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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作为咸宁市唯一一个全
国 县 域 共 青 团 基 层 组 织 改 革 试 点
区，始终坚持以改革试点方案为引
领 ， 紧 盯 改 革 重 点 ， 聚 焦 改 革 难
点 ， 以 服 务 青 少 年 成 长 成 才 为 主
线，把握青年需求，探索打造新时
代青年工作格局，不断提升服务青
年发展、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成
效，持续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和影
响力，团结凝聚更多青年在建功新
时代进程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共青团湖北省

咸宁市咸安区

委书记 张凯

韩 山 师 范 学

院 经 济 与 管

理学院团总支

书记 杨泽乔

作为高校基层共青团干部，时刻
牢记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凝聚青
年力量，引领广大青年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新时代团干部不仅要做
到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更要旗
帜鲜明地培育时代新青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

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

乐事谁家院？”⋯⋯在长安大戏院从后

台通往舞台的过道上，记者被阵阵清丽

婉转的唱腔吸引。穿过后台，绕过两道

落地帷幕，眼前顿时一亮：两位身穿戏

服的女演员正在舞台中央排演，莺啼燕

啭，婀娜多姿，举手投足之间尽显甜美

娇羞。在一旁观看的法国人奥利弗·格

朗热连连高呼：“太美了！这是我看过

的最美的艺术表演！”

正在排演的戏曲选段出自昆曲代表

曲目 《牡丹亭·游园》，两位演员是北

方昆曲剧院（以下简称“北昆”）的张媛媛

和吴思，她们将在“和平·友谊·爱”

冬奥主题音乐会上表演这一唱段。这场

音乐会由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

制作，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节目导

演辛少英执导，将在春节期间通过法国

国 家 电 视 台 TV5Monde 和 国 内 外 新 媒

体平台播出。来自中国国际电视台法语

国际频道的主持人奥利弗·格朗热是这

次音乐会的主持人之一。

“这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任务。”

张媛媛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看到

昆曲能与北京冬奥会融合在一起，让她

十分兴奋。她希望昆曲这种传统艺术今

后能有机会融入更多的活动，自己也能

够作为昆曲的一分子加入其中。

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向记者介

绍，昆曲是我国第一个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

目，它有 600 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

文 化 中 的 艺 术 瑰 宝 ， 包 含 了 文 学 、 历

史、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很多门

类，是一个“集大成者”。因此，用昆

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进行国

际文化交流，是最有分量的。

曹颖说，《牡丹亭》是昆曲的最高成

就，在冬奥主题音乐会表演这个曲目是最

合适的，“它的艺术价值完全可以作为传

统文化艺术的典范”。“这届冬奥会在北京

举办，下届奥运会将在巴黎举行，两个奥运

会城市有这种线上文化交流活动非常好，

北昆非常荣幸参与这次活动。”曹颖说。

曹颖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北昆还

将 于 2 月 1－2 日 在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举 办

“向未来·迎新春”昆曲演唱会。张媛

媛 不 仅 要 在 这 次 演 唱 会 上 表 演 传 统 曲

目，还要表演北昆特别为冬奥会所做的

“昆歌”《鹊踏枝·雪橇》。

张媛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 昆 歌 ” 就 是 用 传 统 昆 曲 曲 牌 《鹊 踏

枝》 填 上 《雪 橇》 的 歌 词 而 成 ， 演 唱

时，要把像鸟一样飞行的感觉融合到昆

曲的韵律之中，唱出轻快的感觉，自己

正在仔细琢磨和推敲其中的小腔调。

借冬奥会的“东风”，向世人展现

昆曲的魅力，对北昆而言是一次推广昆

曲艺术的“非常好的时机”。同时，为

了让昆曲文化“走出去”，北昆多次在

大 型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中 “ 大 显 身

手”。2012 年，携 《红楼梦》 和 《续琵

琶》 两 台 大 戏 亮 相 伦 敦 奥 运 会 “ 北 京

文化周”；2014 年，赴法国演出 《牡丹

亭》， 以 纪 念 中 法 建 交 50 周 年 ； 2018
年 ， 在 俄 罗 斯 索 契 冬 季 国 际 艺 术 节 表

演昆剧 《玉簪记》；2019 年，在白俄罗

斯举办昆曲 《牡丹亭》 巡演等。

向 年 轻 人 推 广 昆 曲 艺 术 ， 拉 近 现

代 人 与 传 统 文 化 之 间 的 距 离 ， 也 是 北

昆 努 力 的 目 标 。 曹 颖 向 记 者 介 绍 ， 为

了 让 年 轻 人 了 解 昆 曲 ， 喜 爱 昆 曲 ， 北

昆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 进 校 园 ” 活 动 。 例

如 ， 在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举 办 “ 民 族 艺 术

进 校 园 ” 昆 曲 专 场 演 出 ， 在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附 属 实 验 中 学 进 行 昆 曲 经 典 折 子

戏 专 场 表 演 并 与 师 生 座 谈 等 。 在 院 庆

50 周 年 之 时 ， 北 昆 还 举 办 系 列 演 出 月

活动，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音

乐学院、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第二外国

语 学 院 、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 首 都 师 范 大

学、对外经贸大学等为大学生演出，举办

昆曲讲座，传播昆曲艺术。最值得一提的

是 ， 从 2002 年 起 ， 北 昆 就 在 北 大 举 办

“进校园”专场演出，到现在已有整整 20
年。“在北大开展的针对大学生的昆曲艺

术普及活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和推

广效果。”曹颖说。

曹颖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向青少年

传播昆曲艺术，北昆还参加了北京市“高

参 小 ” 项 目 ， 在 小 学 课 堂 开 设 昆 曲 课 。

北京市 4 个区 5 所小学的 5657 个孩子在北

昆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了昆曲。“这不

光 是 5000 多 个 孩 子 ， 而 是 5000 多 个 家

庭。”曹颖说，“这些孩子会带动所有的家

庭成员都了解、学习昆曲。”

传 统 的 文 化 艺 术 离 不 开 好 的 宣 传 平

台。曹颖认为，《中国青年报》 在青年群

体心中很有威望和分量，占有很重要的位

置，因此，北昆加入 《中国青年报》“温

暖一平方”，对于昆曲文化艺术的推广大

有裨益。他希望，能够借助“温暖一平方”的

平台，让昆曲在青年心中激起更美的浪花。

“ 我 们 喜 欢 昆 曲 ， 因 为 它 美 好 而 雅

致，充满了艺术的想象。生活需要艺术，

没有艺术，生活就没有了美，也就没有了

乐趣。”曹颖说。

借冬奥“东风”，向世界展现昆曲魅力

中 国 国 际 电

视 台 法 语 国 际 频

道主持人奥利弗·

格 朗 热 正 和 北 方

昆曲剧院张媛媛、

吴思交流。

夏 瑾/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侯长亮是个不太一样的支教老师。

他考了教师资格证，却又抗拒成为正式的

在编教师，希望“哪里缺老师就去哪里”。大

学毕业后这 11 年，他辗转广西、贵州、云南

的 3 所乡村小学，“越走越偏，越走越远”。

他反对盲目捐赠——人们一厢情愿地捐给

山区孩子的东西，不仅无用，老师们还要花费

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取快递——把他弄怕了。

他不喜欢媒体报道。支教的第四年，他获

评为广西公民楷模“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广

西电视台报道过他的事迹。他觉得自己配不上

这么重的荣誉称号，更无法面对在此代课 20
多年却一无所得的同事，“逃”到了贵州毕节

的一所小学。

最近因为一则“云南某乡村小学奖励优秀

学生每人一头小猪”的短视频，侯长亮在支教

的第十一个年头又一次成为热门人物。

支教，还是赚钱养家

大四之前，侯长亮从没想过要当教师。

这个湖南邵阳的农村孩子从小家里穷，每

年开学，父母都要给两个孩子借学费，哥哥没

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了，一家人好不容易才供

他读了大学。

2011 年 ， 湖 南 文 理 学 院 的 大 四 男 生 侯 长

亮看到全国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招募通知，开始

认真思考未来的人生道路：“我是一个从农村

走出去的大学生，不应该只是找份好工作，赚

到钱，买套好的房子，买辆好的车。我觉得这

样的人生总是缺点什么。”

这名计算机专业的准毕业生陷入了纠结：

他想去支教，但又觉得应该早点赚钱养家。

好在那几年父母身体康健，外出打工差不

多还清了家里的债务。犹豫了几个月后，侯长

亮终于下定决心：只去支教两年，“用这样的

方式来为我们这个社会做点事情”。他打算两

年过后就去找份工作——在公众号文章里、接

受媒体采访时，他一再强调这一点。

必须当老师

西部计划志愿者一般都服从当地安排，分

配到有需要的岗位。侯长亮不肯让步，“必须去

当老师”。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一个山

村里开始了教师生涯。那里石漠化严重，孩子们

上学放学，需要翻过一座又一座小馒头山。

第 一 次 上 讲 台 ， 侯 长 亮 紧 张 得 说 不 出 话

来。度过最初的艰难之后，他成了孩子们又爱

又怕的亮亮老师。和其他老师一样，亮亮老师

一个人包一个班，音乐美术体育这些他不擅长

的科目都要自己先学了再来教孩子。他学唱

歌，学到自以为不跑调了再教学生唱，学生们

天真地说：“老师，你一开口，我们都笑了。”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两年期满，

他离开那所小学，去深圳找了份工作，但是孩

子们追着汽车跑的情景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做

错了。两个月后他又回来，留了一年又一年，

直到 2015 年他成为广西的新闻人物，然后仓

皇逃到贵州。

4 年前，罗开宝看到侯长亮和雷宇丹每人

背着两个大包爬上山，雨靴上沾满了泥巴，来到

他所在的云南昭通向阳小学支教。贵州那所小

学招了七八个在编教师，侯长亮觉得自己该走

了，朋友介绍他来到这所更缺教师的乡村小学。

“向阳小学”名不副实。罗开宝说，这里一年

四季下雨，平常大雾弥漫，一个月出两三天太

阳。侯长亮他们来之前，罗开宝等两名代课教师

教全校 4 个班，一个班就是一个年级。教师给这

个班讲完课布置作业，再去另一个班上课。

罗开宝看到，这两名新教师跟学生相处得

很亲，侯长亮趁课间给孩子们理发——平时理

发要去街上，单程坐车就要 10 元钱，别说学

生了，就连大人都嫌贵。

2020 年，侯长亮和志同道合的“宝藏女孩”

雷宇丹结婚。学校没有宿舍，侯长亮夫妻俩把一

间空教室隔成两间屋子，里间住人，外间当办公

室。周末学校不上课，孩子们来找他们问作业

题，升到镇上读初中的孩子有时也回来求教。

今年 1 月初，在上海一家公益基金会的资

助 下 ， 学 校 给 20 名 优 秀 学 生 一 人 发 一 头 小

猪，他拍下来发到网上，突然成了爆款。全国

各地的媒体都在联系他采访，最多的一天有

40 家媒体联系他。罗开宝请侯长亮来家里吃

午饭，侯长亮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支教时，学生们总问侯长亮：“老师，你

下学期还来教我们吗？”孩子们要听到肯定的

回答才放心。

罗开宝也担心侯长亮夫妻俩离开。“等他

们离开的那天，这个教学点可能就不存在了。”

罗 开 宝 2005 年 初 中 毕 业 就 回 到 村 里 教

书，已经在向阳小学代课 16 年了，工资从最

初的 400 元涨到现在的 800 元。

35 岁 的 侯 长 亮 表 现 得 很 清 醒 ， 他 说 ：

“我们不会因为媒体过多的报道，被架到一个

很高位置而下不来⋯⋯我们会遵从自己最真实

的想法，不想支教时，我们会离开大山。”

侯长亮不善言谈，采访中，他常用简短的

一两句话作为回答，或是说个“嗯”“是的”，

便又陷入了沉默。但他在公众号“落泥”里，

常常洋洋洒洒地记录支教生活，或是反思流行

的教育理念。

大山的孩子路在何方

支教的第二年，侯长亮就开始意识到当下

乡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学家陶行知 90 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常

常引起他的共鸣：“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

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

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

农夫子弟变书呆子。”

侯长亮也强烈反对“让孩子走出大山”的

说法。“从来没有人教他们怎样去把自己学的

东西来建设自己家乡，结果走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是（对乡村）很不自信的”。“就像是大家都

在拆台，没有想着怎么合力把它做好。”

“ 我 告 诉 学 生 ， 家 乡 是 一 个 美 好 的 地 方 ，

就是我们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或有相关的条

件、资源来把家乡建设好。”

他反对教材城市化，觉得这样的教材脱离

乡村孩子的实际。课本练习题要求学生调查本

班同学最喜欢去哪里春游，表格里给定了几个

春游地点：植物园、动物园、游乐园、森林公

园、河滨公园。孩子拿着课本问他：“老师，

什么是河滨公园？”应用题里，几个孩子在欢

乐园玩，要去坐碰碰车，题目问：每辆碰碰车

坐 3 人 ， 18 个 人 要 坐 几 辆 碰 碰 车 ？ 学 生 说 ：

“老师，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欢乐园。”

布置作业时，他要自己改编，把种玉米、

采竹笋、挖土豆、放牛等生活场景放进作业

题。上山采竹笋的季节，他用这来出例题：采

回来带壳的竹笋多少斤，削壳后多少斤，再拿

去卖是多少钱一斤，最后能卖多少钱？“这里

面都是有乘除法的。”

他 不 向 外 界 募 捐 ， 遇 到 实 在 推 不 掉 的 捐

赠，他告诉学生要心存感恩地接受。

他鼓励孩子们干农活儿，和他们一起去挖

竹笋。他告诉孩子们，不要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很脏、很没有尊严，这都是自己通过劳动得到

的。他还告诉孩子：他把这些视频发到网上，

有很多人给你们点赞。

这 个 小 人 物 ， 常 常 担 忧 乡 村 教 育 的 大 问

题。他的每一篇公众号文章，都将陶行知这句

话放在开头：“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教师

的手里，如果培养出一百万个优秀的乡村教

师，将会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他以萤火虫自比，“做一只萤火虫，为山

区孩子亮一点光⋯⋯希望更多的萤火虫来为山

区孩子发一分热、亮一点光。”

给每个优秀生奖一头小猪的支教老师
侯长亮：大山的孩子应该留下来

□ 杨 月

这几日清晨，北京细雪纷飞，故宫成了无数
市民和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地。红墙绿瓦、白雪飞
花，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短视频拍摄者们用低
角度拍摄雪后故宫，建筑群宛如位于“云层”之
上，故宫秒变“天宫”，画栋雕梁，纷纷扬扬的雪
花漫天飞卷。此刻，每个人的审美似乎变得高度
统一，骨子里藏着的对红墙白雪的爱，仿佛都在
这一刻喷薄而出。

朵朵雪花，唤醒了前行的人心底那份静美
和诗意。

在众多网友自发拍摄的雪景中，有一处雪
景美得不仅清新，还有种力量感，那是雪花和中
国航天科工二院内的“红旗二号导弹”同框的画
面。“红旗二号导弹”是我国防空导弹自行研制
的开山之作。20 世纪 80 年代初，“两弹一星”元
勋黄纬禄院士带领二院研制团队，突破了我国
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成功研
制“巨浪一号”潜射导弹，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五个拥有水下发射能力的国家。

雪中，飘雪的轻柔感和导弹的力量感仿佛
得到一种极致的统一，一代代科学家们把家和
国装在心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让国人挺直
脊梁。这份豪情，融于天地之间。

朵朵雪花，是属于奋斗者的浪漫。
飘雪中，人们并不觉得寒冷，因为穿过飘

雪，很快就能来到温暖的房间里。在煤和电源源
不断的“保供”之下，冬天不再是寒冷难捱的代
名词，而变成了一个蕴蓄和沉淀的季节。记者的
镜头就记录了“一块煤”在严寒中的“保供之旅”。

入冬后的山西长子县，平均气温早已降至零
摄氏度以下，但在地下500多米的深处却是一番
沸腾的景象。一块块电煤洗选完毕、蒸腾着水汽，
从霍尔辛赫煤矿井3803采煤工作面（位于长子县
地下530米处）采出，装运上霍尔辛赫专用线。这
些电煤很快被运达200多公里外的河南省，用于
保障当地两家重点保供对象的发电供热煤炭储
备。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及消费国，
能源保有储量中，煤炭约占 89%，石油约占 4%，
天然气约占7%。煤炭，在国家能源供应中发挥着
重要的基础和兜底保障作用。一块块电煤从山西
启程，在寒冬中为千家万户送去温暖与光明。

朵朵雪花，让人愈发珍惜冬日里的丝丝暖意。
再过几天，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就要拉开帷

幕。赛场内，健儿们在摩拳擦掌，做最后的准备。
赛场外，冰面上，也有一群热衷于冰雪运动的“业
余选手”，拉开了架势，随时准备开心“飞起”。

不信？快看看什刹海、颐和园的冰面上，大
人孩子踩着冰鞋、推着冰车，飞驰中留下一串欢
声笑语。快看看室内冰场里，那些跃动着的冰球
少年和花样滑冰小健将们，没有人是“被选择”
而从事冰雪运动，他们，是自己“选择”自己热爱
的运动，花样人生不设限，没有大胆的尝试，你
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将潜能发挥到了极致？

朵朵雪花，催促你，摆脱束缚，不断尝试！
雪中的美景道不尽。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雪

中玩耍，爬树“赏雪”。延庆街头冬奥氛围浓厚，
“冰墩墩”“雪容融”静立雪中。大片雪花洋洋洒
洒，红灯笼尽显年味。

雪中的朝气扑面而来。从平凡你我到奥运
会冠军，赛场上打破纪录，赛场外打破边界。尝
试，成就更好的自己，拥抱更大的世界。尝试，永
不停息，永葆好奇！

雪花，是诗意，是浪漫，是温暖，是朝气。快
拿起笔，为朵朵雪花，画一幅温暖的肖像⋯⋯

为朵朵雪花画一幅温暖的肖像

一眼万年!故宫大

寒节气迎新年初

雪：红墙绿瓦雪飞

花，美得恍如隔世。

北京迎 2022 年

初雪：故宫、长城

银装素裹，熊猫端

坐树杈“赏雪”。

一块煤的“保供”

之旅。

中 国 人 的 故 事

尝试，有多酷？

2020 年年底，侯长亮和妻子雷宇丹在他们支教的小学拍婚纱照，希望“为山村教育代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