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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车两个人近万公里行程6000多张免费照片

“爱心摄影师”黄明辉的故事

� �

再出发 好事做遍全国，也算一种“穷游”

“下一步， 我打算到更多偏远的地方去
为那些没有照过相或者腿脚不便的老
人服务，把这件好事进行到底。 ”黄明辉对

记者说， “之前曾有一个梦想，能够游遍全
国，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 像如今这样，可
以边打工、边服务、边旅游，也算是一种‘穷

游’吧。 ”

“下一站目的地：甘肃！ ”黄明辉踌躇满志
地对记者说。

首席记者张继疆
见习记者付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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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顶山到鲁
山，从驻马店到信阳，

从新县到商城……短
短一年多的时间，黄
明辉和他的夕阳红
爱心社区照相服务
队的足迹已经遍布
省内的多个城市，累
计为超过

6000

名老
人免费照相。 如今，

白天下县下乡为空
巢老人免费拍照，晚
上在中心城区几个
主要广场为老年人
服务，已经成为黄明
辉夫妇的主业。 这个
仅有两人的爱心服
务队，背后有着许多
令人感动的故事。

� �最开始 凭一腔热忱，他踏上“服务之旅”

黄明辉是河区东双河镇人，已过而立之
年的他，当过修车学徒、装过电话、修过电脑、

也打过零工，妻子在商场里卖服装，日子过得
也还算不错。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县里考察的
时候，黄明辉听到一位老人说，她老伴儿一辈
子没照过相，唯一的一张照片就是遗像。 这件
事深深地触动了黄明辉。 他意识到，随着数码
时代的到来，乡村照相馆逐渐没落，由于条件
有限，很多老人这辈子都没照过几次相，照片
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 于是，他萌生
出为老人们免费照相的念头。

说干就干，

2013

年
5

月，黄明辉只身一人

前往湖南湘潭“学艺”。

2014

年开春，花了大约
两万元钱购置了数码相机、 打印机等家当后，

他正式开始了“服务之旅”。

新县出国务工人口多， 空巢老人也特别
多，黄明辉最先去的地方是新县千斤乡和陡山
河乡。 刚开始， 也有人对黄明辉的行为不理
解，生怕他是骗子， “说是免费，照完后可
能就要钱了。 ”但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老人们口口相传，

就有了更多的人知道集市上有个热心小伙儿
可以免费为他们照相。有些老人照起相来比较
腼腆，黄明辉就耐心地引导他们，一次拍不好

就拍两次三次，最终将他们最美好的瞬间定格
在照片中。

黄明辉用爱心和热情为老人们服务，老人
们就用更加朴实的爱来回应他。 “感觉老人们
都特别可爱，留我吃饭、给我送水是常有的事。

有时候他们邀请我去他
(

她
)

家里吃饭，我不去，

他们就把饭做好端到我面前。每次临走的时候
还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明天还来啊’”，黄明
辉说，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都暖暖的，一种
被认可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这一路走来，感
动是黄明辉最常有的感受，感动的力量也让他
一直坚持了下来。

� �

最难忘 点滴的感动，汇聚成坚持的力量
自己开车到偏远的地方、甚至是手机都没

有信号的山区服务，路上吃不好睡不好，虽然
很苦，但黄明辉却用“享受”这个词来回首
这个过程，他说： “每次看到老人们满意的
笑容， 听到他们对我由衷的肯定， 我都觉
得自己在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在做好
事的过程中， 还游览很多不同的地方，虽
然只是‘穷游’，但依然很开心。 ”

在为老人们拍照的日子里， 有几件事情，

让黄明辉至今记忆犹新。 在东双河医院门口，

一位老人的儿女拿着老人的身份证，想让黄明
辉帮着翻拍一下拿来办医保，当时老人正在住
院，还插着氧气管。 翻拍的肯定不清楚，最终，

黄明辉把照相设备搬进了病房，为老人拍了一
张照片。

在河港镇大庙畈村，几个老人相互搀扶
着来照相，其中有一个老婆婆拿着去世的老伴
儿的照片，请黄明辉帮忙翻拍放大。 黄明辉一

看，照片很小，放大肯定模糊不清，就告诉老人
照片翻拍后不清楚。老婆婆很执着地请求黄明
辉：“这是我老伴儿，不清楚我也要，你就帮忙
放大吧。 ”老人还拿出老伴儿去世前两个人的
合影给黄明辉看，说这辈子她和老伴儿没照过
几次相，更没有亲密一点的照片，言语中流露
深深的遗憾。 黄明辉见状，主动提出把这张照
片也翻拍一下， 又用

PS

技术把老两口的距离
拉近了一点，让老人感动不已。

� �在路上 夫妻同行，再艰苦也要走下去
在黄明辉为老人们照相的同时，有一位女

士始终在他旁边默默地帮忙， 调整打印机、换
墨、换相纸、用镜框装裱相片，她就是黄明辉的
爱人。 从最初的一名商场服务员，到爱心社区
服务队的一员，她也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

起初，妻子并不理解黄明辉的行为。 但黄
明辉一个人开车去山区、有时候没手机信号联
系不上，吃饭也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偏僻
的地方找不到小旅馆就打地铺、点个蚊香睡
觉……“他开车安全不安全？ 能不能按时吃
饭……”这些都让妻子很挂心。 在黄明辉的多

次耐心劝说下，妻子选择了妥协，辞去工作跟
他一起去为老人们照相。 从此，夫妻俩一个照
相一个打印， 配合默契， 黄明辉也由当初的
“单打独斗”变成了夫妻二人快乐同行。 也
因如此，黄明辉疏忽了对孩子的爱，这也成为
他的遗憾。 由于夫妻俩长期不在家，孩子跟着
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已经上四年级的儿子没有
以前听话，看电视、玩电脑上瘾，学习成绩下降
了，让黄明辉心里觉得特别愧疚，感觉对不起
孩子。

黄明辉告诉记者， 免费给老人们照相，还

免费打印，我们已经赔本了，即使过塑收
10

元
钱，一个相框收十几二十元的，也只是个工本
费。 自己的免费拍照服务能够持续下去，最应
该感谢那位支持他义举的做煤炭生意的老板。

“我们现在到一个地方， 一天大概能照个三四
十张照片，免费拿走的占

1/3

，剩下的一部分过
塑或者配个相框。那个老板以超低的价格给我
提供打印纸和相框。如果不是配相框有微薄的
利润，我这两个人吃住、油钱都没法解决，也做
不长久。 ”黄明辉说，“仔细算算的话，平均每天
也就纯收入五六十元而已。 ”

黄明辉向老人展示拍摄的照片。 首席记者张继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