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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透过镜头
把家乡事物美美拍出来
这位八旬乡土摄影师为家乡百工留影立传

6 月 12 日下午，永康市第
七届摄影艺术展开幕式如期
而至，明珠摄影艺术馆内人头
攒动，高悬于墙的 100 余幅摄
影作品引人驻足。鲜活生动
的影像涵盖了新农村建设、科
技改变生活、现代工业等主题，
呈现着城市发展变化、人民精
神风貌。

颁奖典礼上，两位白发苍
苍的老人紧握手中的“老骥伏
枥”奖杯，振臂欢呼。其中一
位是退休干部、原二轻工业局
副局长程同文。他与摄影意
外结缘，此后便一直以乡土摄
影师自居。自 2002 年起，他
坚定地踏上了保护、抢救、传承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
他耗费20年的心血，用手中的
镜头和笔头，为永康传统手工
艺著书立说，硕果累累。

丰富履历拓视野 意外结缘摄影拾趣
说起来，程同文今年已是84岁高

龄，可依旧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

出生于 1938 年 9 月，是方岩镇象陌堂

村葩陌自然村人。那时，正逢浙江省

政府迁驻方岩，不少省府机关都设在

岩上、岩下等地。一些头脑灵活、善

于经营的村民，就到岩下街做生意，

程同文的父亲也在岩下街开了间专

卖方岩货的店。

在热闹非凡的岩下街长大，亲历

一次次方岩庙会，程同文增长了不少

见识，并对家乡的优美风光和手工技

艺情有独钟。由于家境清贫，程同文

18 岁时进入方岩派溪供销社工作，后

因踏实肯干被提拔。1958 年 8 月，党

组织保送他到当时的金华地区工业

学校带资读书 2 年。毕业后，程同文

回到永康县农机厂任技术员，在试制

插秧机的同时，还热心参与插秧机手

培训班教学。不久后，组织又将他调

到永康科学研究所，分管农机具改革

工作。

大兴农村文化，1963年，他任寮胡

乡团委书记，创办农村剧团；大力振兴

工业，自1969年起，他先后参与筹办永

康溶剂厂、永康自来水厂、永康汽车电

机厂、永康小氨水厂等4家工厂；热心科

协事业，著就科普论文若干，1983年，他

被选为参加全国科普经验交流会代表，

进京受党中央领导接见⋯⋯工作中，程

同文用平凡创造辉煌，用奉献诠释忠

诚，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丰富的工

作履历开阔了程同文的视野，更惊喜的

是，因工作所需配备的一架黑白照相

机，则为他的摄影梦想插上了翅膀，让

他迎来了生命中第二个春天。

为做好科普宣传工作，程同文拿

出工作上的刻苦劲儿，见缝插针地钻

研摄影技术。掌握了构图、拍摄、冲

印等技能后，他更加坐不住了，一有

空就往外跑。他踌躇满志，自称乡土

摄影师，立志要透过镜头实现“把家

乡事物美美拍出来”的心愿。

由于长期在原市科委、科协、二

轻工业局等部门工作，程同文对工业

发展冲击改变传统手工艺业态可谓

是深有体会。为此，他给自己的后半

生赋予了一份“使命”：全身心投入到

挖掘、记录、传承传统手工艺中。

退休后，程同文并不热衷娱乐和

旅游，相机才是与他形影不离的挚

友。白天，他独自背着沉重的相机四

处采风；晚上，他就坐在电脑前制图写

作，常常忙到深夜。程同文的足迹遍及

永康城乡，曾到访过120多个村庄、30

多家企业，采访过300多名匠人，拍摄

了近万幅图片。

浓浓乡情映初心 对准百工笔耕不辍
不曾想，乡土摄影师的身份，就这

样跟随了程同文大半辈子。初心未

改，他坚定不移地将镜头对准永康工

匠、传统手工艺及家乡的风土人情。

退休后的20多年里，他马不停蹄地探

访方岩镇、唐先镇、舟山镇等地，相继

完成《百工流韵》《永康百工图》《丽州

古韵》《匠人新秀风采》《永康匠人》《故

乡寻梦同文摄影》等6本书籍和画册，

共计20多万字，采用图片1500多幅，

其中3本已正式出版。

程同文的书几乎囊括了流传至

今的永康传统手工艺。因其图文并

茂，可读性、参考性强，他的书或列

为第 15 届、17 届、19 届中国五金博

览会用书，或编入金华市婺文化丛

书，或成为永康技师协会用书。同

时，他自费制作百工五金图板，深入

机关、学校、乡村等地举办巡回展 30

多 场 ，近 距 离 传 承 发 扬 百 工 文 化 。

不仅如此，程同文又为石柱镇塘里

村塘里自然村、方岩镇独松村、经济

开发区长恬村等村的文化礼堂设计

“百工长廊”，让非遗文化以一种与

时俱进的形式得以在各个美丽乡村

扎根。

程同文告诉记者，第 15 届中国

五金博览会上的一幕令他久久不能

忘怀。“那届博览会上，来自 22 个国

家的外商都拿到了我的书。展会上

有个名叫保罗的英国外商翻阅后，对

永康老手工艺很感兴趣，于是在翻译

人员的陪同下特意到我家做客，向我

进一步了解情况。”说起这位外商的

这一举动，老人笑逐颜开，振奋于永

康的百工文化经由他的笔触走出了

国门。

将此生心血献礼建党 100 周年，

是程同文心中多年的期盼。去年，他

如愿以偿——市档案馆接收并永久

保存其图书画册。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程同文还慷慨地将近千本《永康

匠人》分赠给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

摄影爱好者、永康工匠等。他说，耗

费心血整理出的这些文化瑰宝，本就

是为了让大家共享，在非遗的传承路

上，哪怕多一个人了解、参与也好。

随着年事渐高，身边亲朋常劝他

“歇一歇，别跑了”，他嘴里应着，腿

脚却歇不下来。只见程同文坐在电

脑桌前，一边眯着眼慢悠悠敲击键

盘，一边摇摇头叹气：“时代发展越

来越快，很多老手艺渐行渐远，我得

赶在被湮没前抓紧时间呢！”面对永

康手工艺面临后继乏人、精湛技艺

濒临失传的困境，这位白发苍苍的老

人为留住“非遗”而惜时如金，奋力奔

跑。电脑屏幕上，新著《永康百工老

手艺》已编校完毕，不日便将出版发

行。这将是永康百工文化传承的又

一硕果，也是老人在逐梦路上又一闪

亮足迹。

融媒记者 马忆玲

本报讯（融媒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胡

永丽） 日前，市民徐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

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感谢民警雷中运帮

她追回5000元退款。

说起这笔“乌龙”退款，徐女士一脸无

奈。徐女士是我市某医院的收费员。今年

3 月初，受伤人员小肖住进医院治疗，其同

乡阿东（化名）和企业主陈某都为他垫付了

部分医疗费。经过 1 个多月治疗，小肖伤

愈出院，徐女士结算后，需退还小肖医药费

5000 元。根据交款渠道，徐女士将 5000

元退到了阿东的银行卡，但由于系统滞后

等原因，阿东一直未收到退款，查询也无记

录。徐女士以为阿东卡号不正常，又让财

务重新发起一笔退款，将钱退到了陈某的

银行卡里。几天后，徐女士查账核对，发现

两笔钱都到账成功了，等于多退了一次。

徐女士赶紧联系陈某，告知了具体情况，让

陈某把5000元退回医院。

陈某是江苏人，在我市建筑行业工作，

经常到各地出差。刚开始，陈某答应徐女

士有空会去退款，但一个月过去了，也没等

到他来医院。徐女士利用电话、微信等方

式联系陈某，都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拖延

着。徐女士心想也是自己工作失误，真要

不回来只能自己贴钱补上了。

5 月 18 日，徐女士上班时看到民警走

访检查，抱着一线希望，向社区民警雷中运

咨询解决方法。没想到，雷中运核实后，很

快就帮她联系了陈某。

雷中运根据徐女士提供的姓名、电

话，当面联系了陈某，表明身份后将徐女

士向派出所求助退款情况进行说明，让陈

某将 5000 元钱退回医院，不能难为别人。

陈某答应雷中运会在周末把钱退回去。然

而，徐女士在医院等了一天，不见陈某过

来退钱。

“我当时听了来龙去脉后，觉得尽管

这是系统原因造成，财务重新发起一笔退

款，结果两笔钱都到账，那多退的一笔理

应退还。这是一个诚信问题，既然承认有

多收到的退款，那就要说到做到。所以，

我觉得这笔钱有必要帮忙让他退回来。”

雷中运说。

后来，雷中运几次联系陈某，可他总

是口头上答应着，却迟迟没行动，最后还

把雷中运的号码也拉黑了。日常工作中，

雷中运对群众求助都是尽力帮助，时刻

想着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常说“只要是自

己接手的事就要尽力帮助解决，不解决

日后报警还是所里的事”。

为了尽快把这个难题化解，雷中运又

利用中午时间专门去李店工业功能分区找

到陈某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将情况说明后，

告知这钱应是属于医院所有，让陈某务必

将多收的钱退回医院。

经过一番耐心协调，5 月 24 日中午，

陈某主动联系了雷中运，称已将 5000 元

钱转回医院。这起复杂的退款事件终于

圆满解决。

收费员误转五千元
民警坚持不懈追款

程同文在台上发言

毒蛇误闯候车室
民警上演捕蛇记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徐晖 通讯员

郭庆辉）“你们快来，候车室座椅下有

蛇！”6 月 11 日上午，永康南站派出所内一

位旅客惊慌地说。民警闻讯急忙找来了

捕蛇和防护工具，赶往事发地点。

来到现场，只见一条长约 30 厘米，

头尖、身体黑白相间的蛇正盘卧在候车

室座椅底下。民警怀疑它是本地常见的

毒蛇后，便立即组织室内群众退至安全

区域。

经过仔细观察，民警找准时机，用

捕蛇工具将蛇夹入袋中，带出候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