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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结束，收拾完行
李，半小时后，一行人又连
夜赶回成都。“早点回去分
享一波，这次拍得太成功，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月全食
从成都大雪塘升起。”田相
和激动地说。在车上大家
都很兴奋，就像成功完成
了一次挑战。

记者了解到，2008年
左右，田相和带上机器，
爬上高楼，准备拍摄城市
美景，可没想到，竟有一
座雪山惊喜入镜！原来
自己和四姑娘山幺妹峰

“打照面”了。从那以后，
他对拍雪山的热情便一
发不可收拾。作为这座
城市风光的摄影师，田相
和见过太多美景，时至今
日，除了雪山之外，星辰
大海也跻身于他的拍摄
主题之中。

他的爱好影响着身
边的一些年轻摄影爱好
者，同时也影响着自己的
家人。田相和的老伴近年
来也迷上了摄影，老田常
常带着妻子一起出去采风
拍照，看到妻子有拍得好

的作品还会鼓励她投稿。
田相和的儿子也是摄影
迷，只是年轻人工作繁忙，
拍照机会难得。

“其实，在成都拍月亮
比拍雪山要更简单一些。”
田相和解释说，天文摄影
可以借助设备力量，加上
成都周边山头环境较好，
因此并不算特别困难。

记者了解到，目前，成
都“追月人”的队伍正在不
断壮大，和“在成都遥望雪
山”群体一样。

（成都商报）

河南一对夫妻晒出生
医学证明，自称给刚出生的
女儿取名为“陈皮话梅糖”，
此事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并
登上热搜。

“新生儿姓名：陈皮话
梅糖；性别：女；出生时间：
2022 年 11月 1日；出生地
点：河南省驻马店市经济开
发区……”

11月7日，一位网友在
某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这样
一张出生医学证明，其自称
为新生儿家长。该视频迅
速引发网友关注，不少网友
认为新生儿家长给孩子取
名不妥当。

该网友在回复网友评
论时称，“她爸爸和爷爷姓
陈，奶奶姓梅，妈妈姓唐，陈
皮话梅糖多可爱啊！”“主要
是只想要这一个，所以把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名字都
包括在里面了！”

该事件引发网友热议
后，当事人又发布视频回应
称，家人的反对、网友的热
议，触发了他们改名字的决
心，在线征集宝宝名字，并
请各路网友给意见。

11月 8日晚 9时至 10
时，视频发布者发起了一场

“陈皮话梅糖在线征集名字
中”的直播，和网友进行了
互动。

11月8日，记者私信视
频发布者，表明身份和采访
请求。截至发稿时，未收到
回复。

该出生医学证明上显
示的驻马店某医院妇产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新生
儿的母亲唐某确实在他们
医院妇产科就诊，这名新生
儿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标注
的并非是“陈皮话梅糖”这

个名字，相关视频是孩子家
属发得好玩的。

记者委托李医生将采
访请求转达给产妇及其家
人。11月9日上午，李医生
表示，她将记者采访请求转
达给产妇后，对方不愿意接
受采访。

该医院另一位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医院给该新
生儿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
上，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名
字，是由三个字组成的名
字。孩子家属可能觉得“陈
皮话梅糖”这个名字比较有
意思，所以在出生医学证明
上P了图，并发布到社交平
台上。

记者从武汉警方某人
口大队获悉，新生儿家长在
孩子出生的医院办理出生医
学证明后，再凭借医学证明
到公安部门上户口，户口上
初始登记的名字只能是医学
证明上的名字，但往后可以
根据相关规定申请改名。

对于出生医学证明登
记的名字，家长不需要到公
安部门审核，但其姓氏必须
和父母或爷爷奶奶等直系
亲属相关，名字中不能有生
僻字。

武汉市某医院一名产
科工作人员介绍，在新生儿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孩子
一般随父母或直系亲属姓，
名字由家长自行确定。

但名字中如果有生僻
字或较为怪异，他们会要求
家长到公安部门确认是否
可以上户口，如果能上户
口，他们会尊重家长的决
定。一旦医学证明开出，相
关信息就会立即上报到国
家相关部门，不会轻易更
改。 （极目新闻）

两件厚羽绒服、一个登山包、
一箱100来斤的摄影装备。11月
8日中午，59岁的田相和从成都出
发了。

驱车三个多小时，田相和站上了
巴朗山海拔4000来米的一处平台，
和他同行的摄影爱好者一起将设备铺
开，等待着月亮的升起。当晚，将有一
场难得一见的月全食在夜空上演。

田相和是一位投身市政建设几十
年的工程师，但他在成都摄影圈的名声
更响。城市建筑、自然风光、雪山森林、
银河星空……他沉迷其中。

在成都拍雪山的他们在成都拍雪山的他们
现在开始追月了现在开始追月了

5959岁大叔海拔岁大叔海拔40004000米拍米拍““血月血月””

这是一场特别的“追
月行动”——下一次再见
月全食要到2025年。

一行人都是老相识
了。小李是一位无人机设
备商家，同是一位雪山摄
影爱好者；老刘是一位天
文摄影师，长期“追逐”雪
山和星空。田相和算是年
纪较大的了，即将退休。
还有另外两个因摄影相识
的好友。

“我们圈子里人很多，
大部分是拍雪山的，其中也

有一群天文摄影爱好者。
在两三年的相处中，我们互
相有了了解，因此常常结伴
出去拍。”因雪山相识，也因
星空相聚，田相和说，不管
是贡嘎山的星空，还是四姑
娘山的银河，又或是成都近
郊龙泉山的斗转星移，都有
他们的足迹。

“有人问，生活在都
市，尤其我们处于四川盆
地，这样的地理条件怎么
能见到银河或是明月呢？”
这也是田相和等摄影爱好

者想要努力证明的，“在这
里一样可以看到星辰。”

而依据气象观测条
件，此次的月全食在成都
观测的可能性不足10%。
为了能更好地拍摄到月全
食，经过一夜的筹划，地处
西部的巴朗山成为了一行
人的选择。“我们看了天气
预报，巴朗山那一带夜间
天气还不错，从地理上看，
距离成都也不是很远，车
程三小时左右。”田相和告
诉记者。

一些防寒衣物、每人
上百斤的摄影装备，就这
样，8 日中午 12 时，五个
人、两台车，出发了。

田相和的 SUV 时不
时开在前头，这台饱经风
霜的汽车跟随老田走过了
不少山头河沟，与它的主
人一起见证过不少四川的
山水美景。

三小时后，抵达巴朗
山。为了选择最佳的拍摄
点位，五人走了不少山路，
最终选择了山头一块平坦
的观景台落脚。这里海拔
4000多米，视线的远端是
成都的方向，还能望到成

都最高峰——大雪塘。几
个人架起十多台摄影设
备，等待着月亮出现。

下午6点过，月亮终于
现身——它从大雪塘渐渐
升起，圆盘中还略微带着
一丝红色。大家激动坏
了，尽管此时巴朗山上的
气温已经降至个位数。所
有人都静了下来，打起精
神定睛拍摄，空气中除了
一缕缕寒风只剩下咔嚓咔
嚓的声音。

长焦镜头运作起来
了，“待命”无人机也忙碌
了起来，这是一场值得纪
念的拍摄，当然要好好记

录，毕竟月全食并不是那
么容易看见。

7 点过的时候，当太
阳、地球和月亮排成一线，
月亮进入地球的阴影时，
就会出现月全食现象。此
时，月亮表面变成了暗红
色，形成“血月”。黑黢黢
的山间，在血月的微光润
泽下，显得格外壮观。

“太好了，整个过程都
清晰记录下来了。”到了晚
上9点多，拍摄结束，有人
开口笑道。此时，低温使
他们的双手不自觉地发
抖，大家却还在沉浸在月
全食的美景中。

追月：三小时奔向巴朗山

拍月：大雪塘升起明月

兴奋：感觉完成了一次挑战

新生儿被取名
“陈皮话梅糖”？

追月人田相和追月人田相和

月全食月全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