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和壬寅虎年有什么约定吗？和上一年的
约定都实现了吗？为此，“中国人的故事”工
作室邀请了这么一群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默
默 坚 守 的 人 ， 他 们 赤 诚 且 勇 敢 ， 欣 喜 也 盼
望，他们希望与大家以崭新的姿态跟壬寅虎
年许一个约定。

我的虎年约定：一起逐虫
熊紫春

我和壬寅虎年有
个约定，那就是希望
与更多“后浪”一起

“逐虫”。
先给大家来一个

科 普 ： 你 知 道 蜉 蝣
吗？它的成虫羽化后
只有不到一天的存活
时间，可谓“朝生暮
死”。观察它们的生
存状态，可以更好地
研究生物的多样性。

大学 毕 业 后 ，我
放弃去往大城市工作

的机会，选择回家乡研究昆虫，却遭乡亲们质疑
“读书无用”。但我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只要心
怀热爱，锚定方向，回到小山村也大有可为。

一年 365 天，我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野外做
昆虫考察。用煤气灶煮面条、睡帐篷、被蚂蟥咬上
几口，都是家常便饭。从 2017 年开始，我每天都在
网上给大家科普昆虫知识。同时，我自费把自己的
家改造成乡村博物馆，展示昆虫标本、彝族人独有
的民俗器具等。在大家的努力下，乡亲们逐渐富了
起来，我也成了家长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现在，我看到家乡的昆
虫种类越来越多，环境越来
越好，中国也已成为世界上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这些变化正是国家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的表现，对此
我深感自豪！

我的虎年约定：更有“铁味儿”
崔 迪

我和壬寅虎年有
个约定，那就是在新
的一年里更加“铁味
儿十足”，创作更多

“铁味儿”视频，讲
述更多铁路故事。

大家好，我是崔
迪。作为一名“铁路
记者”，随着日常采访
报道的深入，我发现，
铁路系统有 200 多万
名铁路职工，有人坚
守在无人小站，常 年
与狼狗、野熊为伴；有
人服务过上千万名旅客，是全国劳动模范⋯⋯我
越来越想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现在，在我的视频中，我以“铁妞”为名，
经常一人饰多角，一会儿是在车厢里吃韭菜盒子
的中年男子，一会儿是音乐外放、电话不断的老
大爷，一会是脱鞋乘车的阿姨⋯⋯搞笑的段子、
夸张的表演，让大家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引导更
多旅客文明出行、温馨出行。

“铁味儿”风格来源于生活。作为铁路职工
中的一员，我常常体验不同的铁路岗位。或许正
是这一次次的切身体会，才让我得以创作出这么
多接地气、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好作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牟昊琨
记者 杨 月采访整理

我的虎年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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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团南通市委以深化共青团改革为主
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做到大抓
思想引领、大抓人才“双创”、大抓青年民
生、大抓基层基础，形成对标找差、争先进位
的生动局面。新征程需要新作为，团南通市委
将结合 《南通市青年发展规划》 的落地推进，
大力实施“四优八强”青春提升工程，找准抓
实切入点和落脚点，切实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服务青年，积极探索南通共青团工作新的
增长点和突破口，不断打造“争第一、创唯
一”的工作品牌，努力打造一支“冲如猛虎下
山、干则虎虎生威、巧若如虎添翼”的团干部

队伍，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在南通“发挥重要支点作
用、打造江苏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新赛程中聚焦聚力、干事创
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记者 蒋肖斌

深秋的济南长清，列车缓缓驶入平

静的乡村，打破了张望父子原本耕田养

鱼的生活。草木萧疏，机器轰鸣，故土难

离，高速行驶的高铁列车能带着父子俩

驶向远方吗？

这是《湖边漫溯》中讲的故事，作为

第六届“青春影像”中国青少年微电影短

视频征集展示活动的获奖影片，山东艺

术学院学生、导演王文龙，也藉此拿到了

人生中第一个最佳导演奖。

“拍摄短片，大部分学生可能更关注

校园爱情、城市人的奋斗，我想拍点儿不

一样的。”从本科到研究生，王文龙一直

生 活 在 大 学 城 里 ，“ 大 学 城 旁 边 就 是 农

村，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我不仅要

做一个见证者，还要做一个记录者”。

王文龙不是一个人。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马研宇，参与拍

摄 留 守 儿 童 题 材 的 短 片《榕 树 下 的 守

望》。影片中，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小女孩

只能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她经常待在

村 前 的 大 榕 树 下 ，等 待 父 母 归 来 。3 年

间，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村子有了崭新

的风貌，女孩也等到了归来的父母。

潍坊学院学生孟维一拍摄的《栗子

花开》，讲述大学毕业生宋灏回乡创业、

种植栗子树的故事；重庆师范大学学生

宁傲，在《无约而至》中讲述了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山村女孩白岚上山找网络信

号上网课的故事。

当这些大学生的镜头投向乡村，乡

村在他们眼前改变，他们也在改变乡村。

走进乡村，发现故事

王文龙经常骑着电动车去城郊和农

村勘景，最终找到了济南长清的叶家庄。

那里在建高铁，整个村子都要搬迁。王

文龙想讲一个故事：在高铁建设和

故 乡 整 体 搬 迁 的 背 景 下 ，一 对

普 通 农 村 父 子 的 选 择 。“ 只

有真实的环境和空间才

能 真 正 触 动 人 ，我 就

想 以 这 种 半 纪 录

片 的 形 式 ，以

小 见 大 来

表达脱贫攻坚的主题。”

影片拍摄用了两天时间，王文龙觉

得自己很幸运，尤其是片中父亲在夕阳

下的湖边远眺挖掘机的镜头，“这完全是

在计划外的。当时我们在湖边拍放生金

鱼，正准备走，刚好有一台挖掘机开到了

对岸工作”。

王文龙的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导

演 于 涌 曾 告 诉 他 ，做 导 演 要 懂 得 做 减

法 ，把 想 象 的 空 间 和 情 绪 的 留 白 ，多 留

给 观 众 感 受 和 思 考 。王 文 龙 说 ，在 那 一

刻 ，主 人 公 的 父 亲 站 在 岸 边 阴 影 里 ，挖

掘机沐浴在阳光下，天然形成了冷暖的

对 比 关 系 ，也 和 乡 村 与 城 市、旧 与 新 形

成了对照。

在《湖边漫溯》中，“鱼”这一动物贯

穿始终：父亲捕鱼、炖鱼；儿子喂金鱼，去

市场看金鱼⋯⋯王文龙觉得，金鱼和所

有观众一样，是一个旁观者，“它见证着

这个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旁观着

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另一方

面，王文龙想用鱼来打破传统乡村题材

影片对于农村的画面呈现。

2020 年暑假，马研宇参加了大学生

“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来到云南省保山

市施甸县。这是一个位于西南边陲的小

县，也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对口扶贫县。

《榕 树 下 的 守 望》用 今 昔 的 画 面 对

比，来体现村子 3 年间的变化，需要在老

村落取景。马研宇还记得，从县城到村里

再到老村落，全程需要近 4 个小时。山路

本就不好走，还赶上前一天下雨，路面

泥 泞 非 常 。当 时 大 部 分 人 已 经 从 山

上搬下来了，安置点甚至建了不

错的小楼，但仍有少数村民没

有 动 ，短 片 中 的 老 奶 奶 就

是住在老村落的村民。

“ 我 们 想 呈 现 一 个

最 真 实 的 感 觉 ，

因此视频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当地人”。

孟维一 第 一 次 听 说 淌 水 崖 水 库 的

故 事 是 在 2020 年 ，当 时 她 的 同 学 们 前

往 山 东 省 潍 坊 市 临 朐 县 九 山 镇 参 加 大

学生“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

淌水崖水库位于九山镇宋家王庄村

南，上世纪 70 年代，为了让临朐县人民

不再遭受弥河旱涝灾害的困扰，九山公

社 3 万余人次轮番上阵，花了整整 6 年才

建成水库。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水库仍然

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建 设 淌 水 崖 水 库 时 ，九 山 不 论 人

力、物力还是财力都没有那么充足。他们

凭借自己的努力，建造出这样的水库是

非常不容易的。”2020 年夏，孟维一和同

学拍摄短片《栗子花开》，以影像的形式

来传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栗子花，在还未盛开时并不起眼，长

长一条，像毛毛虫一般。待到 6 月上旬，

鲜花怒放，黄白色的栗子花蓬蓬松松，罩

住了整棵大树，别有一番韵味。栗子花那

么小，却能以顽强的生命力，最终长成漫

山遍野的繁盛景象，这正是孟维一眼中

淌水崖精神的具象表达。

电影里的故事，也是自
己的故事

《湖边漫溯》并非王文龙拍摄的第一

部乡村题材影片。读本科时，他曾撰写剧

本并拍摄了短片《小村庄西》，讲述了一

个农村小伙与女大学生的爱情故事，背

景也是新农村建设和拆迁，只不过那次

拆迁是为了建地铁。

小村庄西，是王文龙家乡山东青岛

的 一 个 地 方 。“ 青 岛 有 特 别 多 这 样 的 地

名，如辛 家 庄 、浮 山 所 。这 些 地 方 以 前

是 农 村 ，现 在 盖 起 了 大 商 场、修 建 了 地

铁 ，但 保 留 着 原 来 村 子 的 名 字 。”王 文

龙 觉 得 ，地 名 的 保 留 ，是 乡 村 建 设 最 好

的见证。

马研宇很早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

他 的 老 家 位 于 陕 西 省 渭 南 市 合 阳 县 的

农 村 ，上 小 学 时 被 父 母 接 到 陕 西 省 安

康 市 生 活 。“ 我 三 四 岁 时 的 一 些 玩 伴 ，

有 许 多 后 来 一 直 留 在 了 农 村 。”马 研 宇

希 望 ，大 家 能 更 多 关 注 到 留 守 儿 童 以

及这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

马研宇后来生活的安康市，也是群

山环绕。“听爸爸说，他年轻的时候从西

安到安康需要翻越秦岭，转好几次车，走

整整 17 个小时。”马研宇说，近年来，安

康通了动车，也建了民用机场，出行比以

前要方便多了，“到西安只需要两个半小

时到 3 个小时”。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国，各大高校纷纷将线下课程改为网课，

宁傲近半个学期都在线上学习中度过。

“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很多事情都绕不

开这个话题。”宁傲说，当时看到一个初

中学生在山上上网课的新闻，他和同学

们决定，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艺术加工，来

更好地讲述这个故事。

影片取景地是贵州一个山村，除了

山村女孩白岚和特岗教师，影片中所有

的人都由当地村民扮演。宁傲说，拍山村

女孩的邻居李嬢嬢的戏份时，正在下雨，

虽然他们拍了很久，李嬢嬢还是在配合

他们。

宁傲和家人在成都生活，但会回河

北 农 村 的 老 家 ，“ 每 年 回 老 家 感 觉 都 和

之前不一样”。他记得，以前回村的路坑

坑 洼 洼 的 ，一 路 坐 车 十 分 颠 簸 ；现 在 道

路 平 坦 宽 阔 了 许 多 ；以 前 村 里 没 路 灯 ，

晚上想要出去只能靠手电筒，现在路灯

非常亮⋯⋯宁傲觉得，现在村里和城市

的差距不大，“这种身边的变化，让我感

觉家乡在越变越好”。

改变人生轨迹可能只需
要一部短片

“青春影像”中国青少年微电影短视频

征集展示活动在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

家协会指导下，由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少

年新媒体协会主办。活动始办于 2014 年，

至今已连续举办 6 届，吸引全国 2000 余所

高校参与，征集作品 8100 余部。

这些短片的拍摄经历很短，短到可能

只是一个暑期作业的时间，却让这些年轻

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因为《榕树下的守望》，马研宇深感教

育扶贫的重要性。“听当地人说，整个县城

每年只有个位数的学生可以考上一本。作

为大学生，我们可以通过支教、捐赠书籍等

方式，去支持落后地区的孩子。西安交大每

年都有支教团的同学、老师前往相对落后

地区的学校支教，我希望将来自己也可以

成为其中一员。”

作为一名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学生，

马研宇觉得，助力乡村振兴，自己目前力所

能及的事情就是宣传。“很多人不了解当地

的情况，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那里的人发

声，并教会他们如何自己去发声。”在那次

实践中，马研宇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

他和社团的小伙伴帮助当地人拍摄了宣传

苹果的短视频，并教了他们电商运营的基

础知识。

和《栗子花开》中的主人公一样，孟维

一的表哥也是返乡创业青年中的一员。“他

在家乡运用新技术种植草莓和西红柿，如

今创业已经 10 年了，事业小有规模。”孟维

一说，虽然自己还没有具体计划，但也想将

来能够返乡创业。

最近，王文龙正在撰写新的乡村题材

剧本。“我现在更多是一个记录者，但觉得

也应该成为一个建设者，或者说一个亲历

者，切身实地去建设、感受乡村的变化 。”

王文龙说，“经济发展的同时，乡村孩子也

需 要 美 育 。作 为 一

名 艺 术 院 校 的 学

生，我应该把所学所

长用起来，把知识普

及给更多的人。”

乡村在大学生的镜头中改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危 急 关 头 挺 身 而 出 ， 90 后 团 干 救

下一条年轻生命，事后多次在电话中谢

绝见面，最终被对方找上门来。近日在

合肥，一则被“掩盖”多日的义举浮出

水面。

这两天，谢媛终于将早就做好的一

面锦旗交给了自己苦苦寻觅的恩人——

谦虚低调的“史大哥”。走进对方单位

的 那 一 刻 起 ， 她 就 开 始 激 动 地 抽 泣 ：

“大哥，您救我一人的命，等于救了我

全家，不知道怎么感激您！”

事情还要从 2 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说

起。在合肥常青街道所辖商业综合体内

一家饭店用餐时，谢媛被食物卡住了气

管 ， 由 于 缺 氧 ， 喘 不 上 气 ， 也 说 不 出

话，危在旦夕。

与此同时，在对面的餐桌上，史天

宇正和同事一起吃饭聊天。他突然注意

到，附近有两名女子起身快步跑到收银

台 求 救 。 其 中 一 名 女 子 掐 着 自 己 的 脖

子，满脸憋得通红，同伴和服务员想将

其抱住，并开始呼救，有服务员开始拨

打 120。

史天宇立刻反应过来，女子是被异

物噎住造成窒息了，他放下碗筷快速上

前施救。他从身后抱住女子，按照脑海

中记下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步骤，双手握

拳，快速按压女子腹部。这样操作十来

下以后，看见女子用双手交叉在脖子面

前，脸色依然很红，史天宇赶忙问她：

“你好了吗？”

谢媛说不出来话，只是右手用力摆

了两下。史天宇赶紧继续施救，几名服

务员也在一旁帮忙。大约又按压了十来

下，一团蔬菜被催吐出来。随后，这名

女子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呼吸。

见女子成功脱险，史天宇也默默离

开回到座位。过了一小会，谢媛很紧张

地走过来说了一句“谢谢”，史天宇没

有多想，就和朋友继续吃饭，但他握着

筷子的手因为用力过猛，还在止不住地

颤抖。

事 实 上 ， 史 天 宇 并 不 是 医 护 人

士 ， 也 没 有 经 过 专 业 急 救 培 训 ， 只 是

在 网 上 自 学 过 海 姆 立 克 急 救 手 法 ， 这

是他第一次付诸实践。“我当时只想着

救 人 ， 没 想 到 还 成 功 了 。 那 一 瞬 间 ，

脑 子 里 闪 过 救 人 的 念 头 ， 根 本 没 多

想，冲过去也是下意识的动作。”史天

宇回忆道。

3 月 21 日，在常青街道薛河湾社区

工作人员协助和饭店配合下，记者辗转

找到当天施救全过程的监控视频，今天

看来，依旧能感受到当时惊心动魄的紧

张气氛。

史 天 宇 当 天 的 义 举 挽 救 了 谢 媛 的

生 命 ，但 二 人 的 交 集 远 没 有 结 束 。当 天

下 午 ，谢 媛 就 开 始 了 寻 找 救 命 恩 人 的

行动。

她 告 诉 记 者 ， 当 天 中 午 自 己 确 实

“ 吓 蒙 了 ”， 直 到 下 午 5 点 多 才 回 过 神

来 ， 便 开 始 后 悔 没 留 恩 人 的 电 话 ， 于

是 上 网 查 饭 店 电 话 ， 抱 着 一 丝 希 望 ，

看能不能联系上那位“大哥”，当面表

示感谢。

恰好，当天史天宇和同事通过团购

就餐时，留下了手机号，但他不愿谢媛

多费心，“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就

没接电话。谢媛又搜索添加了史天宇微

信，加了好几次才加上。

加上微信后，谢媛知道了“大哥”

名 叫 史 天 宇 ， 她 表 达 了 想 送 锦 旗 的 想

法，但对方一再婉拒：“你只要身体好

了就行啦，其他不需要多说，这是我应

该做的，举手之劳。”

“史大哥是谦虚，做了好事不想太

高 调 ， 但 他 口 中 的 小 事 ， 是 救 命 的 大

事。我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也一再叮嘱

我要找到恩人好好感谢。我母亲也是个

热 心 肠 ，60 多 岁 还 在 当 社 区 疫 情 防 控

志 愿 者 。 他 们 一 直 教 我 要 有 感 恩 之

心 。” 谢 媛 说 ， 此 后 她 并 没 有 放 弃 寻

找，又转而想办法联系“史大哥”的工

作单位。

后来她从店员口中得知，史大哥等

人好像是在“投资局”工作。经过一番

打听，谢媛联系到了当天和史天宇同行

的一名同事，于是不打招呼，径直来到

史天宇所在的安徽省投资集团，完成了

送锦旗的心愿。

事 实 上 ， 90 后 的 史 天 宇 还 没 有 谢

媛年纪大，但是在她心目中，早已把对

方 看 成 了 “ 大 哥 ”。“ 史 大 哥 ” 身 材 高

大 ， 行 事 低 调 内 敛 ， 2016 年 参 加 工

作 ，2018 年 当 选 安 徽 省 铁 路 发 展 基 金

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委员，现借调在安

徽 省 投 资 集 团 党 委 宣 传 部 （党 群 工 作

部） 工作。在单位，他勤恳工作、热心

助人，和同事关系处得都不错。

“ 平 日 里 ， 作 为 团 干 部 要 联 系 青

年、服务青年，多为青少年办实事。在

关键时刻，要敢于挺

身 而 出 ， 见 义 勇 为 ，

这也是团干部的使命

担当。”史天宇说。

（应受访者要求，
谢媛为化名）

90后团干救人不留名 一次被“堵上门”的谢恩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兴

新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团 委

副书记 万永成

共 青 团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委

书记 吴冰冰

我们将以喜迎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为契机，聚
焦引领凝聚青年、联系服
务青年、组织动员青年的
职责使命，不断深化思想
政治引领，充分发挥团的
凝聚力，不断提升服务青
年水平，结合实际，立足
本 职 ， 以 饱 满 的 工 作 热
情、务实的工作作风、优
异的工作业绩，深入践行
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初心，

团结带领团员青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
程中建功立业，为兵团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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