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 年 12 月 ，在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
影作品展上，何进文与
自己的获奖作品合影留

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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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乡野田间、街头巷陌、碧水蓝天……
2016年，何进文从鲁山航空修理厂退休
以后，把业余的摄影爱好转向了专业摄
影，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下鹰城的发展与
变迁。

从业余爱好到专业摄影

2月 17日，记者来到何进文家，书
房的一角堆放着一摞一摞的奖状。

“这都是多年来的获奖证书，年前
收拾屋子没地方放，我就捆起来先放地
上了。”今年60多岁的何进文说，他上学
时就喜欢摄影，但那时候没钱买相机。

1978年，何进文到鲁山航空修理厂
从事飞机修理工作，刚发工资就买了人
生中的第一部相机。每天忙完工作，他
就背着相机到处跑着拍照片。最初，他
的镜头定格的多是身边的人和景，由于
没有进行过专业学习，很多摄影技巧都
不会。为了学好摄影，他自己摸索、找
人请教。1984年，他又进入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画报社联合
创办的摄影函授学校学习，从此在摄影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机也换了一部又
一部。

何进文出生在军人家庭，其工作之
余拍摄的大多都是军旅题材，并多次在
《大众摄影》杂志、《中国摄影》杂志和《中
国摄影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千余
幅作品在国内外各级赛事中获奖，其中
《春天里的旋律》入选文化部（今文化和
旅游部）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
2013年海外“欢乐春节”图片展，此图片
展同时在100多个国家展出。

2016年退休后，何进文把摄影这个
业余爱好变成了事业，用相机关注热
点、焦点和重大事件，记录鹰城的发展，
日子过得充实有趣。

镜头记录时代的发展

“他的工资大部分都花在买相机上

了，无人机都买4个了，刚开始不会用，
不是摔坏了，就是‘炸飞’了，修一次几
千元，买一个1万多元。”何进文的妻子
丁永革说。

何进文笑着说：“还好妻子比较支
持我，而且这个设备买得也很及时，跟
着我一起见证了南水北调渡槽工程建
设。”

南水北调工程在鲁山县奠基后，何
进文就把镜头对准施工现场、对准工程
环节，一直跟踪拍摄到竣工，用上万张
照片反映和再现了世界最大南水北调
渡槽工程建设的伟大历程。拍摄期间，
他跟着工人坐着用轮胎和木板自制的

“船”到桥墩处，然后踩着简易的脚手架
爬上桥，甚至爬到塔吊上拍照片。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他拍摄的南水北调系列
作品多次获奖。2017年 11月 10日，他
的作品《建设南水北调大渡槽》获得第
二十届河南省摄影艺术展览一级佳作，
《沙河渡槽》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大众摄
影》杂志上用两个整版发表，《南水流过
世界第一大渡槽》在《北京青年报》整版
发表。

去年疫情期间，他做好防护，拿起
相机走上街头，拍空无一人的大街、坚
守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及复工复产
情况。随后，他又持续把镜头对准建档
立卡贫困户，记录鲁山县脱贫攻坚取得
的成果以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去年
12月 6日，他的《山窝窝的梦之队》《精
准扶贫结硕果》等4幅反映脱贫攻坚的
摄影作品入选“大决战——河南省脱贫
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近期由中国海

关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古县 河南鲁山》
一书中，收录了他60余幅作品。其作
品《文殊寺秋韵》分别在省内外获奖，并
被河北定州市博物馆永久收藏。

现在，何进文不仅是中国摄影家协
会会员，新华社、中新社等国家级媒体
签约摄影师、新华网河南频道特邀摄影
师、光影中国网总顾问，而且2016年和
2017年连续两年被新华网评为年度优
秀特约摄影师，2019年应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委特邀，作
为官方摄影师全程拍摄。何进文还曾
蝉联4届平顶山市摄影十杰，被平顶山
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何进文说：“我觉得学习从什么时
候开始都不晚，学习能让生活更美好，
更充实有趣。能用摄影来为群众服务，
回报社会，这样的晚年生活很有意义，
生命更有价值。”

退休后，他用镜头记录鹰城变化

□本报记者 王辉

2月 17日上午，市区创业大道高阳
小区里，不少居民来到小区广场健身、
娱乐、晒太阳。今年69岁的张更和老
伴也像往常一样，在此锻炼。其间，83
号楼居民夏连学看到张更夫妇，感慨地
说：“张更待老婆真好，整个小区难找。”

张更长年坚持不懈照顾病妻的举
动，被高阳小区居民传为佳话。

形影不离 陪伴妻子

张更家住高阳小区93号楼。当天
上午，他搀扶着七旬老伴赵爱英从轮椅
上起身后，缓缓走到一个拉力器前。赵

爱英左手拉着拉力器的一端，右手在张
更的帮助下拉起拉力器的另一端。

张更说：“她（赵爱英）患脑梗后，右
手不会动。”就这样，两人合力拉动着拉
力器，十分钟后，张更一手搀扶着赵爱
英，一手提着赵爱英右脚上的一根松紧
带，陪其练习走路。

高阳小区 12号楼居民熊腊梅说：
“这老头（张更）真好，要不是他照顾，他
老伴早没命了。人老了，身边没个伴真
不行。”

张更说，2016年 12月，妻子因患脑
梗落下了偏瘫后遗症，卧床不起，生活
不能自理。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赵爱
英的日常起居全落在张更身上。后来
经过锻炼，赵爱英的身体状况日渐好

转，借助拐杖可短暂行走，但右脚仍抬
不起来。张更在赵爱英的右鞋脚尖处
缝了一根鞋带，鞋带上又穿了一条松紧
带，以帮助赵爱英迈步。

悉心照料 坚持按摩

赵爱英还患有糖尿病，二十多年
来，她每天打两次胰岛素。自从她患了
脑梗以后，每天起床后，张更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给老伴打胰岛素，然后给老伴
穿衣、洗脸、刷牙，陪老伴上厕所。

张更说，妻子每天要吃三种西药，
一种中药或中成药。每个月，他要到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去取一次胰岛
素，临行前，他把老伴安顿好才能出去，

拿到药就慌里慌张地回家，生怕老伴在
家出意外。另外，张更还每天坚持两次
至三次给赵爱英按摩，每次按摩40分
钟至1个小时。

赵爱英患病前，张更早已从石龙区
一家煤矿退休，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
人，退休后依然到其他单位从事保安、
房屋维修等工作。赵爱英患病后，张更
终日陪伴在老伴身边，全心照料老伴，
不给子女添负担。

张更说：“自从老伴有病后，我一天
到晚，除了睡觉，几乎没有闲的时候。
当初忙得焦头烂额，后来想想，做人得
有良心，人家生病了，咱不能丢下她不
管。时间长了，也就了（适应）了。”

提及丈夫，赵爱英直夸：“好！”

好丈夫张更长年照顾病妻，无怨无悔

邻居赞：这样的好人小区难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