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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大学生爱上拍“最美证件照”
经化妆、服装搭配、修图等多个环节才完成

拍好一张照需一个小时，随后进行精修

杨旭恒家住舟山镇高下杨村，

在成为职业摄影师之前，便是一名

摄影发烧友。

“2012 年高中毕业后，我到城

区步行街找暑假工兼职，机缘巧合

进了一家摄影店打工，一干就是 3

个月。”杨旭恒说，后来去杭州上大

学，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经常会接触

到相机，拍会议、拍活动，时间长了，

就喜欢上摄影。

“读大三时，我开始留意上海那

边很流行的‘最美证件照’，希望有

一天自己能把爱好做成一份事业。

大四下学期的实习，我专门去杭州

一家知名影楼‘偷师学艺’，学拍照、

学修图。”身为土生土长的永康人，

杨旭恒身上也有着回乡创业打拼的

基因。家人起初不理解，希望他毕

业后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过经

他的反复沟通交流，最终态度由反

对转为支持。

杨旭恒的摄影工作室位于溪心

北区，面积不算大。记者走进工作

室时，杨旭恒正在帮客人修图。他

介绍：“客人需要化生活妆和挑选服

装，我们拍好一个人的证件照，一般

需要 1 个小时时间。拍完之后，我

们会进行非常细致的精修，让他们

满意为止。”

学习最潮的拍摄手法，每道环节都要“美美哒”

工作室开张后的第一位客人，

是杨旭恒同学的妹妹，通过微信朋

友圈找上门。“同学妹妹即将上大

学，来拍几张入学时用的证件照。

拍完之后，她非常满意，并向班里的

其他同学推荐，结果差不多整个班

的同学都来拍‘最美证件照’，甚至

连隔壁班的同学都上门。”杨旭恒

说，那几天没日没夜，修图修到深夜

一两点是常有的事，算是累并快乐

着吧。

在工作室服装区，记者注意到

有很多情侣装，白衬衫、水手服、情

侣 T、民国装，等等。除了服装和设

备，杨旭恒还请了化妆师，每道环节

都要力求达到几近完美。

杨旭恒曾接待过一对情侣，服

装、化妆都很好，但是一对着镜头，

两人就表现出各种不自然，要么是

女的状态可以，但男的不好；要么就

是男的进入状态，女的却不协调。

一连拍了十几分钟，都没有满意的

照片。

最终，杨旭恒使出后期修图大

招，从多张照片中选出各自神态最

完美的一张，分别抠图，然后完美地

合成。在一旁观看修图的情侣惊呆

了，连呼满意。

工作之余，他还经常上网，与同

行交流，学习国内外最潮最 in 的拍

摄手法。他希望通过镜头，为大家

找回最美的自己，也唤醒大家对美

的在意，对细节的追求。

外地产妇无家属在身边陪护

医生护士
轮流买饭献爱心
□记者 周灵芝

本报讯“永康二院的医生和护士就

像我的家人一样，幸好有他们的细心照顾

和帮助，我和孩子才能平安。”26 日，来自

贵州的杨归艳每逢有人夸赞她的女儿漂

亮可爱时，她都会忍不住补上这样一句。

事情追溯回 2016 年 11 月，救护车接

回一名特殊孕妇。该孕妇无家属陪伴，孕

期也未进行任何产前检查。妇产科医生

经全面细致地检查后发现，该孕妇宫口开

全，临产在即，情况十分危险。该院妇产

科医护人员秉承着以产妇及胎儿的生命

安全为先的理念，耐心细致地为她助产。

产妇顺利生产，最终母女平安，她们便是

杨归艳母女。

当医护们还沉浸在新生命安全降临

的喜悦中，杨归艳却将面临第二道难关

——无家属照顾。经验丰富的护士长李

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多次要求护士

们要更加悉心照顾产妇及新生儿，私底下

和护士们商议后，决定由交接班护士帮杨

归艳带早饭、中饭、晚饭，决不能让杨归艳

在医院饿肚子。产后第4天是杨归艳出院

的日子，可她却拿不出住院的医疗费，医

院让杨归艳先回家，等凑足钱再还。

4 个月后，杨归艳和家属带着凑齐的

医疗费来到了医院。杨归艳说，拖欠医院

的医疗费虽然归还了，可她永远也还不清

医护人员对她和女儿的情谊，那是一份沉

甸甸的“爱”，是难能可贵的仁心仁术。

□记者 陈凯璐 通讯员 吕倍思

本报讯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

信息传播越发快捷，有些网民却会

在不明确信息是否准确的情况下，

便把信息传播出去，导致不实信息

被传播，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近

日，市公安局网警大队就处理了一

起因传播不实信息，涉嫌扰乱公共

秩序的案件。

2 月 20 日，网警大队民警在微

博上发现一条写有“可怕！永康某

街道上有一起重大火灾⋯⋯”的图

文信息被多人转发，该信息配有一

段火情视频和一张被严重烧焦的两

具尸体照片，照片中的画面十分恐

怖。

见此情况，网警胡海笑立即采

取行动，他先与相关单位核实信息

的真实性，证实文中提到永康某街

道上确实发生过一起失火事件，但

火势不大，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即被

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紧接着他

搜集了相关证据，发现那张被烧焦

的照片曾出现在两年前的网络上。

该消息属于不实消息的证据确

凿后，网警迅速开展辟谣工作，同时

根据线索侦查找到了传播该消息的

始作俑者方某。经核实，方某系外

地人，5 年前来到永康务工，今年刚

满30周岁。

2 月 23 日下午，方某到网警大

队主动承认其传播该不实信息的事

实。原来，三天前晚上，方某在同事

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那段某街道的

火情视频，然后又在另一名好友分

享的信息里发现了那张人被烧焦的

照片。尽管照片上没有说明来自何

处，但方某还是把两件事联系到了

一起。于是，他将不是同一事情的

视频和照片结合起来，发表到自个

的微博上，并@了某官微。

方某的微博拥有 800 余名的粉

丝，他传播的这条信息很快被传播

开来。不少转载该信息的网民纷纷

猜测，就是因为某街道上的这场大

火烧死了照片中的两个人。

方某向民警坦白，自己原先本

意是好的，只想给大家提个醒。他

也十分感慨地说到，在没弄清事实

情况以前确实不应该乱发消息。

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规定，认定方某的行为涉嫌虚构事

实以及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

序。方某被处以200元罚款。

将不是同一事件视频和照片合并发上微博

一小伙传播不实信息被罚款

提起证件照，相信不
少人都有“不忍直视”的
经历：明明是挺好看的一
个人，但证件照上就是怎
么看怎么都不舒服。永
康一 90 后大学生杨旭恒
看到了大家的“焦虑”，推
出“最美证件照”，因为成
片好看，受到了学生、年
轻白领的热捧。

□记者 李争鸣

□记者 周灵芝 实习生 王依娜

本报讯“快看，那是马云吗？他什么

时候来永康的？还会种地？”26日，市民徐

晓与妻子开车经过象珠二村时惊呼，“马

云”正在路边的菜地里锄草（如下图）。

马云真来永康了？夫妻俩赶紧靠边

停车，询问附近一家工厂的门卫大叔。门

卫大叔看着夫妻俩吃惊的表情，淡定地

说：“他不是马云，只是长得像马云，他叫

王立，今年45岁，家住象珠二村。”

对于错将自己认当”马云“之事，王立

说，自从马云成为名人后，他的脸立马就

成了“明星脸”。去年去唐先镇看油菜花，

就有人将他错认为马云，随后要求与他合

影的人络绎不绝。

杨旭恒正在修图。

只因脸有些相似

象珠农民王立
常被误认为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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