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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档案馆摄影师郭刚———

用用““心心””记记录录下下城城市市之之变变

2 0 0 0年前后，济宁启动
了 对 来 鹤 小 区 的 棚 户 区 改
造，济宁市最大的棚户区即
将从城市版块中消失，为了
记录改造前的棚户区，郭刚
和他的同事张明华走街串巷
了半个多月，每一个院落、每
一条小路、每一个门牌号，他
们都进行了详实地拍摄。如
今，照片上的金鱼坑街、龙行
胡同、来鹤贯巷等街道也随
着 棚 户 区 的 改 造 而 不 复 存
在。

来鹤小区棚户区的位置
相对较低，但四周最高的楼
房也只有老运河东高 5层的
红楼宾馆和三八粮店，在两
座楼顶也未能拍摄到全貌的
照片。“当时特别渴望有一架
直升机来俯拍整个棚户区，
但附近比5层楼高的，只有三
八粮店后的水塔了。”郭刚回
忆 起 当 时 的 情 景 还 有 些 后
怕，他和张明华两人为了一
张满意的照片竟然爬到了水
塔的顶端，两人互相拉着对
方才留下了当时棚户区的全
貌照片，“来鹤小区棚户区的
改造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个
片区的开发翻开了济宁城西
南片区建设的新一页。”

2 0 0 0年，洸河路上的中
国银行大楼主体框架完成，
成为东城区最高的标志性建
筑之一，但是当时电梯却还
没有安装上，郭刚却背着3 0
斤重的摄像器材一口气爬到
了最高的 2 4楼，记录下了刚
刚开放的新世纪广场等标志
建筑。4年后，城区北部的三
郭片区开始拆迁开发，原来
的 这 个 片 区 基 本 上 还 是 远
郊，遍布着棚户区和煤球厂
等各类小工厂，郭刚每隔一
段时间就爬到舜泰园小区的
十二楼顶楼拍摄下三郭片区
改造过程，如今的三郭片区
已经高楼林立、商业繁荣。

“中国银行大楼和新世
纪广场标志着东部城区的崛
起，而三郭片区的开发建设
标志着北部城区的发展，这
些历史性的时刻我的相机都
记录了下来。”郭刚说，济宁
城的框架不断地变大，济北
新区、北湖新区这些城市的
新变化他也都在用“心”在记
录。

因为用“心”

才会动情

注重细节，展现变化中的美

郭刚，济宁市城
建档案馆的摄影师，
他的工作就是用手
中的相机、摄像机记
录下城市发展变化
中的点点滴滴。济宁
城，哪里有变化，哪
里就有他的身影。20
年的时间里，已经不
记得拍过多少张关
于济宁城的照片，为
了拍这些照片，他爬
过塔吊和暖气管道，
也冒着生命危险站
在楼顶俯拍过这座
城，他用“心”记录下
了济宁城2 0年来的
变化。

手中相机，是他的第二生命

25日上午，郭刚背着相机又
来到了北湖“鸟巢”，找到施工工
地的一处高点，仔细调整镜头，对
准正在施工的跳水游泳馆后，他
迅速按下相机的快门。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拍摄一
个重要的施工项目，从开工建设
前的景象到正式建设，甚至日后
的风吹日晒，都要用相机记录下
来。”郭刚在风吹日晒下拍摄济宁
已经有20年的时间，但是从外表
上很难看出他已经年逾四十，他
把这原因归结为“心态好”，“记录
城市变化必须要用心，而且要有

好的心态，这样才能留下美好的
记忆。”

郭刚1994年从军队复员后到
济宁城建档案馆做了一名摄影
师，自从摸到相机的那一刻，拍摄
城市变化的相机就几乎没有离开
过他。“在部队里常说枪是战士的
第二生命，而在我退伍后的二十
年时间里，相机变成了我的第二
生命。”

城市的变化往往要通过俯拍
的全貌照片才能更好地表达出
来，而郭刚为了像打仗一样抢占
制高点，爬过水塔、爬过暖气管

道、爬到楼顶还要站在楼顶的最
边沿进行拍摄。

2006年，济宁市生活垃圾处
理厂要扩建填埋场，可是山东省
国土资源局的老旧材料却显示填
埋场占用的土地为耕地，垃圾处
理厂扩建受到了阻力。得此消息
后，郭刚背着相机徒手攀爬到临近
工地的一个高35米塔吊的顶端，拍
下照片不久，垃圾处理厂才得以顺
利扩建。“如果不热爱记录城市变
化，完全可以从远处拍摄一组照
片。”郭刚说，每一张照片都是发
自对这个城市和工作的热爱。

远 处 的 通 信 大 厦 鹤 立 鸡
群，老运河中的河水波光粼粼，
南岸的老人在假山旁聊天，北
岸木栈道上的柳树绦绦。作为
一个济宁人，你一定不会对这
张照片感到陌生，它已经成为
济宁城美丽风光的经典照片，
被 无 数 次 用 到 城 市 形 象 宣 传
上，这张照片也是郭刚最为得
意的照片之一。

“这张照片是2008年‘按图索
骥’而来的，张明华1987年曾在草
桥不远处拍摄了一张老运河的照

片，21年后，我来到相同的地点，
发现只有草桥还在，周边的东西
全部都变了，济宁第一高楼通讯
大厦已经建了起来，原来的老运
河也重新散发出了新活力。”郭刚
说，20年的时间，济宁不但越来越
大，而且越来越美。

“张明华是一位老的摄影师，
他记录的大多是80年代和90年代
初的老济宁，而我记录的则是90
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济宁
城，我时常拿着张明华的照片去
寻找当年她拍摄的地点，更能对

比济宁城的变化。”郭刚指着一张
2009年的新世纪广场的照片说，
张明华相机里的新世纪广场原来
是一处建材市场，后来在新千年
到来前搬迁到北城区，成为现在
的薛口建材市场。

“我相机的新世纪广场则是
有着华表和喷泉的城市广场，城
市中越来越多常被忽视的小环节
开始被注重。”郭刚说，他所经历
的济宁20年，不仅仅是越来越大
的济宁城，而且是越来越美、越来
越细的济宁城。

本报记者 王洪磊
实习生 冯梦影

郭刚

郭刚于2008年拍摄下的古运河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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