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人到照相馆拍合影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南京路步行街上的

“中华老字号”企业上海王开摄影有限公司。
“最近几个双休日，可能因为重阳节的关

系，来拍全家福的顾客特别多，不少年轻人带
着爸妈，或三口之家，或三代同堂。”王开摄影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啸笑着说，“老年人通常
都是拍摄的主角，全家围着老人转。有大家庭
几十人济济一堂为老人过寿，有海外学子抽
空回家陪父母合影留念，还有子女专为双亲
庆祝结婚纪念日。”

王开照相馆 !楼以“和乐馆”为名，有十
多人的专业摄影团队，专拍全家福。在“和乐
馆”门口，偶遇本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律
师田甜。“今天刚下班，我就拉着老爸老妈来
拍照，当作送给他们的重阳节礼物。”
近日在微博上看到许多人讨论“与父母

合影”的话题，田甜突然发现，在电脑和手机
里，竟没有一张全家福。“最近一次合影，是我
初三毕业全家去北京玩时照的，后来再也没
陪爸妈出去旅游过，也没有拍过合照。”她坦
言，学业重、工作忙，其实都是借口，“拍张照
片的时间，总归能抽得出来。这次趁着过节，
抓紧机会做点补偿。”站在她身旁的老夫妻
俩，打扮得格外精神，早已乐得说不出话来。

定制个性相册生意不错
专程到照相馆拍摄全家福的，毕竟也是

少数人。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同样可以收获
精彩的家庭合影。
昨晚 "时，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一家相

册制作店里，来自安徽的店员潘莉聚精会神
地盯着电脑屏幕，为一份全家福相册做后期
处理。小店的主业是制作照片书、台历、个性
相册，兼拍证件照。
“数码相机早就普及了，手机随时能拍

照，许多人还会玩单反相机，所以定制个性相
册的生意一直不错。”潘莉介绍，相册主题多
为 #类：写真及婚纱照；亲子照；第三类就是
和父母拍全家福，数量不比前两类少。
潘莉透露，照片内容既有陪父母旅游时

的合影，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抓拍。“相对而言，
拍全家福相册的晚辈，年龄大都在 #$岁以
上。”可能只有当自己成家立业，为人父母之
后，才会更加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短暂时光。
几天前，一个 !$多岁的老人来到店里，

说要做家庭相册。“我起初以为，老伯肯定是
为儿孙定的，没想到，他专程为了自己年近九
旬的父母而来。”老人提供的素材中，有不少
与父母的合影，既有泛黄老相片，也有新近数
码照。“他要求我们翻拍旧照，再结合新照，做
一本很有意义的家庭纪念册。”
潘莉深受启发，打算自制一本 %$&#年台

历送给老家的父母。“国庆长假回老家，特地
去补拍了几张合影。台历前几天已经寄出去
了，希望能让爸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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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近日联合京沪等地政府
微博发起“我与父母合个影”活动———

一张张合影见证一份份亲情
本报记者 曹刚

! ! ! !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针对痴呆

老人群体发放的!黄手环"#昨天在上

海 !个自助提货点免费发放# 不少发

放点的黄手环当天就被领取一空$ 中

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表示# 由于第一批

手环属于测试性发放# 数量很少#!将

加紧筹募资金#改进设计#生产出更多

的黄手环#逐步扩大发放区域#让更多

的老人受益$ "

!黄手环"以黄色为基色#手环上

横向印着!请帮助我"!"#$% &'(%"的

白色字样# 手环中部则是一个可以打

开的!信息存放口"#里面有写着老人

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有何疾病等基

本信息的纸片$ 新民网 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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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倚着爸爸，爸爸挨着爷爷，爷爷抱着
孙子，“啥都不说，看笑容就是一家人！”别人
的照片上是一家三口，陈东东上传的却是四
个“男子汉”。四世同堂、三对父子，其乐融融
的画面让不少网友会心一笑。

这张照片摄于中秋节，%"岁的陈东东刚
升级为人父，祖孙四代正吃着团圆饭。因为屋
里空间有限，就分开拍了男版和女版两组合
影，本是无奈之举，没想到别有一番风味，“小
有所养，老有所依，这就是幸福！”不少网友留
言祝福。“应老婆要求，一会儿把‘娘子军’合
影也发到微博上，凑成一对。”陈东东笑着说。
“让网友和爸妈合影很有意义，但不一定

是在重阳节，应该随时随地。老人嘴上害羞，
总说不要不要，其实心里是很开心一家人挤
一块儿的。”陈东东骄傲地告诉记者，在家里
他布置了一堵照片墙，贴满家人的难忘回忆，
“不过，下次家庭聚会时，我一定先选好位置，
来一张真正的全家福。”

和爸爸身份证照合影
看着合影中一张张盈盈的笑脸，却有一

帧照片让记者湿了眼眶。图片中，一枚女士钱
包里夹着一张艺术照，右下方空白处却是一
张黑白的男士寸照。“我爸 &米 '"的身高，年
轻时当过兵，穿正装很帅，在我心目中一直都
是伟岸的依靠，不会驼背，不会苍老。”透过微
博，可以感受到发布者王萍对父亲深深的敬

仰与眷恋。
从王萍记事起，父亲为了家庭生计常年

外出打工，很少有机会拍照，更别提一家人合
影。(年前，父亲意外离世，父女合影成了永远
的奢望。

离开家去大学念书时，王萍翻拍了父亲
的身份证照片收进钱包，和自己的照片摆在
一起，“和爸爸相处的&!年里没有一张合影，
无数个夜晚泪洗这辈子最深的心结，在我最
美好的时候，爸爸没看见我的美好。”

每月和爸妈外出旅游
看到微博上网友“晒”出的照片，王萍便

拍下了这张特殊的“合影”，“重阳节大家都在
用自己的方式感恩，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爱

爷爷，爱妈妈，家人是爸爸的全部，也是我的
全部。”

今年 '月 %&日龚雯静生日，她带着爸妈
来到杭州，美丽的西湖旁留下了三人的身影，
而这只是他们一家诸多“旅游成果展”中的一
张。结婚之后，龚雯静就经常带着父母游历中
国的大江南北，老公倒经常被她留在家里看
家，“老公以后有的是机会出去，爸妈毕竟年
纪大了，现在趁他们跑得动要多带他们出去
玩玩。”每个月她要组织一到两次的上海周边
一日游；每逢假日，她都要带爸妈去远的地方
玩。结婚一年半，他们已经去过了香港、北京
等五六个城市。每次出游，除了打点好房间、
车票，她还会准备水果、盐水牛肉等爸妈喜爱
的小吃。“带爸妈出去玩开销、行程方面都可
以安排得好点，让他们自己去的话就要省吃
俭用了。”接下来，她要把脚印留到国外，欧
洲、东南亚都已经进入了她的旅行计划。

见习记者 范洁 王文佳

#焦点故事$

照片墙上贴满家人难忘回忆

那些年，父母抱着你合影留念。如今，他们已
抱不动你，连拉一拉手的机会恐怕也很少。还记
得吗，你们上一次合影，是在何时？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10月20日发起“我与父母

合个影”活动，联合北京、上海、南京和成都等地

政府微博，号召网友上传与父母合影，引起强烈
反响。活动源于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晒”出与81
岁老母亲的合影，短短半天便收到上千网友贴照
回应。他建议，漂泊在外的游子，每年制定陪伴父
母的时间表，“尽孝从现在做起。”

#焦点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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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 ! !“我与父母合个影”的活动，引发网友关
注，大家纷纷上传旧时照片，感叹“人大了，和
父母的合影少了”。

自活动发起，众多网友“翻箱倒柜”找出
了不少“压箱底”的照片。有的是家庭聚会其
乐融融，有的是举家出行笑脸盈盈……每张
照片都诉说着一个家的故事。
“晒”照片“晒”幸福，网友为父母送上重

阳节祝福的同时，更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大胆说出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网友“幸
福的詹小蓓”的一组四张照片。从黑白到彩
色，照片中的小女孩成了新娘子，父母却日渐

老去。最后一张照片中，身披婚纱的网友走进
婚礼现场，一手牵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母亲
推着轮椅。网友微博写道，父亲瘫痪 !年半后
昏迷至今，面对父亲植物人的诊断，她和妈妈
除了心疼，更坚信父亲能听到他们说的每一
句话，“我希望像爸爸一样坚强勇敢，面对这
残酷而现实的人生，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除了爱，不少网友向“小颖 )*+”一样，感
叹原来跟父母的合影这么少，“突然觉得对父
母有太多的亏欠和愧疚”。网友“黑泡泡 ,$”
就此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以后每年都合个影
吧，和我最爱最爱的你们”。新民网 李若楠

“人大了，和父母的合影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