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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树下 老人乐园

7月 29日下午，登封市迎仙公园

街头树荫下，老人三五成群聚集在

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不时发出

阵阵喝彩声。家住少林路的王大爷

说，每到晌午，他都会结伴来此地下

棋。现年 75 岁的李奶奶，是个十足

的象棋迷。“闲来无事，我就会跟大

伙儿聚在一起，下象棋，每天啥也不

想，可开心。”据了解，在此娱乐的老

人们平均年龄 60岁。虽然他们年龄

越来越大，但是他们非常热爱娱

乐。 登封金版 付晓文

过马路无视红绿灯，悬

8月2日下午2时，在登封市繁华

地段商埠街十字路口，记者驻足观看

仅 10分钟，就有超过 5个人闯红灯。

在路口北侧，一位刚闯过红灯的男

子，当被问及为何无视安全硬闯红灯

时，该男子满脸不耐烦。“反正这会儿

路上没车，过个马路也就几分钟，咋

会出事呢？”交警提示：遵守道路交通

安全就是珍惜生命，莫拿生命当儿

戏。 登封金版 王蓓

暑天大家外出注意防暑

8月2日下午2时，25岁的保险员

小付和同事骑着电动车走到登封市大

禹路时，小付突然感觉头晕眼花，浑身

发颤。“不会中暑了吧！”正在骑车的小

付赶紧靠边停车到路边歇息。15分钟

后，小付身体渐渐恢复正常。

登封西关卫生所胡医生提醒：夏

日高温天气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常

备凉药以防不适。 登封金版 付晓文

深爱嵩山，走上摄影创作的路

黄建松，1961年出生于嵩山脚下一

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跟着爷爷

在山上放牛，那时候他就喜欢看云雾弥

漫下的嵩山，喜欢看日出日落下的嵩山，

他就想如果把这么美丽的风景记录下来

该多好。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村里开了个照

相馆，放完牛一有空就去看他们照相，后

来给他们干杂活，时间久了也熟悉了。”

在照相馆老板的指导下，黄建松照了第

一张相片，并在多次的失败下终于洗出

了一张照片。“那一晚上我高兴得连做梦

都是去拍嵩山了。”

1982 年，黄建松和 4 个朋友凑钱

买了他的第一台照相机，如获珍宝的

他从此走上了拍摄嵩山的人生路，那

时候他发誓：要把万山之祖、五岳之尊

嵩山的每个美丽画面都拍摄下来，呈

献给世人。

历尽千险，几次爬出鬼门关

相机从黑白变成彩色，从胶卷变成

数码，时代不断变化，黄建松对摄影的爱

好丝毫未变。他说：“一个艺术爱好者，

艺术创作就是他的生命和灵魂，生命停

止了创作才能停止。”

1986年元宵，登封举行第一次元宵

烟花，为拍摄最美丽的烟花，他近距离拍

摄，被突如其来的烟花炸伤左眼。“手术

后，我躺在病床上，第一件事是拿来相

机，左眼几乎看不见了，好在我还有右眼

可以拍摄。”

“好的风景是要花时间和毅力等的，

嵩山最美的云海只有一小会，转瞬即

逝。”他经常伫立或匍匐悬崖边，美丽风

景让他陶醉，经常忘记自己深处险境，多

次摔下山没人管，“扭了脚伤了腰浑身都

疼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冬季雪天，为拍摄银装素裹的嵩

山。他冒雪上山住在峻极庙。“早上5点
我就站在雪地里，等着雾慢慢地散开，能

看见远处的山，那样云海最美。”为拍一

张自己满意的照片，他住在庙里少则 2
日，多则 25日。“拍好了，手冻了脚冻了

耳朵冻了，心里却是温暖的。”

为时代写真，为人民留影

30 多年，他拿着相机，跑遍了嵩山

的每一个角落：山川、峰峦、沟壑、泉涧，

别人没到过的地方，他都去了。嵩山成

为他最真诚的朋友，相机是他最亲近的

伴侣。“我无法不迷恋嵩山，无法不热爱

嵩山。”

他创作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国摄影

大赛，2013年，黄建松成为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

人像摄影学会会员，由中国摄影社出版，

黄建松创作的《神奥嵩山》已经面世。

“我要拍更多照片，让世界上更多的

人看到登封的美景！”

爸妈开店 9 岁女娃做“后勤兵”

8月 4日早上 7时，记者在登封市商

埠街中段见到了正在帮妈妈炸油条的徐

冰倩（如图）。身材瘦小的她一手叉腰，

一手拿着粗长的筷子，正娴熟地翻转着

油条，很快一条金黄发亮的油条便出锅

了。妈妈李梅告诉记者，去年 4月，她和

爱人徐果根来登封开办了“阿庆嫂”特色

美味小吃店。“随着生意日渐红火，每天

忙得不可开交。”今年7月7日，女儿徐冰

倩放暑假，便告别爷爷奶奶，独自坐上开

往登封的公共汽车。李梅说，徐冰倩每

天清晨 6点起床收拾碗筷。一直忙到上

午 9点才开始吃早饭。“俺姑娘打小便帮

他奶奶做家务，自从跟店帮忙，我可省了

不少心，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给妈妈做帮手 她就能歇歇了

3 年前，李梅夫妻俩在新密开了一

家小饭店。小学二年级的徐冰倩每周

末回家，都会主动抽时间帮她看店，打

扫卫生。记者发现，徐冰倩虽然腼腆

害羞，但却聪明懂事。妈妈一个眼神，

便能立刻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我还

小，不怕累，给妈妈做助手，她就有时

间休息了。”徐冰倩说，以后每年暑假

她都会来帮妈妈照顾饭店。“等我长大

了，不仅能给妈妈做更多的活儿，还能

保护她。”

家有娇女是个宝啊

家住中岳大街西段的何女士每天都

会来该店吃早餐，何女士说，她经常会看

到油条车旁站着一个小姑娘，动作熟练

地炸油条。“也不说话，帮着她妈妈忙前

忙后，这小姑娘聪明勤快，小小年纪，就

能给父母帮忙，真是难得啊。”何女士不

禁感慨，如今这年代，像她如此勤劳懂事

的孩子太珍贵了！

七旬老人挥鞭10 年

据王泰山说，10年前他身体健康，十

分喜爱长跑。“由于年轻时身体常年负

重，再加上天天跑步，渐渐地，腿脚越来

越不灵便了。”王泰山说，后来经人介绍，

他接触了铁链鞭。“起初挥小鞭，直到现

在能单手轻松甩 6公斤的铁链鞭。”王泰

山随手提起鞭子，轻松绕过头顶，“啪、

啪……”清脆的鞭子声震天响（如图）。

常年挥鞭练就铁臂功

由于长时间的锻炼，王泰山的双臂

异常粗壮结实。周围晨练的市民纷纷

表示，李泰山饭量十分惊人。“俺最厉害

时，一顿能吃三斤六两的白面，时间长

了，双臂练得像两个活手钳，十分有

劲。”王泰山指着墙角一个石墩子说，5
年前，他随手便能抬起重达百斤的石墩

子，每天清晨甩鞭子已成为他生活的重

心，“既能锻炼腰又能强化臂力，俺快乐

自在。”

“影艺狂人”拍摄嵩山30余年

从一个放牛娃成为中国优秀摄影家。

“从事摄影创作3 0 多年，我的身体被累垮了，一点积蓄也耗费殆尽，家里一贫如洗，有时候狠下心来，从此不再搞摄影创

作，可是一抬眼看到魂牵梦萦的嵩山，我就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

8 月3 日，看到以前自己日记里写的这段话，摄影家黄建松仍然是激动不已。登封金版 冯俊超 王思琪

黄建松在嵩山采景黄建松在嵩山采景

新密9 岁女娃暑假到登封帮爸妈开店

“妈，那边的姐姐要油条……”8 月4 日早晨，在登封市区商埠街，9 岁的徐冰倩动作娴熟地将油条端给顾客，随手收起餐桌

上吃剩的碗筷，一蹦一跳地朝厨房走去。今年暑假第一天，徐冰倩坐车从新密来到登封，给在登封开店的爸妈“搭把手”，

每天起早贪黑，乐此不疲。店内食客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她聪明能干真懂事。 登封金版 付晓文

挥鞭10 年练就铁臂功

7 月3 0 日清晨，天微亮。在临近登封市启母阙景区的环山公路旁，一声响彻山

谷的鞭声，打破了山林间的静谧。现年7 5 岁的登封市民王泰山，挥甩铁链鞭，意

气风发。登封金版 付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