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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第二届齐鲁拍客大赛昨日颁奖

29名草根拍客分享“星光”一刻

本报济南1月19日讯(记者
王倩 王若松 实习生

陈茉 ) 19日，由本报和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共同
主办的“为您生活添色彩”第
二届齐鲁拍客大赛颁奖典礼
在济南举行。17名拍客分获14
项大奖，7名拍客和1个团体被
评为“拍客之星”。

第二届齐鲁拍客大赛自
2011年5月1日启动，持续至
2011年年底历时8个月，共收
到拍客上传作品2万多幅，入
围决赛的412幅作品在本报拍
客版上陆续刊登。生活性、趣

味性、贴近性都很强的获奖作
品，引起了所有拍客的共鸣。

本次大赛共设单项奖、年
度大奖、拍客之星等奖项，经
过评委会多轮甄选，最终确定
了29名获奖者。其中，韩培明、
黄杰显、杨峰、毕永健、姜美
荣、龙洋、孔祥元七名拍客被
评为“拍客之星”，来自菏泽成
武县的王泽斌、徐坤、亓玉泉、
孔德政、王健五名拍客荣获

“拍客之星”特别奖。
在单项奖的设置上，共设

置最佳小动作奖、最佳大动作
奖、最具“鸡”情奖、最佳棚

“护”区奖、最具“骑行”怪状
奖、最佳重头戏奖、最具破坏
力奖、最佳作曲奖、最佳盖帽
奖、最大马力奖十个奖项。

来自聊城的拍客张志栋
凭借《“辛”郎大喜》作品获得
年度大奖，陈伟、张甜、亓玉
泉、时枫、刘卫民、武鑫分获金
银铜奖。

现场展示了本报“拎机一
动”拍客版部分精华版面，这
也让参加颁奖典礼的拍客非
常兴奋，他们举起手中的相
机，争相与齐鲁晚报拍客版合
影留念。

齐鲁晚报拍客版“拎机一
动”栏目创办于2009年9月，栏目
名定为“拎机一动”，意为拎起你
的相机去观察生活，留住精彩，
去寻找灵感与感动。目前已成为
山东新闻名专栏，也是本报最受
读者喜爱的品牌栏目之一。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是齐鲁拍客大赛的赞助
商，该公司山东省总监王海军
称，拍客版感动了很多读者，
包括他的家人在内，上至84岁
的父亲，下至10岁的女儿，都
争相做拍客，用手中的相机记
录下生活中难忘的瞬间。

凭借作品《大丈夫》，来自泰安的拍
客刘水获得了第二届齐鲁拍客大赛的最
佳大动作奖。刘水称，好的照片往往就在
一瞬间，他认为人越多的地方越有风景。

刘水在1992年就开始摸相机，但当时
以拍风景为主，尤其是泰山风光。其间发表
了很多作品，照片也被印成画册出版，但慢
慢地他发现自己在摄影方面遇到了瓶颈。

“我想到必须要转变。”刘水说。2006年
开始，刘水开始了“扫街”生活。

曾经有人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没有风
景”，而刘水则认为，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
各样的风景，人越多的地方越有风景。

在获奖作品中，刘水称他最喜欢
《无敌鸳鸯腿》，他解释，从图片中可以
看出中间的男子是儿子，而两边则是年
迈的父母，“这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饱
含浓浓的亲情。”

人越多的地方越有风景

济南拍客陈伟给自己的定位是“摄
影打工者”，但这是给自己打工，因为爱
好，所以拍客都是幸福的。

在现场，陈伟给记者分析起成为一
名拍客的必备条件。他说需要摄影基础，
但同时还要有一些运气和勤奋。而在他
口中的勤奋也就是说要做个有心人。陈
伟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在本届拍客大赛
中，他的作品《大驾“光”临》获得了金奖，
其实这个图片是他抓拍到的。当时跟他
一块采风的摄影师很多，但大家都顾着
拍大路边上的风景，就在他转头的一瞬
间看到这一幕，立即按动快门记录下来。

齐鲁晚报拍客团逐渐扩大，陈伟称
做拍客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乐趣，这也
正是他们最为看重的。

做拍客要做有心人

拍客杨峰在齐鲁晚报拍客团中很有
名气，他是首届拍客大赛“最佳年度大
奖”的获得者，今年又被评为“拍客之
星”。坐在会场的杨峰很激动，与其他获
奖的拍客一起分享经验。

在杨峰看来，拍客并不只是单纯喜
欢摄影，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因为他
可以为了拍到一张好片子苦等3天。

现在已经退休在家，更加有时间去
“扫街”摄影，杨峰称每天早上锻炼时都
要背上相机，上午是拍照时间，下午则是
固定整理照片的时间。每张照片，杨峰都
要加以备注，一些好的片子直接投给齐
鲁晚报拍客版。

本报记者 王倩 本报实习生 陈茉

为拍张好片苦等三天

拍客故事

5人团队荣获
拍客之星特别奖

本报济南1月19日讯(记者 王倩 王
若松 实习生 陈茉) 第二届齐鲁拍客
大赛获奖名单公布，菏泽成武县拍客团被
授予“拍客之星”特别奖。作为成员之一的
王泽斌告诉记者，拍客团中的3名拍客在采
风中不幸遇难，他们会更加努力拍照片，因
为他们不只代表自己。

王泽斌因高速公路封闭没有按时赶
到现场。“我想感谢报社，也感谢我亲密的
伙伴，虽然他们不在了。”电话中，王泽斌
说，他们5个人是亲密伙伴，每个周末都会
组织采风活动。就在去年11月他们外出采
风返回成武的路上发生车祸，亓玉泉、孔
德政、王健三名拍客不幸遇难。

尽管没有赶到现场，王泽斌嘱咐记
者，一定要代他向其他拍客问好。下一步，
他们继续将摄影进行到底，“他们虽然离
开了，但他们的精神会鼓舞我们。”王泽斌
说，他现在又发展了4名拍客。

“我们天天相机不离身”
拍下照片感悟人生，《拍客》让摄影迷们上瘾
本报记者 王倩 王若松 本报实习生 陈茉

在第二届齐鲁拍客大赛
颁奖典礼现场，每一位来参加
活动的人都背着一个背包。签
到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从背
包内掏出相机，将镜头对准拍
客版面海报以及每一位现场
的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拍客”，相机天天
不离身。

来自聊城的洪亚宾因作
品《荷捂器》获得本次大赛的最
佳盖帽奖。进入现场，他就急急
忙忙举起手中的相机，拍客版
面海报、签到处的工作人员、来
参加颁奖的拍客、本报摄影记
者都成为他镜头中的主角。

“不好意思，稍微让一下，
我拍张照片。”看到本报摄影
记者跪在地上拍摄照片，有心
的洪亚宾也赶忙向前按下快
门，将这一瞬间定格在相机
内。“摄影记者拍别人，我们也
可以拍他们，就看谁更有心。”
洪亚宾说。

颁奖典礼进行过程中，洪
亚宾也没闲着，与本报摄影记
者一起拍摄颁奖的照片。轮到
他领奖时，他才急匆匆将相机
放下跑上台。

不光洪亚宾，记者看到，
来参加活动的大多数拍客都
背着相机。获得年度大奖的拍
客张志栋也按捺不住，拿起相
机跑到颁奖台下“咔咔”按起
了快门，他说：“我们天天相机
不离身，这(拍照)才是最快乐
的事情。”

说起“拍客”这个名字，现
场很多人说，这是他们共同的
名字，也很庆幸有这么一个名
字。手中的镜头让他们观察了
社会，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

◎刘水：

◎陈伟：

◎杨峰：

获奖拍客大合影。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拍客作品集《拎机一动》深受读者欢迎。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张志栋《“辛”郎大喜》获最佳年度大
奖。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拍客们机不离身，随时抓拍。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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