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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记 第25期

更多精彩图片见齐鲁晚报拍客网
http：//zt.qlwb.com.cn/paike/

未经本报许可，严禁转载拍客图片！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许建立)

家有数码相机不会用？拍出来的照片
构图不理想，想找人指点却找不到门
路？这都不是事，跟资深摄影记者面对
面交流的机会来啦。

27日本周六上午8点15分，齐鲁晚
报第三期周末“拍课堂”走进市中区舜
耕街道阳光舜城，讲座地点设在济南
舜文中学北教学楼4楼会议室。

齐鲁晚报图片新闻中心资深摄影
记者将亲自走上讲台开展摄影公益大
讲堂活动,为社区居民义务讲解摄影
基础知识和技术，并带您在家门口进
行“实战演习”，边实践边学习。另外，
如果您在摄影实战中，拍摄出高水平
的作品，还能现场评奖且在报纸上

“秀”出来。
在第二期“拍课堂”交流活动中,

本报摄影记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摄影实
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摄影的构
图、曝光等基础知识，指明了摄影者常

见的误区，使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对
摄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课堂
上，社区居民咨询了很多摄影的基本
技巧，对于这些问题，强大的本报摄影
记者团都做了详细解答。

家住领秀城的王先生是摄影爱好
者，虽是爱好，但还谈不上专业，在前
两期的“拍课堂”上，王先生说的最多
一句话就是“学一点是一点”。在摄影
交流中，王先生表示周末“拍课堂”应
该坚持下去，大家共同学点摄影知识，
就能让生活更“靓”一点。

家住旅游路附近的刘女士说:“现
在能在家门口学怎么拍照片，太好了，
家里的高档单反相机终于不再当‘傻
瓜’相机了”。

在前两期的周末“拍课堂”上，有
的学员表示培训时间太短，不过瘾，想
跟晚报的摄影记者多学学。想交流的
话 可 打 齐 鲁 晚 报 读 者 服 务 热 线
96706100咨询。

第三期周末“拍课堂”本周六走进阳光舜城

跟跟资资深深摄摄影影记记者者面面对对面面交交流流““摄摄技技””

马洪利 摄

眼下，我家乡的南瓜成熟了，长得个个惹
人爱。虽然市面上的南瓜种类特别多，但我觉
得还是家乡的“土南瓜”最可爱。因为家乡的

“土南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当做
“救命粮饭”为人们充饥解困渡难关，也因
此被称作“男瓜”或“恩瓜”。有了这份感
情，也是我真心真意地把镜头对准南瓜的
主要原因。

在众多瓜类中，其他瓜类的形状大多
是圆形或椭圆形，而家乡的“土南瓜”却是
千姿百态，神情动人，各具风采。有莲花座
式的墩子鼓或圆枕头模样的，也有天鹅、
鸳鸯、山鹰、企鹅形象的，还有大肚子罗
汉、孕妇姿势的，更有个头很高的“人南
瓜”。似乎每一个不同神态的南瓜都有一
段精彩新奇的趣味故事。早就有拍一拍南
瓜的想法，刚好今年的南瓜“很长脸”，长
得千姿百态。所以，我就把相机镜头对准
了这些不同形状的南瓜。这些南瓜有的是
在山上拍的，有的是摘回家拍的，有的是
在街坊家拍的，拍出来果然让人“瓜”目相
看啊。

(拍客奖400元)

这是21日第二期
“拍课堂”本报记者徐延春
(左一)在和居民交流。“拍
课堂”上，本报摄影记者将
和您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拍
摄经验。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拍课堂”上，本报摄影记者将现场讲解点评您的当日作品。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用镜头记周记，记录您一周的生活故事，记录您的所见、所感、所想、所悟，拍客版全新的《周记》栏
目面向广大摄影发烧友征集图片。

记录生活的点滴，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幸福。如果你是一个既善于发现又有心的人，那么把你的
有“机”生活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读者吧。

请登录http://zt.qlwb.com.cn/paike/上传照片，作品题材不限，拍摄手法不限，拍摄器材不限，请附
上详细说明并注明拍摄时间、地点、摄影器材型号、通信地址、联系电话和真实姓名，稿件一经采用，即
付稿酬。

读者服务热线：96706100。

▲酷似“睡天鹅”的南瓜在“下蛋”。 ▲“秃鹰”与“兀鹫”在交流。

▲一群“企鹅”正在列队等待检阅。 ▲憨态可掬的“企鹅”南瓜。

▲一对双胞胎南瓜，神似鸳鸯戏水。

▲南瓜组成了个“福”字。

我家的“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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