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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20多年来，刘志海扎根于家乡商河——— 鲁北平原的一个小县城。他的作品看起来像一部悠长的商
河纪录史，风土人情皆是风景。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鼓子秧歌，讲述商河大事小情，留住商河发展中的温度
与感动。成千上万的照片传递出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摄影的执著，质朴间展示真情，平凡里透视变迁。拿起
相机的那一刻，内心只有一个想法：拍身边的人和事，用镜头讲好商河故事。

用镜头讲好商河故事
——— 商河县摄影家协会主席刘志海专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云云

退伍回乡，要把鼓子
秧歌拍给世人看

1989年，18岁的刘志海应征入
伍。在部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
触到了摄影，被那种凝固瞬间的影
像魅力深深吸引。于是，部队简陋的
黑白冲印小暗房和堆满摄影书籍的
资料室，是闲暇之余，他最喜爱的地
方。学好摄影，回家拍鼓子秧歌，这
个坚定的想法伴随着他整个军旅生
涯。

部队转业时，他有多种选择，当
提交申请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
选择了回家乡回商河。“提交转业报
告的刹那，我脑海里就一个想法，把
在部队学到的摄影本领带回家，回
商河把鼓子秧歌拍给世人看。”就这
样，他带着一摞专业摄影书籍，和几
乎花光所有补贴入手的照相器材，
告别北京回到了商河。

回到商河后的刘志海，扎根于
鼓子秧歌的世界里。逢年过节，只要
有鼓子秧歌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
他的身影。从最初的恢弘壮阔的大
场景到细节勾勒的人物特写，鼓子
秧歌在他的镜头里变幻着不同的身
姿。他将拍好的照片传到贴吧，论
坛，QQ空间里，给各大媒体投稿，让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商河的鼓子秧
歌，吸引了大批省、市摄影爱好者前
来商河采风。渐渐地，商河鼓子秧歌
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人的镜头里，
开始登上山东画报、齐鲁晚报等媒
体版面，商河鼓子秧歌越来越“火”。

“希望有一天，鼓子秧歌能火到全世
界，让越来越多的人能通过我拍摄
的图片了解鼓子秧歌，了解我的家
乡商河。”刘志海笑着说。

片比人出名，他是商
河人的“免费图库”

“刘哥，我需要几张商河城区环
境的照片，您能尽快发给我不？”

“好，我尽快找到后，马上给你发过
去。”这样的对话，在刘志海的生活
中时常出现。无论是政府单位还是
个人，需要照片，一个电话，他无偿
提供，他成了商河人的“免费图库”，
以至于“刘志海的照片比人要出
名”。在商河可能很多人没见过他本
人，但都见过他的照片，他就是网络
上都熟悉的专拍商河的摄影师“大
海映像”。

拍了20多年，刘志海的图库里
有几十万张照片，他没事的时候，就
喜欢整理、翻阅那些照片，那些过
往的人和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
和放电影一样。他有一张在大沙
河沿岸取景的照片，将画面定格
在雾霭朦胧的湖面，一人一船，徜
徉在大沙河的河面上，远远望去，
商河多了一丝烟雨江南的柔美。
照片很美，取景的过程却几多波
折。“摄影讲究光线，我前前后后去
蹲点半个多月，才等到合适的光景，
颇为不易。”

要想拍好照片，岂非易事，据刘
志海讲述，他曾经为了拍一张商河
的全貌，登遍了商河所有的高楼，差
点被小区保安当成“踩点小贼”；他
曾为了拍商河的雪景，寒冬腊月，徒
步走了大半个商河城，鞋被雪水浸
透；他曾为了记录商河创卫过程，跟

拍垃圾治理工作，被人称“莫不是个
傻子，连垃圾都拍”.......但当拍到好
照片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值得。

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好片，就
这样出现在商河的城市宣传册上，
出现在商河招商活动的介绍方案
里，出现在各大报纸商河内容宣传
上，出现在商河创建省级卫生县城
的宣传栏里，出现在很多商河人的
朋友圈里……

追光逐影，情系家乡。“作为
一名摄影人，镜头即是我的眼、我
的心、我的情，用镜头讲述商河的
大事小情。咱拍照片是为了啥？不
就是为了宣传商河吗？只要我拍
的照片有用，证明我做的就有价
值，这样干着就带劲。”刘志海笑
着说。

扎根基层，和一群志同
道合的人做着有意义的事

“主席，刚刚有几个摄影爱好者
打电话来，说要加入我们协会。”“让
他们准备好照片，确定好入会介绍
人，年会的时候直接来就行……”有
新人要加入，这对于正在筹备商河
县摄影家协会第八届年会的刘志
海，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在
2013年以前，刘志海都是“单打独
斗”，直到有一次去在建的滨河公园
取景时，他碰到同样去拍片的张吉
明。“当时看着背相机的人就很亲
切，经过交流后，发现商河也有不少
摄影爱好者，当时就想着能不能让
大家联系起来一起拍片。”

他和张吉明等人开始从网络上
发布征集帖，寻找摄影爱好者，组织
筹建商河县摄影家协会，吸引了一
群摄影爱好者加入他们。自2013年
协会成立那天开始，刘志海就和会
员们传递了一个信念：“拍身边的，
拍感动的；爱家乡，拍家乡。”他带领
大家深入广大乡村采风创作，郑路
珍珠红采摘节、怀仁杏花节……都
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近年来，配合县
直单位和部分乡镇组织摄影采风活
动数十次，受到了一致好评。

“我们扎根基层拍摄一个很重
要原因，是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将
商河推介出去，不是有句话说得好
吗，摄影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生
产力。”刘志海谈道，早些年，怀仁古
杏林和殷巷李桂芬古梨园还鲜为人
知，他沿大沙河采风拍回照片，在网
络和媒体发布报道后，吸引了很多
人前去看花赏景。随着旅游业的兴
起，原来的闲园子成了“打卡胜地”，
古杏林杏花节、李桂芬百年梨园采
摘节也成了商河每年的旅游节事活
动。“当下，人人都是旅行者，人人都
是摄影师，进入旅游和摄影结合的

‘全民皆兵’的时代，我们更要做好
宣传家乡的排头兵。”

于是，刘志海化身“旅游宣传大
使”，带着商河的风土人情走出商
河。近年，他多次邀请商河周边区县
摄影家协会到商河采风，将商河故
事讲给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来商河看看。在刘志海的积
极倡导下，商河县摄影家协会与济
阳、惠民、乐陵、临邑、庆云、宁津等
区县摄影家协会组成鲁北摄协联
盟，加强与各地联系。“能和一群志
同道合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情，是人
生一大幸事，我希望用镜头讲好商
河故事，将商河讲给更多的人听，让
他们通过我的镜头了解我的家乡。”
刘志海如是说道。

鼓子秧歌舞春风。

大沙河美景赛江南。

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着有意义的事。

刘志海镜头里的商河县城。

人物简介

刘志海，高级摄影师，中国
民俗摄影协会永久会员、新华社
签约摄影师、美丽山东图片库特
约摄影师、百度图片官方认证摄
影师、商河县摄影家协会主席。
1989年入伍，1991年入党，1993年
毕业于空军导弹学院。1996年调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宣传部，从事军事题材新闻摄
影、摄像以及文字撰写宣传报道
工作。转业后，源于对鼓子秧歌
的热爱，逐步确立主攻人文纪实
摄影的拍摄方向，其摄影作品获
国家、省、市、县各级影展影赛大
小奖项100多次。2014年被商河县
委评为全县党委信息工作先进
个人，2015年被评为齐鲁晚报优
秀通讯员，2015年被授予商河县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2017年被商河县委、县政府评选
为商河县优秀宣传报道员，2017
年被省委组织部、宣传部选评为
山东省第四批齐鲁文化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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