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苏州河最后的生活垃圾码头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水岸休闲步道；成片的棚户
旧里拆平后，矗立起现代化的商务高楼；昔
日上海民族工业的摇篮，如今已吸引了包
括世界 !""强企业在内的 #$%"家企业入

驻……被誉为上海城市发展新地标的苏河
湾地区，将重现上世纪初苏州河北岸沪上
“清明上河图”的辉煌。

位居苏州河北岸、有着 $&'(平方公里
面积、)&*公里滨河岸线的苏河湾地区，是
中国民族工商业、民族金融资本的发源地，
当年，这里有金城、中南、盐业、大陆等 +*

幢银行和仓库，素有“黄金走廊”之称，还有
上海第一家华商丝厂和荣氏家族的第一家
工厂———福新面粉厂，以及著名的“天后
宫”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河湾曾被誉
为沪上的“清明上河图”。
这里也是目前上海中心城区最后一块

可成片开发的“黄金宝地”。闸北区委、区政
府集聚中外智囊，对苏河湾地区进行了高
标准的规划和功能定位，要将其打造成可
与巴黎塞纳河畔“文化左岸”媲美的上海城
市 ,-./都心!宜人"商务"生活"环境#。

目前，苏河湾地区已投入使用的 +万
平方米以上的商务楼宇共有 #*栋，总建筑
面积达 +#%&0万平方米。本报记者 江跃中

!"#$%十年
! ! ! !谢荣生!国家特一级摄影师"上

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曾荣获$首

届中国德艺双馨艺术家%$首届上海

市德艺双馨文艺家%&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以及多届市劳动模范等称号#

现任上海谢荣生摄影工作室艺术总

监&培训中心校长#

我搞了一辈子摄影，大半辈子
是在国有照相馆工作，最近十多年
则自己创业。这十多年来，无论是发
生在自己身上的，还是整个上海摄
影业的变化，都非常大。

年过五十
带员工出去闯一闯
我原是平凉路上的康明照相馆

总经理，这家特级照相馆在老百姓
中口碑很好。不过，到了上世纪 (%

年代末，受到港台婚纱摄影的冲击，
国有照相馆由于员工老化、设备跟
不上等原因，陷入了困境，许多照相
馆相继关门、员工下岗。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再守着老照相馆，就是死路
一条，不如出去闯一闯。

+(((年，当时我尽管已年过五
十，还是带领 *名员工出来创业。杨
浦区政府、区服务公司对我很支持，
在许昌路上给了一间门面，谢荣生
摄影工作室开张了。

*个人要吃饭，首先面临的就

是开拓市场。我与一些企业单位联
系，从两方面入手找业务，一是不少
单位工会需要为职工拍全家福，另
外就是上门为女职工拍艺术照。春
节来拍全家福的也很多的。生意好
了，职工们的收入也上去了。

1%%+年，我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之前我三次被评为市劳模，都
是在国有企业工作时评的。这说明我
带领大家艰苦创业得到了各方肯定。

十年培训
学员共有五六千人
1%%+年，沪东工人文化宫改建

后，杨浦区总工会来找我，希望引进劳
模品牌。于是，我的摄影工作室就搬了
“东宫”。同时，我的一部分工作重心也
转到摄影培训上，因为这时候数码相
机刚进入市场，很多人想学摄影。
当时办摄影培训中心的初衷是

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那些
想自己开照相馆、冲印店的人培训
技术。我和老同事、技师王元祥等给
他们上课，除了理论课外，还安排了
大量实践拍摄课程。每次学员交来
作业，我都一张张写评语。从 +((2

年起，我先后出版了《实用婚纱人像
摄影》《新海派人像摄影教程》《人像
婚纱摄影教程》等几本书。
考虑到下岗职工白手起家创业

难，我在 1%%#年成立了“1+世纪数
码摄影”，总店在“东宫”，全市开了
十几家分店，让学员加盟，我上门辅
导，手把手教他们技术，效果不错。
“)%!%人员”徐玉成和徐粉娣夫妇
培训结业后，开办了桃浦地区第一
家数码婚纱摄影店，他们做第一笔
生意时婚纱都是问我借的。
我们学员从一年几十人逐渐增

加到二三百人，现在已达到每年五

六百人了。培训的层次也不断提高，
有 #%多名学员成为上海市摄影家
协会会员。我们这里还培训了一批
残疾人，有五六十名，大部分是聋
人，有一个是低视力的。聋人学员朱
德春进步很快，在全国摄影比赛中
获一等奖，也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平时，我们也经常做公益事业，

如敬老节免费为老人拍金婚照，为
老劳模、优秀志愿者拍艺术照。这个
月，我们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
开办一个少年儿童摄影培训班，面
向农民工子女和困难家庭子女，让
这些孩子接受文化艺术熏陶，更好
地融入上海。

沧海桑田
摄影业发生巨变
说起摄影业十年来的发展，真有

沧海桑田之感。十多年前，拍照片还

是一部分人的爱好，现在则大大普及
了，基本上人人都有数码相机，包括
手机都能拍照。你看，黄金周、世博
会，到处是拿照相机的人。在摄影专
业比赛中，原来都是胶卷照片参赛，
现在有大量数码照片、手机照片参
赛，甚至现在报纸上的新闻照片不都
是记者拍的，有时市民拍的更及时。
照片曝光动感等以前都要靠人的技
术来调节，现在都由高科技解决了。

专业摄影场所的工艺也不同
了。以前照相馆都是传统的冲印，废
药水都通过下水道排出，药水的污
染很大；以前对照相馆从业人员的
要求高，底片要用铅笔修，现在年轻
人可以用电脑修，只要想得到，都能
用软件完成，摄影创作的面更宽了；
以前的相纸都是感光材料，现在布、
金属、板、陶瓷等各种材料都可以把
照片影像印上去，更丰富多彩。

如今的上海，国有照相馆一家
都没有，都转为民营的了。摄影业的
从业人员也比过去多得多：以前全市
近 1%%%人都在传统的照相馆，现在
整个摄影行业有三四万人！而且现在
行业细分了，面更宽了，做得精了，
如儿童摄影、准妈妈摄影、少女写
真、全家福等都有专门的人来做……
并且还带动了很多后续的产业发展：
婚纱、背景制作、影室闪光灯具，以及
相册、相框、装裱等后期制作等。每
年上海举办两次国际摄影器材博
览会，每次每天参观人数都达 +%

万人。 本报记者 邵宁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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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来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请您谈一下发生

在您身上的一个具体变化$您怎样评价这种变化%

答!十年来，我从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变成摄影工作室的艺术总
监、培训学校校长，事业发展得益于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现在，我自己摄
影逐步减少，大量的是做培训工作。通过培训，让更多人掌握了摄影技
术，找到了新岗位，我觉得很欣慰。

!!您在为过去 !"年工作的成绩"事业的发展欣慰的同时$还有怎样

的一点遗憾呢%

答!用在学习、吸收其他艺术养分的时间总觉得不够。
!!新的 !"年即将开启$能否谈一下您或您的家人的一个心愿%

答!新的十年即将开始，祝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文化事业更
加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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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劳模谢荣生在国有照相馆陷入困境时，毅然带领7名职工出去创业

咔嚓，咔嚓，拍下后半辈子精彩
'同题问答(

! 今日苏河湾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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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最后的垃圾码头被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