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为村民免费拍全家福，照片后的故事令人泪目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满哥，你这笑得不够，再来一张啰。”在众人的笑声中，“咔！”快门按下，村民龙军祥一
家的身影定格在了李菡芮的镜头里。

这是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特别的一天。外地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开着车赶回来，老人们
也全部穿上了过年的新衣——他们要留下一张代表团圆美满的全家福。

李菡芮是这次免费上门给村民拍摄全家福的摄影师，从 2012 年起，她就以公益摄影师的
名义参与了很多公益活动。在湖南农道基金会的邀请下，她欣然接下了这个为村民拍全家福
的任务。

和一般的“写真摄影”不一样，拍摄全家福，更像是村民们的一次大聚会。在金鼎山乡
村相见小院里，大家围在火炉旁边，聊聊家常，画面特别美好。有人一进门就围在摄影器材
旁边，指挥熟悉的邻里乡亲们该怎么笑，怎么摆姿势。有人拿着多年前的老“全家福”对比
新全家福，感叹时光的变化。一位老人的子女无法归来，她问李菡芮，能不能把孩子们 P上去？

“全家福不仅仅是影像，更是家的象征，也是时代变迁、家庭生活的记录。”湖南农道基金
会理事长孙麟说。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金
鼎山社区村民的身上，或许也发生在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身上。它代表了奋斗、和谐、温暖与爱。
春节临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跟随李菡芮的脚步，采访记录下了全家福背后的故事。

它们或许平凡，但一定让你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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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公公那天，我把遗照捧在怀里带回家

口述：柳迎新
我从小一直住在组上，娘

家也是本村的，现在大女儿读

初三，小女儿上小学 4 年级。

我和老公、小叔子都是初中同

学。我和老公是前后桌，我上

学的时候老欺负他。读初中的

时候，村里人互相帮忙双抢，

他们家几个人和村里人一起到

我家里帮忙插秧。等到去他们

家帮忙的时候，我家只有我哥

哥去了。当时我觉得一个女孩

子去男同学家里帮忙不好，我

妈妈就说那不行，别人到我们

家来帮忙了，我们也要去别人

家，互帮互助。那时候刚好下

点毛毛雨，他们三个男孩子光

着膀子在外面干活，我也在外

面干活，他妈妈当时就说，你

回来，不要搞了，等下淋雨了

感冒，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家人

不错。

到我 20 岁的时候，我的婶

婶就给我俩做媒。我妈妈很赞

成，我们也觉得合适，就在一

起了。我公公不爱说话，但是

对身边的人，对家里的人，很

细心。村里随便一个人提起我

公公都是一个“好”字。我婆

婆 36 岁就得糖尿病，我记得

最深的是，每天起床，洗脸水

热的，公公送到她手里，漱口

水不管春夏秋冬，都是热的。

其实我婆婆并不是生活不能自

理，只是不能干重活。后来，

婆婆在我嫁过来不久就走了。

公公是 2019 年过世的，在湘

雅医院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脑

癌晚期，还扩散到了肺部。医

生跟我们说，你们就回家算了，

这种病就算住在医院也是没有

办法挽救的，如果你们有足够

多的钱，可以放在乡镇医院去疗养。我

和老公商量，觉得公公养大两个儿子不

容易，没享过一天的福，住院还是照

顾得好一些。

后来，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

公公就彻底回家住了。那段时间，老公

对公公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觉得这个

男人真的很孝顺和有担当。公公想吃

橘子，但是他不能吞咽，老公就把橘

子捏出水，一点点喂我公公吃。我就

问他为什么不直接买一点橘子汁，老公

说饮料太凉了，糖分太多了，怕吃了对

老人不好。

公公还是走了。送殡的时候，本来

说好是把遗像和骨灰放在一起的。但

是临时放的时候，我突然舍不得，要

拿回家。那天我穿一个长棉衣，我把

拉链拉开，把遗像反过来，放在怀里，

包在里面，我说老爸，我带你回家，我

舍不得你一个人在那里，然后就跑回家

了。

我和老公年轻的时候，两个人火气

都大，吵架的时候就是比谁的声音大，

但我们有点好，就是不冷战，说出来

就算了，所以人还是要多沟通，要将心

比心，以心换心。年轻的时候，我总是

骂他“五毒俱全”，爱玩，什么都喜欢

玩。后来我公公走了，我老公就变了，

什么事都做，把什么事情都搞得妥妥

的。现在孩子也听话，我还可以帮忙做

点村里的事情，我觉得日子很幸福。

李菡芮给村
民看全家福效果
时，大家都迫不
及待围上来。

夫妻同心，再苦的日子也能甘来
口述：罗静

我是 1997 年从外面嫁过来的。那时候在外面

学了电焊的技术，就找事做，找到了这里上班，然

后认识了我老公。

女的学电焊不容易，十七八岁，眼睛刺痛，脸

上刺得变黑，然后脱皮，然后又变黑，又脱皮。我

老公那时候就总是守在我边上，讨死嫌（笑着说）。

上下班也老是一路，我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家里条件差些，就住在

一个破瓦房里，什么都没有。我娘家条件还可以，

他就咬紧牙关，要把家里搞好。

结婚前，我 2000 元一年的工资，我妈一分钱

都没用，全部替我存起来了，结婚的时候就带了

6000 元过来，请水泥工建房子。结婚第二年，日

子稍微好过一点，我老公就出了车祸，开车的那个

老板也没钱，把车卖了，赔了我们几千块钱。但是

我们四处住院求医花了18 万元，到处欠了债。那时

候村支书看到我们家的情况，还特意给了我们一个

助贫的名额，给了我们 100 块钱。

那阵子，村里人都讲我们家估计这辈子都翻不

了身了。我们两口子不服气，自己出去到处找业务。

看到别人建房子，就去焊扶梯，别人装热水器，就

去装铁水管。老公手受伤后不方便，重活都是我干。

那时到处找事做的日子，太苦了，苦得没法说。

儿子出生没几个月，我们就出来做事，只能把他放

到他姑姑那里带。后来儿子 12 岁的时候，我们夫妻

把他接回来，他很不待见我们，又有点

叛逆，我们也无奈，就想出来一个办法，

到了寒暑假不上学的时候，我们不管去

哪里，都带着他。湘西、云南、贵州，

他跟着我们在车上颠簸，也理解我们的

苦心了。

2000 年的时候，我们创立了门窗品

牌“集盈堂”，那是我老公太爷爷的祖

业老字号，现在全国经销商也有 500 多

家了。虽然家里条件好了，但是我老公

人还是比较朴实，不像别的人赚了钱到

处喝酒打牌玩，他就是每天做事。我儿

子也蛮能吃苦的，每天清早就去拖材料。

我觉得家里要条件好，就是要舍得做事，

要吃得苦，不要讲排场，这样子日子才

会过得好，好得长久。

农村妇女，可以干很多有意义的事

口述：杨国庆
我 是 1983 年 嫁 过 来的， 娘家离这 里不 远，

1984 年生了第一个儿子，1987 年生了第二个。以前

几十年，老公一直在外面跑货运，一个星期才回来

一次，我就在家里做点村上的事，又做生猪中介。

夏天收猪的时候，凌晨 2 点就要出门，双抢的时候，

那就更忙了，种谷子、打药，都是我自己。建房子

也是我自己一个人买材料、给工人搞饭吃，搭着做

点事，建起了家里的第一套房子。

后来儿子大了，生活好起来。我媳妇也是个特

别勤快的人，2016 年，我生病割掉一个肾，她在医

院里贴身陪护，比我自己女儿还管得多。

反正我就是一个道理，但凡儿子和媳妇

闹矛盾，只骂儿子。      （下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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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为杨国庆，她
和儿媳妇都曾担任
村里的妇女主任，
出了名的能干。

左一为罗静，现在
她和丈夫与两个孩
子过着勤劳而幸福
的生活。

左三为柳迎新，
公 公 婆 婆 去 世
后，大家庭依然
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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