了。”耿老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从平
煤神马集团四矿退休的，老伴没有工作。“以
前条件差，要照顾孩子，哪有闲钱和时间照
相。后来条件好了，孩子们又都很忙，总是
聚不齐。”耿老先生说，六七年前，还没有重
孙女时，他们曾在市区摄影店照过一张三世
同堂的全家福。“当时大孙子在外地当兵，人
也不齐，而且照片现在也不知放哪儿了。有
了重孙女后，我一直想召集全家照张四世同
堂的照片，但他们不是这个不在家就是那个
不在家，一直聚不齐。”耿老先生说，虽然他
的三个孩子都在市区，但孙子、孙女多在外
地，“孙女在郑州上学，小孙子在公路段上
班，长期在野外工作，很难聚齐。”节假日、春
节和老人的生日，孩子们回家的时间也不统
一，所以照全家福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晚报这个活动不错。”耿老先生说，得

知晚报要举行拍全家福的活动，他很早就催
着女儿帮他报名，“这次说啥也要照一张。”

国庆节当天拍摄全家福

为了照顾在外地上学的孙女和在外地

工作的小孙子，耿老先生专门将照相的时间
订在国庆节当天。“祖国的生日，全家大聚
会，有纪念意义。”当天，为了赶上拍全家福，
老人的小孙子耿培龙专门向单位请了半天
假，从汝州赶回来。“这是爷爷的一个心愿，
而且又快到重阳节了，我怎么着也要满足老
人的愿望。”

拍摄时间原计划上午9点开始，但老人
的孙女还没从郑州赶回来。记者和耿老先
生一家在广场耐心等待，可偏偏又遇到高
速堵车，直到中午，老人的孙女也没赶到
家，而老人一家又要赶下午的班车回济源老
家。“少了一个，有点小遗憾。不过，这已经
是我家聚得最齐的一张全家福了，开拍吧。”

在草坪的绿树前，耿书文老先生和老
伴坐在石凳上，儿孙们则围在其周围。“好，
笑一笑，大家一起喊茄子。”随着摄影记者
的话音落地，“咔嚓”一声，一张四世同堂的
全家福被定格在这一刻。

四世同堂照下一张全家福

□本报记者 王民峰/文 李英平/图

10月2日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天气晴
好，87岁老人牟淑英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来
到鹰城广场欧式剧场，大家都精心打扮了一

番，本报摄影记者选好角度，调整好光圈和
快门，认真地为他们拍摄了一张全家福，记
录这幸福美好的时刻。

全家福拍好后，一家人拿着相机争相观
看。牟淑英仔细数了数，照片里一共25个

人，最小的娃娃仅8个月，她高兴地说：“不
愧是专业的，拍得真好！全都聚齐了，一个
也没少。”

拍摄四世同堂全家福

最早获悉“晚报为您拍全家福”公益活
动消息的是牟淑英的大儿子张平生，他将这
一消息告诉全家人后，大家都很兴奋，虽然
平时聚会时也拍过照片，但总因各种事导致
人聚不齐。

“如果四代人能聚在一起，正式地拍摄
一张全家福，肯定特别有纪念意义。”张平生
说，母亲操劳了一辈子不容易，在重阳节当
天拍摄全家福，是送给母亲和家人最好的礼
物，“大家也聚一聚，相互交流交流，热闹、开
心”。

据张平生介绍，父母均为山东烟台人，
为支援平顶山建设来到此地，共育有三儿三
女。父亲曾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文革期间遭受迫害
去世，后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兄妹六人
是母亲一人拉扯大的。

“俺妈这一辈子不容易，没有工作，一
个人拉扯俺兄妹六人长大，可是吃了大苦
了！”张平生说，他觉得母亲为这个家付出

了太多太多，那时候，母亲晚上12时之前就
没有睡过觉，“白天干活儿，晚上纳鞋底、缝
衣服”。

牟淑英说，以前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但总算“都过去了”。现在，她跟着大儿子一
起生活，子女都很孝顺，她很知足：“二十五
口人聚在一起，正式拍摄四世同堂全家福，
这还是头一回，心里可高兴！”

一家人和和睦睦

牟淑英的大女儿张春梅说，父母都是有
文化的人，对子女的教育颇为严格，“父亲从
小教育我要尊老爱幼，生活要艰苦朴素”。
兄妹之间，谁遇到难事，大家都会齐心协力
帮助。

人们常说“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小社
会”，现在他们这个小社会很和谐。“无论大
事、小事，我们都会一起商量，讲究民主嘛！”
张春梅说，只要遇到事情，大家都不退缩，而
是想办法出主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
力”。兄妹们还为母亲办理了一张银行卡，
一同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牟淑英说：“一家人和和睦睦的，我这一
辈子也就知足了。每个小家庭都幸福了，社
会也就和谐了。”

四世同堂全家福，他们笑得真开心

10月1日，耿家老少十四口人会聚在市区鹰城广场照下了这张全家福

10月2日，87岁牟淑英在儿孙的陪伴下拍下了这张喜气洋洋的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