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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文并摄

一位父亲在女儿 5 周岁生日当天，

专程来到伯鸿书店，在店长吴魏的介绍

下挑选了一套译注版《史记》。“读史明智

明理，这套书是给孩子的生日纪念。我不

奢求她现在能读懂，而是希望这套书能

够陪伴她的成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生

吴鹏杰踏入伯鸿书店的契机，则是被青

砖绿竹的古朴雅致，以及匾额上繁体的

“书店”二字吸引。“寒假恰好买了中华书

局版本的《曾国藩家书》，读后很有收获。

走进来一看，这里有好多中华书局丛书，

感觉不虚此行。”

《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合作伙

伴伯鸿书店，是中华书局位于北京市丰

台区的实体书店。不足 200 平方米的店

面 ，被 2000 多 种 上 架 图 书 填 得 满 满 当

当。当人们推开木质牌匾下的玻璃门，书

卷气息扑面而来。吴魏说：“当下阅读环

境其实不算友好，我们希望伯鸿书店能

够成为一个温暖的文化空间，真正服务

读者、作者和编辑。”

在传统文化典籍里感受
文化血脉的传承

吴 魏 是 中 华 书 局 伯 鸿 书 店 的 店

长 ，名 字 自 带 某 种 历 史 气 质 。2019 年 ，

他 从 中 华 书 局 编 辑 室 来 到 伯 鸿 书 店 ，

书 籍 零 售 的 繁 重 压 力 打 破 了 他 过 去 对

书 店 工 作“ 闲 适 ”的 预 期 ，但 与 读 者 面

对 面 沟 通 的 体 验 ，也 给 他 带 来 了 快 乐

与温暖。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吴魏介绍，平时到店读者多为周边社区

的居民，也不乏特意前来者。吴魏记得，

曾有一位从四川远道而来的读者，将伯

鸿书店设为自己的北京“打卡地”。当时

店员们正在清点书籍，其中一本是黄永

玉所著的绝版书。“这位读者当即买了下

来，连声感慨不枉此行。”吴魏还多次在

店里遇到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外国留学

生，他常常周末特意打车前来买书。“许

多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也很认可我

们的书”。

每到放学时间或周末，会有许多孩

子来到伯鸿书店看书。吴魏介绍，伯鸿书

店将青少年书籍做了一个专柜陈列，供

孩子们阅读。“孩子们有时还会翻看专业

类甚至研究性的书，遇到不认识的繁体

字或生僻字，就会来问店员。”吴魏觉得，

孩子来书店接触传统文化典籍，有助于

他们感受到文化血脉的传承，对传统文

化产生亲近感。

在吴魏看来，实体书店与网上购书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有温度的。“它能

让读者亲手触碰这些书籍，与店员甚至

作者拥有面对面的接触，更有亲近感。”

为 此 ，伯 鸿 书 店 经 常 联 合 太 平 桥 西 里、

南 里 等 社 区 ，组 织 青 年 读 书、亲 子 传 统

文化体验等活动 ，并 定 期 举 办“ 伯 鸿 讲

座 ”，邀请名家作者前来授课 。“ 我们想

让 读 者 感 受 到 ，文 化 的 传 承 不 仅 停 留

在书本纸面上，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

力量。”

吴魏笃信，书本的价值会一直存在。

未来，书店将不仅作为实体书的展陈和

销售地，更是一个承接各类活动的文化

空间，真正让读者感受到温暖。

用书店在人们心中点亮
传统文化之光

“ 今 年 是 中 华 书 局 创 建 110 周 年 ，

我 们 始 终 坚 持 陆 费 逵 先 生 在 创 办 时 的

理念——开启民智。而弘扬传播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中 华 书 局 一 直 坚 定 的

路。”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对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说。

如何搭建年轻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之间的桥梁？周绚隆认为，这需要一个

长期培养过程，不可急功近利。“文化的

创造与传承需要从原点上寻找一种支撑

的力量，那就是它的精神力量和价值观。

要基于对人的尊重，引导大家认同传统

价值观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我们今天讲传播、传承和弘扬，到

底在弘扬什么？我们不是把传统文化从

古籍里挖出来，再复制给大家看。”周绚

隆强调，在保证内容品质的同时，也要注

重形式的有趣和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

的公 司 在 做‘ 半 小 时 读 懂 ’系 列 ，半 小 时

可 能 读 不 懂 ，但 这 一 创 意 能 够 吸 引 更 多

年 轻 人 ，将 注 意 力 拉 回 到 传 统 文 化 中 。”

而 想 要 形 成 更 大 效 应 ，则 需 要 精 耕 细 作

和长期坚持。

“只要有心，任何地方都能照亮人心，

所以一平方米足够了。”周绚隆说，如果人

们真的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能喜爱书籍，并

非一定要在书房或者多么宽敞的地方，只

要 一 平 方 米 的 小 角 落 就 能 把 书 读 下 去 。

“《中国青年报》一直在关注现实和大众 。

‘温暖一平方’在这一点上比较务实，真正

关注了价值本身。”

作为伯鸿书店的忠实读者，伞红雷每

周都会来两三次，下班后顺路看看有没有

新出的书，有空就在书店小坐一会儿，品茶

阅读。这次在午休时间来到书店，是为了询

问店员一本图书——扬之水的《读书十年》

是否到货。

伞红雷在大学时代就读于古代文史类

专业，毕业后从事古籍数字化相关工作，平

时爱读学者论著以及中古史、唐宋史等史

籍。他发现，周围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古籍多半比较感兴趣；

但不涉及相关专业的人，往往对古籍怀着

一种敬畏感，“太厚重了”。

在伞红雷看来，年轻人应该多多尝试

阅读古人的经典作品，并把它们运用到现

实生活中，而书店就是一个让人们接触和

爱上传统文化的绝佳地方。“它不需要过多

渲染，就把书放在那儿。年轻人来这里逛一

逛，就会得到自己的答案。”

每当傍晚，伯鸿书店的灯光从窗口映

射出去，吴魏总有一种感觉，仿佛传统文化

的光在逐渐照亮社会与人心。“书店是一个

有温度的地方。希望‘温暖一平方’能够将

传统文化和实体书店的温暖汇聚起来，传

递给更多人。”

让书店成为有温度的文化空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为更好地建设祖国

而努力，是每个人的愿望。你们的话剧展现了向

先烈学习的精神，为你们点赞！”近日，安庆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话剧社师生收到了革命烈士张璋

的女儿张小璋的来信，97 岁高龄的张小璋对师

生创作的话剧《信念》表达衷心感谢。

《信念》全长 40 分钟，由话剧社一群 00 后历

时一年原创编排而成。烈士张璋 1906 年生于安

徽省合肥市西乡张新圩，家中条件殷实。20 世

纪初，张璋随父迁居天津，在南开中学念书时，

他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于 1925 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1936 年 10 月，张璋在

安徽安庆市英勇就义，年仅 31 岁。他留下四句遗

言：“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

张璋的女儿为继承父亲的遗志，改名为张

小璋，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7 年

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去年年底，《信念》在安庆师范大学公演。不

少同学观看话剧后，被演员精湛的演技和真挚

的情感所打动，在 QQ 空间和朋友圈中贴出剧

照分享感受。“话剧社指导老师方瑞带领我们搜

集了大量资料，也请来安庆市的党史专家为我

们讲解了烈士的生平，还请来了安庆市懒悟艺

术馆馆长张庆讲解烈士遗物信件发现的过程。”

学生编剧张昕怡说，筹备剧本时，仅大纲就改了

七八版，剧本也改了 20 多遍。

让张昕怡印象最深的是张璋的弟弟张枢写

给母亲的信，中间有一段是张枢对四哥张璋临刑

前的回忆：“士兵用足蹬四哥，四哥云‘大丈夫男子

汉是不跪的’。四哥一路高唱国际歌去刑场。”也正

是信件内容，给了张昕怡新的启发。

安徽省肥西县委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专门

给话剧社寄来书籍《张璋烈士纪念文集》，鼓励

同学们从革命烈士事迹中汲取信仰力量。

每天课余，话剧社抽出 3 个多小时排练。排练前，所有演员

一起研读剧本，阅读烈士资料。周末，学生们一起去安庆市博物

馆参观，讲解员的讲解让学生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更加透彻。

因 此 ，演 员 们 也 在 表 演 中 加 入 了 很 多 自 己 的 理 解 和 设

计 ——张璋妻女的活泼互动、士兵搜查房间时的嚣张、张璋妻子

被叔父质询时的结巴⋯⋯演员们大胆设计，在排练中倾注心血。

饰演张小璋的学生丁晓婉感慨：“演出当天下午，我一直在

酝酿情绪，细读张璋烈士的生平，并将‘女儿’的视角代入进去。

出演最后一幕时，我手中的道具信纸是请学校书法社的同学描摹

的烈士家书。我拿到信纸时，手便止不住颤抖，眼泪也停不下来。”

演出结束后，所有演职人员相拥而泣。“彩排时，大家原本只有两

个泪点，但看到张璋在狱中的独白、张璋妻子吴昭毅看到家书落泪、

张璋笑着走向刑场、女儿张小璋看到父亲遗物信件等表演片段时，我

多次泪目，大家把这部话剧演活了！”话剧社学生负责人万昕说。

为烈士编演原创话剧的零零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马富春

“我觉得你们龙王坝，过去最大的特色就是

穷！在联合国都被说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而你们却建成了美丽乡村。这不是个奇迹吗？还

愁全国各地的人不来学习参观？”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宁夏

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龙王坝村 80 后产业

致富带头人焦建鹏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

他 意 识 到 ，原 来 ，西 海 固 与 北 京 之 间 的 差

异，不是搪瓷碗与咖啡杯的差异，也不是土房子

与摩天大楼的差异，更多的是思维上的局限与

落后。

“别人都迈进了互联网经济时代，找差异找

出路。我却对西海固最大的资源置之不理。”当

即，焦建鹏定下一个小目标——行动起来，挖掘

西海固特有的精神气质，传扬西海固人民面对

贫困不低头的奋斗精神，同时，在新时代继续书

写这种精神。

由他牵头成立的宁夏瑞信龙王坝生态文化

旅游村股份有限公司也很快落地龙王坝村，开

启整个村庄的蜕变之旅。

这是焦建鹏的第三次创业，他再一次“逆向

行走”，彻底回到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这一次，

他把心完完全全留在了这里。

逆向而行

然而，就在 10 多年前，焦建鹏还和当地大

多数年轻人一样，把“逃离”当作改变命运的唯

一途径。

“西海固，是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饿、半

粒在喊渴的地方，但凡有门路，没有人想留在这

儿。”焦建鹏说，上世纪 90 年代末，他考上大学，

每天想的都是留在大城市。后来，他如愿进入银

川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但当公司业务调整想派他

去外地工作时，“安土重迁”的观念让他犹豫了。

经过一番思量，焦建鹏开启了人生第一次

“逆向而行”——回西吉县创业。瞄准市场空白，

他开办了广告公司、网吧，效益最好的一年，营

业额达 1000 多万元。

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焦建鹏萌发出为家

乡做点什么的想法。2011 年的一次回村给了他

思路。“当时在三四月，我去看望父母，抬眼望去

我们村漫山遍野都是山桃花，风一吹，特别美。”

原来，经过近十年的退耕还林，龙王坝村有

了3000多亩的林地，区域水源涵养能力也提升了。

《新闻联播》里提到的“林下经济”适时出现

在 焦 建 鹏 的 脑 海 中—— 龙 王 坝 已 经 具 备 发 展

“林下经济”的基础条件。

“回村，种地养鸡！”焦建鹏做出人生当中的

第二次“逆向”选择。

不过，他的想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朋

友们认为他在“胡闹”。正在吃饭的父亲更是气

得把筷子摔在了地上。

这些并没有阻挡焦建鹏的热情。在他看来，

林下经济是国家指明的致富路，只要踏实干，不

偏航，早晚会有收益。

曲折向前

焦建鹏成立了心雨林下产业专业合作社，

在龙王坝流转了 1200 亩土地，种杏林，林中搭

木屋、建鸡棚，鸡的饲料是玉米粒和肉虫。

市场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林下漫步的“溜

达鸡”每只要卖 120元，外观上却与当地 60元的普

通鸡没有区别，老百姓不愿多花这个“冤枉钱”。

此路不通，焦建鹏便对业态进行了调整，开

辟出 1000 亩的生态观光林，栽种了油用牡丹等

林木。2014 年，他又成立“心雨生态农业科技示

范园”，总面积 4200 亩。

树起来了，牡丹花开了，但“青山绿水”与“金山

银山”之间就像隔着一层纱，焦建鹏始终点不破。

尝试“林下捉鸡”的体验经济——林地的承载

量有限，附加值不高，行不通。响应“农超对接”——

将鸡屠宰加工，包装鸡蛋，但铺货要压资金，量太小

供货也无法持续。几年下来，他几乎把以前打拼的

家底全放了进去，但却产生不了“现金流”。

又有人劝他放弃，可看到自己用心血灌注

的一草一木和 300 多名在合作社就业的乡亲们

的笑容，焦建鹏还是决定“搏一搏”。心里没底，

在面对外地投资商进行推介时，他总是支支吾

吾答不上对方的问题。“甚至有时候，都不敢说我

是西吉人，担心‘穷名声’吓跑了人家。”

苦闷之余，焦建鹏决定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深造，提升自己，也盼望着能在这里结识一些

大老板，为龙王坝的发展注入“活水”。

实际效果超出“预期”。在老师接连否定了“梯

田”“长寿村”这些焦建鹏眼中龙王坝村的发展关

键词后，指出了破解该村发展之困的“不二真

经”——最穷的地方呈现最不可思议的改变。

金融专业出身的焦建鹏瞬间有了思路，西海

固的落后、老土也在“摇身一变”，成为得天独厚的

优势。西海固人几十年接连奋斗、摆脱贫困的信心

也成为他内在的动力。

蝶变新生

“依托生态，打造民宿，发展乡村旅游”的具体

做法在焦建鹏脑中迅速成型。

他率先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标准民宿，引来

周边游客。邻居看到能赚钱也纷纷动工，铺砖、刷

墙，有人还把结婚时没舍得用的铺盖都拿了出来。

西吉县对该村民宿改造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凡做民宿的农户政府补贴 1 万元、旅游局配套 1 万

元作为启动资金，同时可享受 1.2 万元的创业补

贴，由乡政府统一改造上下水，建设污水处理厂，

合作社一体做亮化。

40 家窗明几净的特色民宿、窑洞宾馆在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相继开办，依托附近的火石

寨、震湖、将台堡等旅游资源，第一年夏秋季节，已

经一房难求。

趁热打铁，焦建鹏又在“吸引特定人群来乡村

消费”上做起了文章，将农民培训、学生研学、工人

疗养作为业务重点，积极对接外部资源。

“在之前的多次尝试中，我发现，打造乡村公

园并不能带动乡村经济，还是要让有特定消费能

力的人走进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把钱留下、把货

带走。”焦建鹏说。

他算过一笔账，学生外出研学住宿补贴的标

准 是 每 天 30 元 ，一 间 民 宿 有 4 张 床 ，可 以 住 4 个

人，收入 120 元，“像这种情况酒店亏本根本不敢

接，就为咱老百姓的民宿带来契机，而且每次都是

大单子，一年四季也稳定。农户以家庭农场、民宿

入股，或者在公司务工、售卖农特产品、手工艺品，

也能旱涝保收”。

其间，家住龙王坝村二组的王萍儿就成为旅

游村餐厅的服务员，每月拿上了 2100 元的工资，

老伴儿则在家里养牛种菜。在餐厅，王萍儿每天与

天南海北的游客交流，性格都开朗了。

去年，儿子结婚，王萍儿特意安排从江西远道

而来的儿媳妇和亲友们住在了村里的窑洞宾馆。当

天，她还把接亲、办酒的一些视频发到了自己的“快

手”上，100多条留言里，“都在夸我们这个地方好”。

民宿一条街、小吃一条街、儿童游乐场以及近

来备受年轻人追捧的滑雪场、密室逃脱、7D 影院、

星空酒店等也在这里陆续“安家”，与村里的百亩

梯田高山观光温室果蔬园、千亩油用牡丹基地、万

羽生态鸡基地等生态产业基地相映成趣。

全国各地游客的打卡体验，也让村民们的生

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目前，龙王坝直接从事旅游

业的有 300 人，加上配套行业，解决了 800 多人就

业。全村近年累计接待游客 300 多万人次，旅游收

入超过 8 亿元。

古老山村大变样，更多和焦建鹏一样的“村里

娃”选择回流——旅游村 25 人的管理层，全部为

80 后、90 后，甚至还有 00 后。

年仅 24 岁的马鹏飞是其中一员，平面设计专

业毕业的他作为龙王坝的“宣传干事”，在网上更新

着这里的四时美景，也传播着这里日新月异的美好

生活。过段时间，山桃花开了，他还计划着搞搞旅游

直播，为 5 月即将在龙王坝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做前

期宣传，“在一个村里办全国会议，可是破天荒的

事。”马鹏飞说，能见证这样的“历史”，他很荣幸。

揭去千年黄土封印，龙王坝这个小小的西海

固山村，已然蜕变为中国特色脱贫之路的“样板”。

焦建鹏却说，他们还要跟时间赛跑，收获更多惊喜。

揭开西海固的千年黄土封印

伯鸿书店阅读区。

学生演员储冉饰演话剧主角张璋。 安庆师大供图

2021 年 济 南
黄河济泺路隧道通
车，实现人类穿越
地上悬河的创举。
新年伊始，万象更
新，新的一年，作为
一名基层青年团干
部，我要做到凝聚
青年、团结青年，积
极组织、鼓励项目
部青年参与团支部
和上级团委组织的

各项活动，为项目部广大青年创造更
多成长平台，与青年同事共同成长成
才。作为项目综合办公室的一员，我将
铭记大盾构人的初心与使命，脚踏实
地，做好本职工作，做好项目后勤保
障，为高品质建设济泺路穿黄北延隧
道工程贡献青春力量。

青年团员是税
务 系 统 的 中 坚 力
量、有生力量，他们
的成长与税收事业
发展息息相关。自
担 任 团 委 书 记 以
来，我把青年工作
与培养税务人才紧
密结合起来，坚持
服务青年、团结青
年、培养青年。在税
收现代化改革的新

征程上，我将努力深化团组织活动内
涵，打造“青年税苑”“政策讲师团”“税
收宣传进校园”等活动品牌，号召团员
青年为推动税收事业、服务高质量发
展贡献青春力量。也希望中国青年报
温暖的 BaoBao 能报道税务青年服务
经济民生的暖心故事。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苏 州

市 相 城 区 税 务 局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团 委

书记 王立飞

中铁十四局大盾构

公司济泺路穿黄北

延隧道项目部团支

部书记 王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