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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平今年 63 岁，很多人在这个年

龄已经安享天伦之乐了，但是文天平是

一个闲不住的人，从邢台广播电视台记

者岗位退休后，他又成了一名专职的摄

影师。出现在镜头里最多的是平民百

姓，“拍最平凡的人，拍最感动的事，把镜

头对准平民百姓，展现小人物的悲欢离

合，这是我一个摄影人的追寻梦。”这是

文天平制定的目标。

一开始他也像其他初学摄影的人一

样，对什么都感兴趣，一草一木都是他的

拍摄对象，可能是出于记者的敏锐和思

考，慢慢地他拍摄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民俗文化堪称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源远

流长，又弥足珍贵。一定要用镜头记录

历史，让光影告诉未来。”记者出身的文

天平有一种责任感。

2011 年，他带着女儿以拜年的方式

走进拾荒者的群体，利用 5 个多月的时

间，拍摄了专题作品《走进拾荒人》，反映

了这一城市底层群体奋斗的点滴，以及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因此获得了

“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拍最平凡的人和事

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 通讯员毕

玉婷）12月24日，邢台巨鹿县堤村乡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们如期拿到了免费奶粉。“太

感谢了，不但奶粉免费，还给送到家门口，

真是太感谢了！”堤村乡南陈庄村的陈怀喜

拿到奶粉后激动地说。

据悉，“国奶扶贫工程”是由中华少年

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联慈健康扶贫

基金会为配合国家脱贫攻坚行动而联合发

起的公益项目。该项目通过实施贫困家庭

婴幼儿奶粉援助行动，直接改善贫困家庭

婴幼儿营养状况，提高贫困家庭婴幼儿健

康水平。巨鹿县在扶贫工作中发现，有些

贫困家庭经济困难，婴幼儿喝不起奶粉，该

县便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发

函，申请到“国奶扶贫工程——贫困家庭婴

幼儿公益奶粉行动”项目。该项目对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中0～3周岁的婴幼儿，免费

提供 3 年的国产奶粉，所需奶粉均由双娃

乳业捐赠。

自去年9月该县国奶扶贫公益项目启

动以来，共为全县74个村的贫困家庭免费

发放了价值73万余元的奶粉，累计1168人

次受益。

“国奶扶贫工程”
惠及巨鹿贫困家庭

本报讯（记者刘岚 通讯员高体梅）12

月24日，京石高速公路涿州健康城收费站

正式开通，京石高速公路沿线收费站由17

个增至18个。

据了解，2013 年至 2014 年，京石高速

实施了改扩建，由于位置调整，原涿州影视

城互通只设置了北行方向入口，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已不能满足涿州市承接首都产

业转移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交通需要。在

涿州市政府和交投集团、京石公司的共同

努力下，健康城收费站成功建设并开通运

营。

健康城收费站匝道出入口位于主线收

费站两侧，分为东西两个收费广场，设有3

进4出共7条车道，其中进出口各设有ETC

通道1条。健康城收费站的开通运营可以

缓解重大节假日期间返京车流高峰给主线

站造成的保畅压力，部分车辆可从健康城

收费站下路，通过涿州地方旅游大道转行

107国道，缩短通过市区过境时间；同时为

涿州市码头镇在建项目健康城与中央电视

台影视城基地人员南北方向通行提供了极

大便利，不再绕行村镇和市集。

京石高速公路
新增涿州健康城收费站

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 通讯员张

玉坤）记者从邢台临西县文保部门获悉，日

前，该县文保人员在尖冢镇侯寨村发现了

一方明代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的石

碑，距今已有479年的历史。

据该村村支书侯善江介绍，这块石碑

立于侯寨村口处，碑文显示，明代嘉靖十八

年之前，他们村名为“小樊村”，后因村里的

侯氏家族富庶，名望高，才改名为“侯寨”。

这方明代嘉靖年间的石碑，青石材质，

长 200 厘米，宽 71 厘米，厚 22 厘米。碑文

内容用楷体书写，字体隽秀，刚劲有力，共

915个字。碑文详细记载了当地以侯文聪

为代表的侯氏家族成员构成。特别是对侯

氏家族乐善好施的家风作了详细介绍。

临西县文保所长张霞介绍，这方明代

嘉靖年间的石碑，外形保存完整，文字脉络

清晰，系较为少见的“家族传记”石刻，对于

了解明代的社会制度、风俗人情，特别是明

代官员的封赠制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为研究古代家谱文化也提供了实物

资料。

邢台临西
发现明代嘉靖年间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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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喜欢用“大山的儿子”称呼

他，因为他的足迹踏遍了邢台西部山

区，也有人说他傻，已经花甲之年还折

腾自己，他都哈哈一笑。文天平说通过

此次传统村落调查自己也收获很多，从

最初的懵懂到现在形成了一整套科学

的调查方法，几乎不走弯路。

文天平说，摄影路上，有忙碌、有心

酸，但也有惬意和丰盈的收获，自己是个

记者，在长期的新闻生涯中，养成了观

察社会、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他的

选题平凡而尽量做到深刻，摄影语言真

实朴素，编辑尽可能简练顺畅，既然选

择了这条道路，就有责任和义务去记录

时代发展的轨迹和百姓生活的变迁。

甘做大山的儿子

每一个村子都要做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从早期的 30 页，到后来的 80 至 90

页，几近成了一册书。在这期间，他除了

整理传统村落调查登记，还做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河北历史文化名村的调查，相

关的资料也要文天平整理，因为没人能

比他了解这些村子的历史。就这样他用

了三年半时间在邢台县16个传统村落组

织拍摄调查，并亲自撰写报告50份，相当

于给每个村都写了一部村史。

“我经常是早上坐第一班公交车进

山，坐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然后整理所

有的拍摄和文字资料，每个村子都不少

于5000张照片。”文天平说，为了等天气

拍出好照片，经常住在村委会办公室，为

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还要自学

PPT制作幻灯片，其实自己也担心，怕忙

乎半天到最后没有结果。

12月1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公布了《关于第五批拟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的村落基本情况公示》，文天平上

报的邢台县14个村子，有11个村子被命

名为“中国传统村落”。他长出一口气，

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也能给

山区的乡亲们一个圆满的答复了。

“接下来的工作还有很多，传统村落

怎么保护？怎么发展？现在村里人有什

么事，都愿意给我打个电话。”文天平笑

着说，自己俨然成了一个“顾问”。用他

自己的话说，为了拍好古村落，基本走遍

了每个山头，在邢台西部山区走出了300

多条拍摄线路。

丈量村子写下“村史”

2014年8月省住建厅、文联等部门联

合召开会议，在全省做传统村落调查，关

于邢台县的传统村落调查这一任务最终

落到了文天平的头上。“没有任何费用，

工作量非常大，开始我们有几个人，后来

慢慢就剩下我一个了。”文天平说，自己

就是村里走出来的，这件事也是自己愿

意做的。

做调查是一件非常烦琐的事，人员

少，开始时村里也不理解，认为是瞎折

腾，不会有什么结果，每到一个村子，文

天平还要耐心地做工作。“光在英谈村就

拍了 13800 张照片，跑了十几趟，拍照只

是其中一项。”文天平介绍，一个传统村

落的调查，包括建筑风格、村史演变、村

民服饰、非遗文化等在内的30多项内容。

他往往是拍着这个村子，提前做下

一个村子的工作。“后来就组织村里一块

帮忙弄，总得把这件事干下来，慢慢地就

感觉越来越有意义了，别看都是山区的

村子，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留下乡愁

真的很重要。”文天平说，虽然是一个人，

但是在村民的帮助下传统村落的调查还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2 月 10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网 站 公 布 了

《关于第五批拟

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的村落基

本情况公示》，邢

台 22 个 村 落 入

选，其中邢台县

有13个山村被命

名为“中国传统

村落”，而对于邢

台市摄影家协会

原副主席文天平

来说，三年多的

努力终于有了结

果，也给了长久

以来期盼的村民

一 个 圆 满 的 答

复，他也被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

授予“中国传统

村落守望者”的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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