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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使用技术美化证件照的现象很普遍，很多人都会对证件照进行精
修，让照片更为美观，但是也存在着过度修图，与真人相差甚远的情况。身份
证、护照等证件及考研报名等场合中，都明确要求不得对证件照进行任何修

改或过分美化。近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照相馆，了解证件照拍摄、美化、应用情况。

除了求职面试，证件照还广泛

应用于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官方

证件。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我市

的照相馆并不提供身份证、驾驶证

照片的拍摄服务。

据悉，2025 年至 2028 年，我市

居民第二代身份证有效期满换证的

年平均数量约为 4.76 万张，是正常

年份受理量的 5 倍。随着首批有效

期为 20 年的第二代身份证陆续期

满，以及其他年龄段人员的换证需

求，我市即将迎来身份证换证高峰。

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窗口，市

民依次进入人像采集区拍摄证件

照，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几秒钟就

拍完了。据悉，自市公安局开展“一

窗通拍、全域应用”的改革工作以来，

群众可就近前往任意一个张贴“浙里

拍照”标志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免

费拍摄符合居民身份证、护照和驾驶

证要求的标准公安证件照，并且在规

定时限内，可直接使用历史证件照电

子相片办理其他证件业务。

“在办理身份证时，市民需注意

着装和仪表，应穿着深色上衣，避免

佩戴饰物、化浓妆、染发或遮挡五官，

确保人像采集的真实性。”市公安局

行政审批科辅警王莉莉提醒道，在

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拍摄的照片不提

供修图服务，但可以通过“浙里办”、

支付宝等 APP 中的功能模块，免费

下载冲洗本人的证件照，还可以共

享各种规格、背景底色的照片。

同时，为了应对换证高峰，今年

以来，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已全面进

驻 16 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并

升级身份证拍照设备，与邮政签订

自助办理合作协议，拓展“警医邮”

网点的业务办理。目前，身份证业

务受理网点已从原先的 8 个增加到

19 个，进一步提升了服务效率。此

外，针对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

市公安局还开展办证“绿色通道”和

上门服务等举措，确保他们能顺利

办理身份证业务。

标准证件照一窗通拍全域应用

■记者手记

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证

件照的制作和应用在不断演变，但

其准确识别和代表个人身份的核心

功能始终不变。认真拍摄精致的照

片，追逐美好的形象无可非议，但如

果修图过度，改变了原本的人像特

征，则会给身份认证带来极大的困

难和不确定性，甚至还会为冒名顶

替等不良行为创造可乘之机。摆脱

“颜值”焦虑，接纳真实的自己，证件

照才能回归其本来的功能和价值。

融媒记者 徐婷婷 王昊

摆脱“颜值”焦虑 接纳真实的自己

年轻人喜欢精修证件照
有关人士提醒，追求美的前提，不能失真

记者走进金城路的一家照相

馆时，负责人蒋茹茹正忙着修图。

蒋茹茹告诉记者，她在我市从事摄

影行业已有 20 余年，平时来拍证件

照的人比较少，开学前或考试前会

多一些。

“在‘海马体’照片兴起前，大家

对证件照的要求不高，来照相馆即

拍即走。现在大家都喜欢把证件照

精修一下，希望把脸修得瘦一点，瑕

疵少一点，头发饱满一些。”蒋茹茹

说，现在拍摄的照片都是高清的，脸

上的斑点一目了然，而证件照在求

职、面试等场合使用较多，所以大家

都希望照片美观一些，可以提升自

身的形象。

皮肤美白、磨皮、去除瑕疵、让

人物形象更立体自然⋯⋯修图技术

好坏已成为年轻群体考量照相馆水

平的重要标准。在总部中心金贸大

厦楼下，王瑛婕刚面试完主播工作，

在和记者的短暂相遇中，她表示，拍

证件照时化妆要自然些，修图要精

致，但又不能太夸张让别人认不出

自己。“我会参考朋友们推荐的照相

馆，也有上网找，多方对比后，再选

一家适合自己的。”王瑛婕说。

消费者希望提升自身形象

“凭我多年的经验，修照片要合

理，面型、五官不需要改太多，这样

修出来的照片，基本上可以用。”楼

海霞在我市开了两家照相馆，其中

一家是现下时兴的网红风格，除了

为顾客拍摄、修出精致证件照外，还

可以享受定制服装、化妆造型等一

站式服务。这对于追求美的顾客来

说非常方便，但在价格方面比较高，

基本过百元。

另外，记者了解到，不少照相馆

在拍摄完证件照后，会按照顾客的要

求当面修图，有些则是统一在线上选

片、修图。记者通过网上查询当前受

欢迎的摄影品牌发现，针对教育报

考、签证等的证件照，这些品牌会同

时提供原始和精修两版照片，并提供

尺寸、像素调整等服务。

合理修图基本不影响使用

市民在拍摄证件照

上班途中出车祸
骨头几乎都“碎”了

全身换血三四次
“玻璃人”死里逃生

12 月 11 日，一名小伙捧着两束向日葵

敲开了市第一人民医院 EICU（急诊重症

监护室）的门。见到来人，医护人员喜出望

外，情不自禁地提出让小伙走两步。见小

伙行走与常人无异，医护人员打心底里为

他感到高兴：“恢复得非常好，看不出来你

之前是个‘玻璃人’。”

全身多发骨折
多次手术抢回一条命

小伙姓左，云南人，29 岁。今年 6 月 7

日早晨，他在骑车上班途中与大货车相撞，

导致多发骨折，全身骨头几乎都“碎”了。

“不仅如此，左某某还多脏器损伤，出

现创伤性血气胸、失血性休克、呼吸衰竭。”

市第一人民医院EICU 主任、主任医师王益

群回忆道，当时情况危急，多学科团队在急

诊抢救室马上对左某某进行胸腔闭式引流

术，将胸腔内的血水和大量气体引出，待其

身体指标改善后，再送到手术室进行脾脏

切除、胰腺修补、肠粘膜松解等手术。入院

第一天，左某某输血量达到3500毫升。

王益群介绍，像左某某这种多发骨折

的情况，应该马上安排骨折复位手术，因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骨折断端自然愈合会导

致复位不正，二次复位会对患者身体造成

更大伤害。但是，左某某生命体征不稳定，

实在不足以支撑骨折复位这种大型手术。

6 月 12 日，市一医多学科团队及时为

左某某开展了气管切开手术，为后续手术

打下基础。6 月 24 日，多学科团队为左某

某进行了第一次骨折复位手术。

手术很成功。可是，左某某很快出现

腹胀，初步判断为麻痹性肠梗阻,需要以腹

部按摩、灌肠等方式帮其改善肠道蠕动情

况。但难点在于，左某某是几乎碰不得的

“玻璃人”，护理难度极高。好在经过医护

人员精心护理，左某某病情逐渐好转。

输血超1.4万毫升
患者两次登门致谢

7 月 5 日，左某某的家属满怀感激地将

一面锦旗送给市第一人民医院 EICU 医护

人员，感谢他们的倾力付出。

患者家属的信任，给医护人员的又一

次战斗注入了强心剂。7 月 8 日，多学科团

队为左某某进行了第二次骨折复位手术。

在住院及手术过程中，又输了 6600 毫升血

和 4000 毫升血浆，再加上入院首日输的

血，左某某总计输血超 1.4 万毫升。以一个

成年人全身血液总量为4000-5000毫升计

算，相当于全身换了三四次血。

“之后，左某某转至骨一科继续治疗，于

8 月初好转出院。”本以为故事到此结束，没

想到，8 月中旬左某某拄着拐杖回院复诊

时，在家属陪同下来到EICU当面致谢。

如今左某某不日就要回云南老家了，因

此又特地来到 EICU 再次表示感谢。拿着

向日葵，医护人员都发自内心地高兴：“这场

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抢救可以说是一个奇

迹，看到左某某现在基本没有后遗症，感觉

当初40多个日夜的付出真的值了。”

融媒记者 李梦楚

医护人员照顾左某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