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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匠心让西藏

﹃
非遗

﹄
焕发新活力

﹃
这是民族艺术瑰宝

，一定要传承下去

﹄

共青团中央主管主办 中国青年报社出版

服 务 青 年 成 长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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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谢吕容

每 天 17 点 左 右 ， 位 于 广 西 壮 族

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城北安置新区

的“青空间”就慢慢热闹起来。放学

的小学生陆续返回小区，他们排队测

完体温后找到各自的座位，开始写作

业、阅读课外书、玩游戏。

在安阳镇城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新 区 老 乡 家 园 里 ， 居 住 着 都 安 县 18
个 乡 镇 的 1184 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和

整 屯 搬 迁 贫 困 户 。 对 于 这 些 居 民 来

说，新生活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家

园认同感，“没有认同感就没有安全

感，更别谈幸福感，‘青空间’就是要

帮他们找到家的感觉。”该社区“青空

间”的志愿者黄建瑜说。

2017 年 以 来 ， 共 青 团 中 央 组 织 开

展“伙伴计划”项目实施工作，聚焦脱

贫攻坚领域，发挥青春扶贫力量。通过

“ 伙 伴 计 划 ”遴 选 出 优 秀 的 青 年 社 会 组

织 ，加 大 扶 持 购 买 各 地 的 青 年 社 会 组

织 服 务 力 度 ，在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安 置 区

开 设“ 四 点 半 课 堂 ”、开 展 环 境 意 识 普

及活动等。

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点的青少年综合

服务平台，广西“青空间”的志愿者从

学业、心理、情感等方面给予易地安置

社区的青少年儿童关爱和帮扶，从而增

强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改变和融入从习惯开始

7 月 9 日傍晚，记者在都安城北安

置新区的“青空间”看到，一个不到 6
岁 的 小 女 孩 吃 完 冰 棍 后 四 处 寻 找 垃 圾

桶。她转了两圈，终于在沙发后面找到

垃圾桶。

对于易地安置社区的青少年来说，

虽然从农村进入城市，但他们的行为方

式、生活习惯、健康观念并不会立刻改

变。很多没有经过引导教育的孩子刚开

始来到“青空间”时，都会将看过的书

籍、玩过的玩具随意摆放，乱扔垃圾更

是常事。

为此，黄建瑜在周末组织开展“爱

我社区、爱我环境”主题活动，让他们

从观念上意识到不好的习惯，养成从行

动上爱护社区、爱护家园的意识。

黄建瑜说，通过多次主题活动和教

育，加上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引导，孩子

们渐渐懂得“青空间”的“规矩”：在这里

不能吃东西，垃圾不能随意丢，东西要摆

放整齐，不能大声喧哗影响别人等。

不仅孩子有变化，家长的思想观念

同样受到影响。之前，摆在“青空间”

角落的垃圾桶一直都是志愿者倒，可最

近几周，志愿者早上过来时发现垃圾桶

已被清理干净，后来才知道是一些家长

自发将垃圾倒掉了。有的家长还到“青

空 间 ” 帮 忙 ， 在 孩 子 们 学 习 时 维 持 秩

序，整理书籍和体育用品。

调皮、叛逆、学习基础差、有厌学

情绪是大多数从农村搬迁到城市的孩子

的共同点，王强 （化名） 也不例外，他

将上课开小差、抄作业的坏习惯带到了

“青空间”。志愿者莫雅洁说，刚来时，

王强经常拿同学的作业本来抄，听课时

也总是东张西望。

在莫雅洁耐心指导下，王强慢慢改

掉坏习惯，开始认真听讲、自己写作业。

和 王 强 一 样 ， 被

奶 奶 生 拉 硬 拽 到 “ 青

空 间 ” 的 张 庆 （ 化

名） 也 在 悄 然 改 变 。

张 庆 的 学 习 成 绩 不

好 ， 奶 奶 又 没 办 法

辅导。 （下转 3 版）

广西团组织发挥青春扶贫力量

“青空间”帮易地搬迁孩子找到家的感觉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尽管结束指挥部的任务已经快半年，

但讲起 67 天的抗疫往事，武汉市市场监

管局二级主任科员唐舟仿佛还沉浸在“战

时状态”。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 他 曾 在 60

个小时内号召近 2000 名志愿者紧急翻译

逾 27 万字的国外防疫物资标准。农历大

年初二，他起草了推荐性标准文件，作为

指挥部的公告发布。他曾在一天内接 100
多 个 电 话 ， 由 他 经 手 查 验 的 物 资 达 2493
批次，且无一出错⋯⋯

9 月 8 日，作为受表彰的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唐舟在北京参加了

表 彰 大 会 。 走 出 人 民 大 会 堂 时 ， 他 感 慨

道：“为中国人感到骄傲、自豪。”

对这位 36 岁的普通公务员来说，这

是他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经历。但他觉

得，抗疫期间，不只是自己，那些在一线

的党员干部都担起了应有的职责。

2020 年 除 夕 ， 唐 舟 被 抽 调 至 武 汉 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应急与物资保障

组物资采购专班工作。这是一项专业性极

强的工作，他要对来自海内外不同渠道的

防疫物资进行识别，筛选出符合标准的防

疫物资。

“同样是口罩、防护服，有的国家不

作为医疗器械管理，各项防护性能指标和

我国的不一样。”那时，每天传到唐舟耳

边的都是物资紧张的消息。 （下转 4 版）

迎着困难上 火线淬初心
——记抗疫一线的青年党员干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姗姗

长期以来，勤劳的西藏

人民创造了灿烂丰富的民族

文化。其中，虱雕、藏戏、卓番

林、藏药浴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宝库中绚丽的奇葩。让

我 们 一 同 聆 听 3 个 与 古 老

“非遗”有关的故事，感受青

春匠心的悸动。

传 承 ：虱 雕 在
年轮里见功力

在西藏的大小寺院，那

些在佛灯长久炙烤下的佛柜

以其精美绝伦的纹饰向人们

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其雕刻

手法被称为藏式木雕技艺。

藏式木雕中的佼佼者当

属已有 300 余年历史的扎囊

木雕，它吸收了藏式木雕技

艺中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

特色、精湛的技术水平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闻名于世。藏

式木雕还有另一个有些奇特

的名字：虱雕。

相传在 300 多年前的哈

岗庄园，有个管家经常刁难

木雕艺人。有一次，管家看一

位木雕艺人不顺眼，便有意

为 难 道 ：“ 既 然 你 这 么 有 本

事，何不雕一个动物来看看。

假如观赏者信以为真，我就

把庄园仓库的钥匙交给你保

管 ；若 你 输 了 ，就 砍 断 你 的

手。”木雕艺人将一粒青稞雕

成一只虱子，放在庄园主常

用的茶几上。庄园主回来，见

茶几上有“虱子”，便找来管

家 训 斥 ，责 其 看 管 不 力 。木

雕艺人获胜了，“虱雕”由此

诞生，从中也可见其技艺之

精湛。 （下转 4 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志中

“ 去 年 3 亩 地 总 共 收 了 4000 斤 黑 木

耳 ，3 万 多 菌 棒 卖 了 10 多 万 元 。” 近 年

来，山西中阳县任家湾村的任保平、张美

莲夫妇在政府鼓励下，栽植了 3.5 亩黑木

耳 ， 没 想 到 收 益 显 著 ，“ 县 里 有 支 持 政

策，每亩地补贴 3000 元，算下来每根菌

棒只需要投 5 角钱，剩下的全是利润，比

‘受苦’种庄稼赚钱多了！”

任保平的致富故事是县里许多黑木耳

栽植户的缩影。近年来，吕梁市中阳县将

黑木耳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农民

增收的新型农业产业项目，设立专项奖补

资金，鼓励农户在扩大黑木耳产业规模、

菌种研发方面积极探索。截至去年，全县

已 栽 植 黑 木 耳 282 万 棒 ， 采 收 干 木 耳

29.45 万斤，实现产值近 1000 万元，带动

308 户 、 868 名 脱 贫 人 口 人 均 增 收 2000
元，山野间呈现一派生机。

“黑木耳当年生、见效快，一年能收

四 五 茬 儿； 没 有 ‘ 水 土 不 服 ’，‘ 无 缝 对

接’适应中阳县温差大的山地气候；市场

效益好，一斤 30 元左右，一亩地地栽能

产 1000 斤。”中阳县黑木耳产业办负责人

李海荣介绍，中阳县地处吕梁山脉中部，

属暖温带亚干旱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昼夜

温差大，形成独特的小气候，因此适宜优

质黑木耳种植。

产业做起来后，如何保持产业优势、确

保农户持续增收是个持久战。为此，该县在

扶持、兜底、保险上做足了绣花功。

“前期引导很重要，规划、补贴、技

术指导，把农民‘扶上马’。”中阳县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吴蝉有介绍，中阳严格落

实现有黑木耳菌棚建设、菌棒补贴政策，

助推当地培育了一批“土专家”。

在任保平家地里，记者看到立着一排

排 地 栽 木 耳 ，棒 上 新 扎 出 的 木 耳 收 紧“耳

朵 ”，一 旁 的 滴 管 设 备 有 序 地 对 准 菌 棒 降

温，“乡里的技术员每天骑着摩托车来，告

诉 我 们 怎 么 浇 水、什 么 时 候 采 摘 ，最 近 雨

多，要防范菌棒‘红水病’‘青斑’。一看天不

对，就要赶紧准备塑料布覆盖。”任保平说。

在 中 阳 县 车 鸣 峪 乡 农 业 产 业 园 区 ，

欣 欣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任 建 新 正 忙

着 招 呼 乡 亲 们 采 摘 第 二 茬 黑 木 耳 。 与 任

保 平 夫 妇 的 “ 散 打 队 ” 相 比 ， 这 里 的 种

植 与 地 栽 木 耳 不 同 ， 大 棚 木 耳 如 一 串 串

珍珠，从棚顶垂下来，每条线上挂着 7 根

木耳棒。 （下转 4 版）

吕梁山里的“新煤矿”

本报上海 9 月 10 日电（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魏其濛）推进“光

盘行动”，餐厅、食堂怎么做才既

有效又合理？最近，上海大学食堂

试点推出的“小鸟胃专属餐”冲上

话题热搜榜，这种小份菜受到学

生普遍欢迎。

上海大学后保处处长梁亮告

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校从去

年就开始推动“源头节约”。当时，

在上海推进垃圾分类的社会氛围

中，学校调研发现食堂餐厨垃圾

量较大，于是在学生中开展调研，

并组织学生座谈。不少学生反映，

食堂菜品只有一种分量标准，胃

口小的同学吃不完只能倒掉，也

有人反映部分菜品不合口味。

梁亮介绍，上海大学去年下

半年在益新食堂试点推出“小份

菜”。考虑到食堂经营成本压力，

经过测算后其定价比整份菜一半

稍高，学生也普遍接受。“胃口小

的不浪费，胃口大的可以多吃一

两个菜，价格也不贵”。日前新学

期开始后，上海大学将“小份菜”

的 做 法 推 广 到 全 校 20 个 食 堂 进

行试点，同时推出了首次定量供

应米饭 2 两左右、后续自助免费

添加的做法。“小份菜”在部分菜

品中试点，各食堂菜品种类、数量

不同，将来还会逐步全面铺开。

“小鸟胃专属餐”的做法推广

以来，受到同学们好评。有人评论

“ 提 倡 这 种 人 性 化 、合 理 化 的 就

餐”，“半份餐好实用，既可以避免浪费，也是食量小的人

的福音。真的希望推广，不只是学校”。

梁亮还介绍说，9 月 3 日，上海大学后保部饮服中心

联合校学生会开展了“争做节约光盘族，引领上大新风

尚”主题活动，设置了“我要光盘，拒绝‘剩宴’”留言墙互

动、“光盘行动——粮食知识知多少”现场问答等趣味环

节，旨在引导师生通过活动体会“光盘”“节粮”的深刻意

义，从每一餐做起，养成拒绝浪费的好习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马富春 任明超

李应川家是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

移 民 区 学 富 民 新 村 的 “ 网 红 ” 农 户 。2018 年 ，

他从世代居住的祁连山区搬到新修的移民新村。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地考察时曾到李应川

家。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李应川依然喜不自禁。

他指着家里客厅挂着的和总书记的合影说：“总

书记说了，真不错，搬进了新房。”

去年年底，李应川在外打工的儿子李建平回

来了，这次他决定留下来，“准备在家建大棚、

养羊，帮爸爸成立合作社，做出自己的产业来”。

古浪县是甘肃省 23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李

应川一家 6 口人曾经居住的横梁乡位于古浪县南

部干旱贫困山区。2012 年，古浪县开始大规模

实施黄花滩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富民新

村就是黄花滩生态移民区的一个点。

2018 年富民新村竣工后，李应川一家花了 2.5
万元，加上政府补贴和易地扶贫搬迁长期住房贷

款，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最近还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李家至今保留着山上老房子的照片：黄泥

墙、土坯房。和现在的瓦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搬出祁连山时，李建平并不在家。和村里其他

年轻人一样，李建平读完初中就辗转于新疆、江苏

和山东青岛等地打工，每年仅过年时回家。去年回

家探亲时，李建平第一次走进自己的新家，“回到

家才真实感受到，房子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虽然对祖祖辈辈生活过的老房子仍有留恋，

但为了摆脱贫困，也为了下一代的学习生活，他们

觉得“一定要搬下来”。李建平告诉记者：“以前下

山难，车也少，稍不注意就会错过班车，现在不仅

有多趟班车，还有了公交车；以前吃水要自己去挑，

现在都是自来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了很多。”

这两年，李家实现了“拍照自由”：有李应

川老两口在新家院子里的合影，有大儿子一家的

合影、兄弟俩的合影，还有艺术照。“合影、拍

照很简单，只要碰到照相馆，就能去拍照留念一

下。”李建平说。

李家的变化是富民新村 1379 户村民生活变

化的一个缩影。 （下转 3 版）

搬出祁连山 开辟新天地

甘肃武威：产业发展助移民新村走上致富路

9 月 10 日拍摄的故宫。当日，“丹宸永固——紫禁城

建成六百年”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2020 年适逢紫禁

城建成六百年，故宫博物院推出此次大展，用三大主题、

18 个历史节点介绍紫禁城的规划、布局、建筑、宫廷生

活，以及建筑营缮与保护概况。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相关报道见 4 版）

故宫举办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览

﹃
光盘行动

﹄
进校园

上海大学食堂

﹃
小鸟胃专属餐

﹄
火了

张桂梅和学生们在一起 （9 月 5 日摄）。

2008 年，张桂梅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华坪女高招收的学生大多来

自贫困山区，不少学生基础差，甚至中考分数远低于当地

高中的最低录取线。华坪女高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12 年来，已有 1800 多名大山女孩从这里考上大学。张桂

梅像一盏明灯，燃烧自己，照亮大山女孩的梦。前不久，

她被中宣部、教育部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陈欣波/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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