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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上千张国宝照片“熊猫小姐”金勖琪去世
30多年前她拍下营救大熊猫的珍贵影像

10月1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网站获悉，
该馆资深馆员金勖琪因病医治无效，于
10月13日23时在成都逝世，享年91岁。

金勖琪是新华社第一代“熊猫记
者”，她身挎相机与大熊猫亲密“接触”六
年多，公开发表了一千多张大熊猫照片，
把大熊猫介绍给全球的读者，被国内外
的朋友亲切地称为“熊猫小姐”。

野外追踪大熊猫6年
首次拍到“醉水熊猫”

金勖琪是成都人，1952年进入四川
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
四川分社工作。

从1979年开始，有6年的时间，金勖
琪深入川西的高山密林，和科研人员一
起追踪野生大熊猫，记录和报道大熊猫
的栖息环境、生活习性、生育繁殖以及人
们对它的保护和研究，拍摄了数以千计
的珍贵照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川境内箭竹
大面积开花枯萎，大熊猫面临食物短缺，
生存受到威胁。“当时母亲跟着当地人去
大山里面去找大熊猫，用镜头记录下人
们合力营救大熊猫的过程。”金勖琪的女
儿范星回忆说，“外国媒体也看到了她拍
摄的这些大熊猫的珍贵影像，对北京总社
那边说‘她才是真正的熊猫小姐’，于是，
她就有了‘熊猫小姐’这样一个称呼。”

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金勖琪曾
回忆过自己在野外拍下“醉水熊猫”照片
的经过。

那是1980年，金勖琪在平武县王霸
楚林区的密林里，悄悄尾随一只大熊
猫。刚开始，一行人还害怕野生大熊猫
攻击人，后来，大熊猫一屁股坐下来，摊

着胀鼓鼓的大肚子，不动了，甚至脾气好
到面前的枝叶被人拨开也不生气。金勖
琪就这样为它拍下了难得的影像。

事后，她才得知这是一只“醉水熊
猫”：熊猫喝水时，在平静的水面，它看见
自己的影子，以为还有另一只熊猫在喝
水，于是就拼命抢着喝，直到胀得动弹不
了才停止。金勖琪也成了首位在野外拍
到“醉水熊猫”照片的人。

退休后仍心系大熊猫
整理照片自费出版画册

退休后的金勖琪也心系大熊猫，2007
年，她精心梳理了自己多年来拍摄大熊猫
的特殊经历和照片，自费出版画册，唤起人
们心中对大熊猫的爱怜和关怀。

如今，大熊猫已经成为了四川的一
个火爆IP，大熊猫经济也为城市经济发
展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她常常跟我们念

叨，说现在四川和成都对大熊猫的宣传
和推广做得非常好，越来越多的人来成
都看大熊猫，她真心感到高兴。”范星说。

虽然金勖琪因为大熊猫被大家熟
知，但她充盈的一生，还有说不完的故事。

“大熊猫只是她的作品的冰山一
角，从1956年毕业进入新华社工作，她
一直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业、农业、文
化等等，拍了很多照片，可以说见证了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四川的发展变
化。”范星说。

家里数千张珍贵底片
别人有需要她就拿出来

在2023年底，四川省女摄影家协会
为金勖琪和另外两名女摄影家举办了

“时代缩影·那时花开”摄影展。“母亲拿
出了很多珍贵的作品，她自己也很开
心。”范星说，在母亲的家中，还保存着数
千张珍贵底片、几十本当年的采访本，以
及和国内外编辑、宣传人员的往来信件。

三个月前，金勖琪因病情恶化入院，
在状态还不错时，她还念念不忘家中的那
些底片。“以前，只要别人有需要，她就拿出
来，也不在乎稿费。”在范星看来，母亲就是
这样一个人，会为自己的付出而开心。

2023年12月，金勖琪收到了四川省
文联授予的“四川省从艺70年文艺家和
文艺工作者纪念章”，“这是对她一个很
大的肯定。”范星说，母亲去世前再三叮
嘱，丧事一切从简，但她想用另一种方式
纪念母亲，“她的那些底片，都是深入到
各地拍下的鲜活的历史场景，凝聚了大
量的心血。我想把这些底片整理出来，
为她出一本珍贵画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金勖琪家属供图

购买34万元黄金证清白？
警方揭穿新型电诈骗局

不久前，成都的罗老太邮寄了价
值合计34万元的金条，但包裹还没到
目的地，就被警察“盯”上了。这是怎
么回事？

原来，罗老太接到自称“某市公安
局专案组”的电话，对方称罗老太涉嫌
一宗制假售假案件，将追究她的刑事
责任，要求罗老太线下购买金条，并寄
送至长沙市某小区进行资金清查公
证，从而争取免于刑罚。

一辈子遵纪守法的罗老太一下子
就慌了神，于是马不停蹄前往某金店
购买了价值34万元的金条，随后到快
递站点加急寄往对方指定地址。

当天下午，成都武侯公安反诈中
心收到诈骗预警指令，称罗老太正在
遭受诈骗，立即指派浆洗街派出所核
实处置。民警尹菲赶到罗老太家了解
情况。罗老太见到民警后情绪激动，
表示自己需要向“某市专案组”证明自
己没有犯罪，购买并邮寄黄金就是最
好的“证据”。

尹菲确定罗老太已深陷诈骗分子
的谎言中，一番劝解后说：“阿姨，你被
骗了！”

此时根据物流显示，罗老太寄出
的金条即将送达长沙。武侯公安分局
反诈中心紧急联系长沙警方，当晚9时
许，当地警方发来消息，已成功将涉案
金条拦截。

近日，价值34万元的金条被送还
到罗老太手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为了积分一比一兑换iPhone手机，
消费者易某注册多个微信账号购买某平
台小程序各类“盲箱”，结果商家却变更
了积分兑换规则，积分不能直接换手机
了。易某认为自身权益受损，一怒之下
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

10月18日，记者从成都市青羊区人
民法院获悉，法院一审判决某科技公司
按照积分一比一向易某赔偿损失50600
元，该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购买“盲箱”赚积分兑换手机
不料商家突然“不干了”

2023年1月至3月，消费者易某通过
自己及丈夫名下多个微信，在某科技公
司旗下小程序注册账号，并多次在小程
序内购买各类“盲箱”商品。其中，“超级
王炸盲箱”单价1899元，“超级积分盲箱”
单价3800元……购买后，他们获得了相
应物品及积分。根据商家订立的规则，
获得的积分可在小程序内兑换手机等物
品，其中兑换iPhone14的128G版本需扣
除5280积分。在此期间，易某成功兑换
多部iPhone14手机。

2023年3月6日，易某试图再次通过
积分兑换iPhone14手机，结果兑换发生
障碍未能成功，积分退还至易某账户。3
月11日，“某趣盒”小程序发布公告显示，
积分商城积分使用规则变更为按比例抵
扣现金使用。

易某认为某科技公司损害了其合法
权益，应按照积分对应的金额予以赔偿并
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于是诉至青羊法院。

消费者不是无条件获得积分
法院判决科技公司败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科技公司通过
小程序销售各类“盲箱”，并赠与消费者
不同程度的积分，属于附赠式有奖销
售。在附赠式有奖销售中，商家与消费
者存在买卖关系以及特殊赠与关系的双
重法律关系。

一般而言，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
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但在这起案
件中，易某并不是无条件获得积分，而是
根据商家制定的规则去购买“盲箱”或邀
请新用户等才能获得积分。2023年3月6
日，某科技公司将积分退还至消费者账
户，并不意味着赠与义务的履行完毕。
案涉积分是一种具有可期待性的民事财
产权益，积分在商家交付消费者后这种
财产属性归消费者所有，消费者在积分
规则限定的条件内对积分享有支配权益
和处分权能。积分的兑换不同于一般等

价物，其可兑换的范围和条件受到积分
规则限制。

根据易某此前多次兑换成功的订单
记录及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可以认
定案涉小程序在2023年3月11日前确实
存在“一比一兑换苹果手机”的规则，并
且该规则已通过平台为消费者所知晓和
使用。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该科技公司按
照积分一比一向易某赔偿损失50600
元。后该科技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法 官 提 醒

消费者购买“盲箱”需谨慎

法官提醒，在日常消费中，商家常采
用消费换积分的形式来增加消费者黏
性。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奖销售不再局
限于线下，一些商家利用“盲盒”等新颖
形式来扩大销售规模，一旦出现随意变
更积分兑换形式，会导致众多消费者权
益受损。

因此，商家在制定及调整积分兑换规
则时应当本着公平、诚信且符合消费者合
理预期的原则。在未尽充分提示说明义
务的情况下，商家擅自变更积分兑换规则
属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消费者
而言，购买“盲箱”应当结合自身需求合理
消费，切勿因贪图一时小利盲目跟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买家攒积分兑换iPhone
商家中途却改了规则

法院判决某科技公司向消费者赔偿损失50600元

金勖琪（左二）和林场工人合影。

2023年底，金勖琪被授予“四川省从
艺70年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