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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大年初一，“百花迎春——
中国文学艺术界2025春节大联欢”通过
央视电影频道、各个卫视频道和网络平
台正式播出，95 岁高龄的浙江日报原高
级记者徐永辉又一次登上电视荧幕，带
着他75年来的影像作品，向全国人民再
道一声：新年好！

1月11日傍晚，联欢会录制结束时，
我们在首都体育馆门口同徐永辉相遇。
腊月的北京，气温已经零下，95岁的徐永
辉穿着笔挺的西装，精神矍铄，脸上洋溢
着迎新的欢喜。“今天我非常感动，这一次
是被自己的作品感动！”走出会场，徐永辉
久久未能平静，向我们分享着现场的细
节，他拍下的一张张照片跨越70多个春
秋，伴着情温意暖的歌声缓缓放映，现场
掌声久久未停。

台上的照片，让徐永辉又回想起
1950 年他第一次见到叶根土一家时的
场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
的人民好喜欢⋯⋯”直到 75 年后的今
天，徐永辉哼起这首歌谣，仍会想到那稚
嫩的童声，每每提及，百感交集。“当时拍
完以后，我就把这张照片里的人牢牢记
在心上，他们是我要永远采访下去的
人。”年过九旬，徐永辉拿起他在嘉兴七
星乡拍下的第一张叶根土的全家福时，
还是有说不完的话，像极了当年那个满
是冲劲的20岁小伙。

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进，徐永辉的脚
步也一刻未歇。75 年，他用镜头记录家
国巨变，从一户户小家庭的衣食住行、教
育医疗中梳理出新中国的发展脉络。此
前，我们曾和徐永辉面对面，回望那些已
经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故事。

大年初一，95岁的浙江日报原高级记者徐永辉再登央视荧幕

回望75年 镜头刻录新中国巨变
本报记者 俞碧寅 朱海伟

“看到他们的生活以后，我非常难
过，也迫切地想把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
苦难记录下来。”1950年，面对穿着破烂
的孩子和久病缠身的女主人高阿二，当
年20岁的徐永辉深受触动，为叶根土一
家定格下的这张全家福，也坚定了他开
启跟踪摄影的决心。此后，徐永辉花了
十年的时间寻找叶根土一家，直到1959
年夏天才在台州黄岩与他们再度重逢，
为他们拍摄下第二张全家福。在那之
后，叶根土家里的大事喜事，徐永辉几乎
都在现场，陆续拍下近万张照片。

叶根土一家的变化，代表了新中国
成立后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变迁，是
中国无数农民家庭奋斗历程的生动写
照。2025 年 1 月，我们跟随徐永辉来到
北京，他向我们展示了珍藏多年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拍摄于2004年新春之际，
在叶根土的二儿子叶兴友家中，四世同
堂，阖家欢乐。画面里的叶家人脸上洋
溢着灿烂的笑容，面前的桌上摆满了丰
盛的菜肴。

岁月变迁，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穿衣风
格更是与时俱进。上世纪60年代，叶根土
的大女儿叶桂凤出嫁时，扎着干净利落的
双马尾，身上是一件朴素的花衬衫，胸前别
着一朵大红花。进入21世纪后，徐永辉参
加叶根土孙子叶胜忠的婚礼时，新娘已经
穿上了洁白的婚纱，脖颈上戴着钻石项链。

提及住房变化时，徐永辉拿起另一
张照片——1951 年他在杭州余杭拍摄
的两间茅草屋，屋子的主人叫汪阿金。

“我记得很清楚，汪阿金这辈子最大的愿
望就是造一间新瓦房，带全家搬离阴暗
潮湿的草棚。”徐老说，汪阿金的梦想早
已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一间新瓦房，支撑起汪阿金的一生，
也串联起汪家数代子孙的奋斗史。70
多年来，徐永辉见证了汪家越住越好的
新房，从茅草屋到平房，再到庭院楼房、
新式洋楼，如今，汪阿金的小儿子汪水法
已经换成了宽敞的小别墅。

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徐永辉用两
个方面总结：一是靠党的领导，二是靠中
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

75年沧桑巨变，用数字，或许更为直
观。2024 年 9 月，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系列报告》显示，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 元，2023 年达到
39218 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75.8
倍，年均实际增长6.0%。75年来，中国经
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
镇化进程，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1949年末，我国人口
城镇化率只有 10.64%，2023 年底，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一连串数字的
背后是千万户像叶根土和汪阿金这样的
平凡人家，更是一部部农民翻身史书写

成的岁月华章。

一部75年的
农民翻身史
一部75年的
农民翻身史

2024年8月30日，徐永辉跟踪
摄影艺术馆在嘉兴市南湖区七星街
道正式开馆。开馆当天，75 岁的娄
玉妹身穿一条红色碎花裙，精神抖
擞、容光焕发，很难让人联想到她曾
在花季饱受血吸虫病困扰，一度瘦
骨伶仃、形似骷髅。“徐伯伯对我，就
像是对女儿一样。”提起徐永辉，娄
玉妹十分亲切，作为新中国卫生健
康事业的见证人，多年来，她奔走于
社区街道、省市卫生机构，宣讲防治
血吸虫病的各类知识。

在娄玉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

枯木逢春的医疗奇迹，也印证了我
国在卫生健康事业方面已经取得长
足发展。多年来，我国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不断健全、公共卫生应急能
力有效增强。截至2023年底，我国
共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2 万个，
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 1950 年
的 61 个增加到 2023 年的 3426 个，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从 1950 年的 30
个增加到2023年的823个。

活到92岁的高阿二，如今年过
九旬安享晚年的李招娣，75 岁神采
奕奕的娄玉妹⋯⋯徐永辉的照片陪

伴她们从青春到垂暮，在徐老关注
的十多户人家里，几乎家家都有长
寿安康的老人。75 年来，我国人民
健康水平稳步提高。据国家卫生健
康委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仅35.0岁，1996年超过
70岁，达到70.8岁；随后持续提高，
到 2021 年人均预期寿命超过 78
岁，达到 78.2 岁；2023 年进一步提
高到 78.6 岁。这些看似冰冷的数
字，在徐永辉长达75年的跟踪拍摄
生涯里，有了最好的注解，显得更加
鲜活动人。

一个枯木逢春的卫生健康奇迹

千百年来，教育的力量如璀璨
星辰，生生不息，它跨越时空长河，
让智慧的火种在岁月的长廊中代
代相传。2025 年 1 月，我们走进徐
永辉在杭州的家，在徐永辉的照片
里，有一张格外生动：1957 年 12
月，一间破旧的农具仓库里，年轻
的李招娣背着孩子，手执教棒，耐
心教着村里的乡亲们识字。“她是
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说起李招娣，
徐永辉的评价格外高，而在他对这
户人家近 70 年的跟踪里，教育二
字，贯穿始终。

回忆与李招娣的初次见面，徐
永辉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在路上就
花了整整两天半时间，还碰上下大
雪，走了很久才到李招娣所在的村
子。”直到夜幕降临，徐永辉才在一
间点着煤油灯的破屋里看到正在上
课的李招娣，定格下这位“扫盲女状
元”的第一张照片。在李招娣的努
力下，全村 30 多个青年脱盲，当时

她所在的龙泉县安和村成了浙江省
第一个“无盲村”。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
80%为文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
有 0.26%。在无数“李招娣”的努力
下，新中国从扫盲运动、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一步步发展起来，如今，我
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且质量较高
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
史性跨越。数据显示，2023 年，全
国有各级各类学校 49.83 万所，有
2.91 亿学历教育在校生，专任教师
1891.8万人。

已经在龙泉浙大中学工作了 8
年的杨志龙，对山区教育事业格外
重视，而他的父亲，正是当年徐永辉
镜头里，被李招娣背在身后的那个
虎头虎脑的幼童。在教育事业发展
中，乡村从未被忽视。2023 年，全
国 乡 村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专 任 教 师
195.3 万 人 ，生 师 比 为 12.4∶1，比
2013 年下降 1.4。农村居民文化素

质明显提升。
“新中国要国强民富，必须重

视教育和文化。”这是徐永辉经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因此，在关注
李招娣的同时，他对叶根土家的第
四代——大女儿叶桂凤的孙女杨
希晨格外关心。2013年，杨希晨大
学毕业后保送研究生，当时，年过八
旬的徐永辉特地前往上海参加了她
的毕业典礼，她也是叶家这么多年
来培养出的第一位研究生。

75 载耕耘路，高等教育事业
结出累累硕果。1949 年，全国仅
有高等学校 205 所，各类高校在校
生 11.7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仅为 0.26%。2023 年，全国有高
等 学 校 3074 所 ，比 1949 年 增 长
14 倍；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
总规模 4763 万人，比 1949 年增长
406 倍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为
60.2% ，比 1949 年 提 高 59.9 个 百
分点。

一项硕果累累的教育事业

一户人家经历了 75 个春节，镜
头跨越了 75 个团圆。一张张平凡
的“全家福”影像与李宇春蕴藏回忆
情感的歌声，共同构成一场年代摄
影秀《暖》，成了“百花迎春——中国
文学艺术界 2025 春节大联欢”舞台
上的亮点节目之一。主持人张蕾
说：“一个小家的幸福变迁，印证了
大家的生活改变，更展现了国家的
复兴之路。”

这户人家的“全家福”照片提
供者，是刚刚获得“中国文联终身
成就奖（摄影）”的徐永辉。新中国
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浙江日报记
者徐永辉从拍摄浙江农民叶根土
一家的第一张全家福开始，一直不
间断跟踪摄影报道，至今已跨越 75
年。

节目中，主持人张蕾用了较长
篇幅的独白娓娓道来：“今天，在百
花迎春的现场，我想向大家介绍获
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
的徐永辉先生。徐老，是一名新闻
记者，也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他曾
经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一家人 75

年的变化。1950 年的
春天，当时徐老在浙江
嘉兴偶遇并拍摄了贫
困农民叶根土一家。
他拍摄下了叶家培养
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的
毕 业 典 礼 。 他 也 拍
摄了叶根土老人妻
子的人生当中最后
一张肖像。”

从最初衣衫褴
褛、愁容满面，到蜜
橘丰收、笑逐颜开，
到四代同堂、新房
乔迁，再到参军入

党、大学圆梦，记录着生活
变迁的一张张照片，在李

宇春深情款款的歌声中，通
过屏幕次第播放。影像与歌

声的交织，道出了国的怀抱、
家的温暖。

早在 1994 年 2 月 9 日除夕
夜，徐永辉带着叶根土一家四

幅“全家福”，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
晚舞台。在著名主持人倪萍的娓娓
叙述中，全国亿万观众见证了一户
农家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变。从
此，“叶根土”不仅仅只是一个人名
而已，“叶根土”更像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变迁的样本，一个农民当家做
主过上幸福生活的生动实例。

徐永辉也成了新闻摄影界第一
位在央视春晚亮相的新闻人物。这
个故事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
应，一时间徐永辉与叶根土一家为
全国人民所关注。1994 年 4 月，徐
永辉拍摄叶根土一家的“全家福”再
度进京，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陈列品。

在中国文联举办的“百花迎春”
2003 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
舞台上，徐永辉再度和倪萍合作。
2007 年 2 月 7 日，徐永辉第八次登
上中央电视台的屏幕。在央视三套

《艺术人生》栏目特别节目——《我
和“春晚”的故事》中，主持人朱军、
徐永辉和叶根土外孙杨辉军三人对
话，向全国观众描述了一幅现在时
的“全家福”画面。

2024 年 3 月 9 日，倪萍在央视
四套“致敬经典”栏目中回忆主持春
晚最难忘的一件事时说：“1994 年
央视春晚《合家欢》节目，当我介绍
完照片和徐永辉老师握手的时候，
我竟然热泪盈眶。我觉得这个人真
的了不起，40 多年一个人坚守一件
事。”

经过岁月的沉淀积累，“全家
福”的故事历久弥新。这些记录百
姓平凡生活变迁的作品，凝聚为时
光相册、影像文献、国家记忆，以见
微知著的风格，抒写着时代之变、中
国之进、人民之呼。

（张良）

一户人家幸福变迁 一场年代摄影秀《暖》

徐永辉在“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25春节大联欢”上向全国人民拜年。 1994年，徐永辉登上央视春晚，与倪萍同台。

2025年1月11日，徐永辉结束“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25春节大联
欢”录制后走出场外。 本报记者 朱海伟 俞碧寅 摄

徐永辉向记者展示反映叶根土一家变化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