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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川北灯戏，是流行于四川省东北部

地区古老的歌舞小戏，它生长于民间，反

映了底层人民的人生理念和审美情趣。

因为诙谐幽默，接地气，川北灯戏为山乡

民众所喜闻乐见，并被称为“农民戏”“喜

乐神”。

而历史悠久的川北皮影，因其生动

的造型、精巧的雕工、细腻的表演和风趣

的剧情，深受山乡人民的青睐。皮影雕刻

流程是非常精细的，通过选用上等牛皮，

经“刮、磨、画、刻、着色、辍订”等 30 余道

工序，手工精刻千余刀而成。

这些扎根于民间的非遗技艺，并未

消逝于现代社会洪流中，而是焕发出崭

新的生命力。

在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伙伴南

充职业技术学院，就有一群年轻人，为了

传承这些非遗艺术而将数年青春时光熬

在练功房和舞台上。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刘姝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介绍，为

了培养一批非遗传承人才，学院从 2018
年开始筹建非遗保护与传承学院。南充

市 现 有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5
项，其中的川北灯戏、川北大木偶、川北

皮影、川北剪纸被誉为川北“四朵金花”。

刘姝介绍，南充市为解决国家级非

遗的现代传承问题，创新非遗传承路径，

“学院与非遗院团、市政府共同设立非遗

传习专业，现已开设川北灯戏、川北大木

偶表演制作专业”。

2019 年年初，川北灯戏《跳蹬》亮相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2019 元 宵 戏 曲 晚

会》，参与演出的演员大多是“非遗传习

班”的学员。

“非遗传习班”的建立，为充满地域

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注入新鲜血液。

何媛媛是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南充市

川剧团川北灯戏“非遗传习班”的一名学

员，在新编历史川北灯戏《张飞轶事》中

饰 演 范 玉 香 一 角 。今 年 ，何 媛 媛 即 将 从

“非遗传习班”毕业。

“川北灯戏是一种崇高的艺术，表演

川剧、川北灯戏是我莫大的荣幸，已经从

喜欢上升到了热爱。”何媛媛说。

何媛媛介绍，川北灯戏以闹剧和喜

剧居多，特别是丑角的造型，具有典型的

装饰性、可舞性和程式性特点。“传统灯

戏多在夜晚演出，观众拿着灯笼火把围

起场子观看，使戏场汇成一片灯火的海

洋。戏中出现的龙灯、狮灯等，不仅是道

具，还是精巧的民间工艺品，也是剧中的

角色。”

何 媛 媛 说 ，观 众 看 灯 戏 演 出 叫“ 看

灯”，演员演灯戏叫“扮灯”。“台上台下灯

火辉映，演员观众交融无间，群众欢腾，

蔚为壮观。”

在川北灯戏中，“跳”是表演的一个

关键要素，在民间有“无跳不成灯”的说

法 。何 媛 媛 表 示 ，“ 跳 ”就 是 要 求 载 歌 载

舞，要有丰富的舞台表现力，如跩“之字

拐”，穿“蛇蜕皮”，走“三穿花”以及“转、

扭、编、摆、挽”等，使整台演出始终处于

律动之中。

为了完成舞蹈性极强的川北灯戏表

演，南充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日常都

会进行大量训练。

一位学生介绍，周一到周五，他们会

上专业课和文化课，每天上午进行常规

的基本功训练，下午上戏课，晚上还要复

习当天所学的专业内容——这几年的日

子基本上都是在练功房度过的。这位学

生表示，“虽然辛苦，但是值得，因为现在

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广大群众的支持、理

解和喜爱。”

刘姝说，现在学院开设川北灯戏、川

北大木偶表演和制作这两个国家级非遗

专业，报考的学生数量比较多。

非遗专业课采用“一生多师、一生一

案、学生互助互学”的教学模式，分层分

类 ，相 互 学 习 ，互 相 监 督 ，共 同 进 步 。同

时，学院构建了“学非遗课程，传承弘扬

民族文化”的思政课程，做到知识能力培

养与文化内涵引领同步。

非遗相关专业不仅有美术、设计、音

乐和舞蹈方向的教师执教，还吸纳了不

少 研 究 传 统 民 间 文 化 的 教 师 加 入 。“ 另

外，专业院团的非遗传承人和二级以上

非遗演员还组成了专业教师团队，进行

非遗传习专业授课。”刘姝说。

除了专业学习，一座建于 2020 年的小

型非遗博物馆，亦是帮助学生感受传统文

化 魅 力 的 重 要 场 所 。刘 姝 告 诉 记 者 ，这 里

“主要介绍南充市国家级非遗项目，现在有

川北皮影、川北大木偶、川北剪纸、南充竹

编等项目的经典展品，平时对全院师生免

费开放，供大家参观学习。”

那些从非遗专业毕业的学生，则会继

续沿着这条路往更辽阔的远方走去——他

们通过专业院团的测试，毕业后成为专业

院团的职业表演者。

刘姝特别提到，2018 级广告艺术设计

专业的 4 名学生，通过参加全国大学生艺

术展演，学习了川北皮影的雕刻制作技艺

和表演，同时以皮影元素设计了很多文创

作品。今年毕业后，他们的职业路径是进入

川北皮影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皮影雕刻、

表演，以及开发新的皮影剧目和皮影衍生

产品等。

“许多学生觉得，这是他们这一生想投

身的事业。”刘姝感慨。

刘姝认为，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

为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技艺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展示平台，为广大青少年学子提供

了学习、了解各类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技艺

的机会。

“作为高职教育的一分子，我们希望能

在这个平台中展示更多四川优秀的传统文

化和技艺。”刘姝期待，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能和中国青年报社一起，全方位展示学院

非遗传承和创新的成果，吸引更多年轻人

走近非遗，拥抱优秀传统文化。

非遗技艺成为这些年轻人一生想投身的事业

刘姝和南

充职业技术学

院川北灯戏班

的学生们。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当一张写着“春风十里不如你，论停车，我只服你”的

表情包罚单出现在你的车窗上；当“遛犬犬，绳牵牵，出门

别忘带铲铲。不牵绳，犬咬人，咬完就要打针针”等弹幕样

式的宣传牌被立在公园草地上，会不会给人一种“小清新”

的感觉？你能想到，它们出自城管队员之手吗？

以往，不少网友对“城管”二字存在刻板印象，总将这

一群体与“冷冰冰”“硬邦邦”等词语联想在一起。

近日，记者在“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合肥市滨

湖新区市容（城市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滨湖城管办”）
采访时，发现一群“有温度”的年轻城管员，他们热爱生

活，同情弱者，在工作中玩转新媒体思维，用创新创意破

解城市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

滨湖城管办有执法队员 170人，35岁以下的有 103人。

在城管系统工作了 9 个年头的管飞强每天要排查主

次干道、小巷、在建工地等处的市容市貌问题，此外还有

一项特殊任务——管理滨湖新区街头两万多辆共享单

车，调度解决单车多、乱、脏等小事。

他和同事尝试划定了三色停车区，实施单车分色、分

区停放，联合交警部门开展文明骑行短视频系列活动，对

文明骑行的市民进行奖励，对不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现象

进行直播劝导，不久前的一场直播吸引了 60 多万人次观

看。还有附近的市民看到直播后，赶来给“主播”送零食。

记者注意到，直播的弹幕和评论里，有市民饶有兴致

地提问：“城管工作职责有哪些？每天工作多久？”还有热

心网友关心起城管主播的“个人情况”——“小姐姐今年

多大，有没有对象⋯⋯”

经常参加直播的 90 后网红“城管小姐姐”童瑶觉得，

直播既能紧跟时代潮流，也能改变以往发传单的单一宣

传模式。和网友频繁互动更是好事，希望借此改变大家对

城管的刻板印象。

管理是标，引导是本。用好短视频、直播平台等工具，

让城管的日常工作直观、朴实地呈现，引导市民自觉规范

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是城市治理工作的一个目的。

这几年，直播带货兴起，城管队员们将“卖瓜”玩出新花

样，解决瓜农生计大问题。去年夏天，滨湖城管办队员巡查

时发现两个瓜农面色疲惫，将小货车停放在人行通道上，就

上前问了几句。原来，来自安徽亳州的田文军在帮朋友李奇

卖瓜，他们开车 5个小时来到合肥，一车西瓜至少要 3天才

能卖完，夜里只能在车上凑合着睡。

39 岁的李奇家中种了 32 亩地西瓜，儿子先前患白血病离世，家中欠

下债务。城管队员就和辖区包河区烟墩街道协商，为二人找了摊位，架起

直播架，仅一天多时间，李奇就卖出近 2000 斤西瓜。

其实，城管队员们已连续 5年为瓜农直播“带货”。2020年的一次直播中，

1小时内“推销”了上万斤西瓜，有餐饮企业找到瓜农表示长期“承包”西瓜。

为了卖瓜难的问题，滨湖城管办还联合物业、社区“引摊入居”，解决

瓜农在城市落脚难的问题，也让居民足不出户买到放心瓜。每年，城管线

上线下接受瓜农报名，再统一摇号、分配摊点。在城管规划的小区瓜摊上，

有免费水电服务及帐篷等物料，表现优异的瓜农还能得到奖励。

无论是短视频、网络直播还是新思维新理念，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活

动，当城管队员带着年轻人的朝气、自信和幽默，自然得体、从容大方地走

到群众身边，解答大家的疑惑，解决大家牵肠挂肚的民生小事，显而易见

地为城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采访过程中，很多城管“小哥哥小姐姐”也呼吁，在基层一线工作中，亟须

普及大众喜闻乐见的工作方式，影响带动其他年龄段的同事，为百姓巧解难题。

连日来，合肥防疫形势严峻，该办 15 名年轻城管队员组建志愿服务

队下沉社区，通过公号推文、短视频、表情包普及科学防疫知识。

有关人士指出，城市治理呼唤柔性化、有温度的手段。近年来，越来越

多高学历年轻人的加入，给城管队伍带来新血液。一方面，城管部门应当

加强培训，用新媒体和互联网思维赋能工作，提高工作的法治化、科学化、

规范化、创新化水平，让群众知晓城管工作职责；另一方面，也呼吁社会大

众跳出刻板的框架和固有的成见，对城管工作和相关人员多一分理解和

支持，共同提升城市治理的品质和效能。

颠覆刻板印象

，城管网红巧解治理难题

全国两会着眼的每一个“大”，
都关乎千千万万个“小”，这就是每
个青年都能感知能触碰的温度。当
2022 年全国两会胜利闭幕，这些全
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从人民
大会堂回到自己的岗位之后，他们
发现，这些年改变正悄然发生！

李国琴：从“沙中找绿”到
“绿中找沙”

在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 盟 多 伦 县 蔡 木 山 乡 铁 公 泡 子 村 党 支 部 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国琴的家乡，生态环境正悄

然发生着改变。

“十几年前，我所在的铁公泡子村因生态

环境恶化，每逢大风，便黄沙漫天，一度出现

连片的沙窝子。现在经过村民们多年锲而不

舍的治理，昔日的漫天黄沙变成了郁郁葱葱

的绿洲。”用“实干”和“忙碌”来形容李国琴的

日常，再恰当不过，环境治理、草场维护⋯⋯

村民的大事小情都离不开她。

“以前，由于多伦县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

缘，生态环境恶化导致铁公泡子村村民差点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那时我们最怕春天，

一到春季刮风的时候，早晨一觉醒来，会发现

房子被沙土埋了半截，出门前还得先拿铁锹

往外铲沙子。”而现在，李国琴的家乡铁公泡

子村，已经由原来快被风沙吞噬的村庄变成

了 绿 油 油 的“ 生 态 村 ”，村 民 也 端 起 了 生 态

“碗”，吃上了生态“饭”。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李国琴告诉记者，这

得益于 2011 年国家在铁公泡子村实施的百

万亩樟子松项目。“项目刚实施时，我看着村

里沙化严重的土地，知道生态建设已经刻不

容缓了。退耕还林不仅当下受益，更能给子孙

留下绿水青山。”因此，李国琴率先在自家承包

的 500 亩草场上种植了樟子松。后来随着她宣

传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植树

造林的队伍中。“当时我们植树造林，为了节省

时间，大家早上吃完饭后，都背上干粮背上水，

拿起铁锹就直接上山种树，直到太阳落得看

不见，才肯收工回家。”李国琴回忆。

“近些年，在我和村民们的努力下，树更

多、山更绿、水更清了，铁公泡子村可以说由

过 去 的‘ 沙 中 找 绿 ’变 成 了 如 今 的‘ 绿 中 找

沙’。”现在，李国琴和村民们在林业、牧业、旅

游业上下功夫，日子越过越红火 。正因失去

过，铁公泡子村的村民才更加珍惜今日来之

不易的青山绿水。

如今百万亩樟子松林郁郁葱葱、茫茫无

边。林间能打草，草料不仅足够供自家圈养的

牲畜食用，村民还把多余的草料拿去卖钱。此

外，李国琴还积极引导村民发展旅游业。“从

人民大会堂回到村里，我又有了新计划，我们

村的自然资源丰富，不仅有草原、山丘、森林，

还有由金莲花和赤芍形成的彩色风景线，再

加上辽代贵妃墓、姑娘湖，发展生态旅游，村

民们致富的机会多着嘞！”李国琴说。

阳海玲：我是新时代的“绿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2 年要

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发展农村电商和快

递物流配送。

对于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

县枫林街道接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阳海玲来说，这可是个好消息。近年来，她通

过一块块“屏”让当地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就是一名新时代的农民。穿上职业

服装进城，就是有梦想有素质有情怀的农民

‘绿领’；回到乡下，换套行头，扛着锄头下地，

就是拥有专业技能的职业农民。”阳海玲为了

带领村民实现绿色生态农业梦想，2015 年，

她辞去了城里稳定的工作，在接龙村开启了

新型职业农民之路。

“我们村里有上千亩水果基地，原来都是

通过传统的方式去销售，有一些成熟季特别

短的水果，像杨梅，如果没有及时销售出去，

最后只能烂在地里，农民的收益非常低。”阳

海玲和村民们开始试着将农业与互联网相结

合，通过快手直播等方式售卖，“没想到效果

很好”。除了线上直播带货，阳海玲和伙伴们

还开辟了线下体验的方式，在生产基地经营

家庭菜篮套餐、租地种菜、当季蔬菜套餐、土

特产等几大类产品和服务，把种菜的菜园子

变成了可以观光旅游的“桃花源”，有很多前

来体验的市民说，“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乡情，仿

佛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家园。”

经过多次磨合和努力，阳海玲团队的直播

销售额已增长 了 100 多 万 元 。截 至 目 前 ，新 化

县 全 县 已 登 记 注 册 电 商 企 业 超 500 家 ，网 商

2.6 万余家，电商从业人员已达 4 万余人，直接

带动 8000 余户贫困家庭增收。现在，在阳海玲

身边，还有很多青年干部为基层工作注入新力

量、带来新思路。他们有的通过短视频 App、朋

友圈等平台帮群众“带货”，解决农产品销售难

的问题；有的开设“小课堂”，教群众如何手机支

付、网上办事⋯⋯在乡村发展的道路上，有青年

奔跑的身影；在前景广阔的产业中，他们精心呵

护的果实一天天生长。

“回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 5 年，我想总结

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听民声，第二是代表老百姓

发言。这 5 年我提了很多建议，有很多建议受到

了重视，并且带动了村子的发展，这是最让我有

成就感的。”阳海玲说。

张金海：环卫工人也能搞创新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广大环卫工人

被誉为“城市美容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湿地城市建设推进中

心职工张金海提出建议，将每年 10 月 26 日定为

“中国环卫工人节”，树立关爱尊重环卫工人的

社会氛围。

从扫大街、淘厕所到管理垃圾场，张金海几

乎干遍了环卫工作的各个岗位。他不仅干得有

声有色，还不断思考如何让工作产生更多价值。

在负责道路清扫工作时，张金海发明了可

以伸缩变形的大扫帚、不用蹲下或弯腰的捡拾

器；为解决老式垃圾箱露天放置既臭气熏天又

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他提出建设半地下式垃

圾箱的想法，并研制成功整套地下排污系统；在

改扩建东营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时，张金海对垃

圾浓缩液进行了减量化实验。

2012 年，“张金海创新工作室”挂牌成立，

这是山东省职工技术协会在全省首批选树的

“四个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之一。如今，他带

出的 30 多名徒弟都已成为环卫一线上的技术

骨干。从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成长为首席技师，

到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张金海认为，工作

岗位不分高低，只要奋斗就会有收获，环卫工人

也要搞创新，也能搞创新。

今 年 三 月 中 旬 从 人 民 大 会 堂 返 回 工 作 岗

位，张金海开始以更宽广的视角关注环卫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将目光投向垃圾分类领域。目前，张

金海正在研发多功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装置。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任何一份职业都是光荣的。

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一切创造，无论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也都值

得尊重和鼓励。现在，在黄河入海口的东营，环卫

工作的‘粗、笨、重’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

‘精、细、巧’。”张金海希望和更多人一起再努把

力、加把劲，让家园更生态、更环保、更美丽。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牟 昊 琨、沈 秋 阳、杨
月，通讯员曹堯、葛文琦、刘伟，实习生高宇、郑
雪、王涵、刘子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建设性新闻工作坊、青岛农业大学动漫
与传媒学院融媒体工作坊）采访整理。

代表委员的返乡手记：这些改变，正悄然发生

团裕华区委作
为河北省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的试点
县（区），深感责任
在肩。团区委邀请
高校专家团队合作
编制了《石家庄市
裕 华 区 青 年 发 展

“ 十 四 五 ”规 划
（2021-2025 年）》，
建立了“青年思想

道德教育中心、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中
心、青年社会融入服务中心、青少年健
康成长保护中心”，以四个中心领航青
年工作的思想阵地、创新阵地、服务阵
地和保障阵地。下一步，团区委将立足
青年全方位发展需求，通过多方协作联
动，在青年思想引领、青年人才引进、青
年心理健康、青年创业就业、青年健康
婚恋、青年志愿服务等方面做实做细。

石河子大学作
为一所兵团高校，
校 团 委 始 终 坚 持

“以兵团精神育人，
为维稳戍边服务”
的办学特色，广泛
组织开展“石大学
子走兵团”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组建
百余支团队千余名

学生深入兵团团场连队等，以实际行
动践行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
神；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大学生宣讲
团”走进基层广泛开展党史宣讲，用

“党史小故事”讲述“爱党爱国”大道
理，引导青年学生涵养爱国之情、砥砺
爱国之志、汇聚爱国之行。2022 年我
们将继续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鲜明导向，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二十
大和建团100周年献礼。

石河子大学团委

书记 管欣

共 青 团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委 书 记 陈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