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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深浅相间的棋盘、黑白分明的棋子、

简 单 有 趣 的“ 互 吃 ”战 局 ⋯⋯2009 年 ，

彼 时 正 在 上 小 学 二 年 级 的 崔 婕 ，第 一

次 在 学 校 兴 趣 班 接 触 到 国 际 跳 棋 ，瞬

间 被 这 些 跳 来 跳 去 的 棋 子 吸引。“它既

需要思考，又兼具趣味性，我一下子就喜

欢上了。”

作为古埃及就已存在的棋类，2007
年，国际跳棋被引入中国，成为“五棋一

牌”（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

子 棋 、桥 牌）正 式 体 育 比 赛 项 目 之 一 。

2022 年 1 月，已拿到国际跳棋亚锦赛快

棋冠军的崔婕，在天津棋院承办的“国际

跳棋进校园”活动中，给对棋类运动感兴

趣的青少年上了一堂线上公益直播课。

“当我看到孩子们展现出的求知欲、探索

欲，以及对于变幻莫测棋局的独立思考

能力时，觉得很暖心”。

在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伙伴天

津棋院，除了国际跳棋，围棋、五子棋等

棋类运动“进校园”活动也正在开展。专

业棋手和老师们走进 30 多所中小学及

幼儿园，疫情防控背景下举办线上公益

讲座，让更多青少年感受到方寸棋盘间

蕴藏的智慧与魅力。

天津市体育竞赛和社会体育事务中

心副主任曹玉萍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介绍，在天津开展的“棋牌进校园”活动

形式颇多：为学校打造棋牌教室，提供教

学棋具，开展校园培训、竞赛，激励更多

孩子学起来、赛起来。同时，中心还组织

了 锦 标 赛、冠 军 赛 等 大 规 模 正 规 比 赛 ，

“以竞赛为杠杆”促进棋类运动的普及。

“棋类运动与人生有相似之处，无论

是下棋还是人生，每走一步都需要经过

深思熟虑，即便深思熟虑后也未必能够

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如果我们能勇

敢地去面对，勤勉地做，在胜与败、得与

舍之间保持平常心，未必不是一个最好

的收获。”曹玉萍认为，棋类运动在青少年

人生教育上有其独特之道，十分珍贵。“青

少年如果能多下棋，理解深层次的精神实

质所在，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从小接受专业国际跳棋训练的崔婕

告诉记者，国际跳棋对自己的成长帮助

很大，也早已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除了学习，寒暑假的时间几乎都

贡献给了国际跳棋，不是在比赛，就是在

集训的路上。”

崔婕回忆，小时候的自己常常在棋院

从早上上课到中午，晚上回家后还要进行

练习，“整个过程我付出了很多时间与精

力，却鲜少觉得它很枯燥。”在她看来，小

时候下棋更多是出于好玩，时间长了，国

际跳棋就逐渐转变为一份热爱与坚持。

“下棋带给了我很多，它教会我如何专注

地思考，如何坚持自己热爱的事物。”

2019 年高考结束后，崔婕第一次获

得了参加世界国际跳棋公开赛的机会，

并在荷兰鹿特丹赛场上连胜四局，最终

夺得女子组亚军。

上大学后，崔婕开始思考把自己的

棋 类 专 业 知 识 和 经 验 分 享 给 更 多 年 轻

人。“我和国际跳棋的缘分开始于‘棋牌

进校园’，当天津棋院的老师找到我说想

开设‘国际跳棋进校园’线上公益直播课

时，我立刻就答应了。”除此之外，崔婕还

与天津棋院合作拍摄了一系列科普短视

频，希望用有趣的形式把专业棋类知识

传递出去。

天津棋院青少部部长代丰感慨，自

己从事棋牌运动相关工作已经有 17 年，

10 多年前认识的学棋小朋友，转眼间已

变成大学生，但不变的是，棋类运动始终

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一点令代丰特别

温暖和欣慰。在他看来，棋类运动一般都

有悠久的历史，对于棋类运动的学习能

够提高年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大

局观，还能给他们带去一生的兴趣爱好，

对他们的性格成长有帮助，是非常好的

素质教育方式。

在 2019 年，代丰跟随中国棋院团队到

贵州和广西等地开展国际跳棋普及推广工

作，遇到很多孩子，“他们有的是农民工子

弟，有的是残障儿童。过去，这些孩子没有

接触过棋类项目，经过科普后，孩子们特别

喜 欢 棋 类运动，课间常利用简陋的场地下

棋。”代丰对记者说，“孩子们这么兴奋，这么

快乐，我们看着他们专注对弈的神态，觉得

能够为孩子们做点工作，特别欣慰和满足。”

随着科技力量的推动，人工智能与棋

牌的深度结合，让线上对弈变得更加方便。

代丰告诉记者，天津棋院建立了线上服务

平台，青少年能够线上学棋、线上对弈。与

此同时，通过人工智能，平台能够采集训练

数据，对孩子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专注力、

韧性等多项数据进行分析，为青少年群体

提供更好的支持。

曹玉萍指出，在青少年棋类运动的推

广上，棋牌工作者要不遗余力地创新思维，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其中。“将智力运动与

最有发展潜力的青少年群体结合起来，为

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和健康向上的运

动方式。”

“我理解的‘温暖一平方’，它是一个小小

的公益空间，但能量是巨大的，是温暖向上

的。”代丰希望，未来天津棋院能通过与中国青

年报“温暖一平方”合作，给更多棋类爱好者提

供公益对弈场所与人工智能互动体验空间，

让更多喜欢智力运动、喜欢传统文化的青少

年，在这里感受到棋类文化的魅力。

在方寸棋盘间收获智慧与成长

由 天 津 棋 院

承办的“五子棋进

校园”推广活动。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我的老师是志愿者！”杭州亚运会、亚

残运会预录用赛会志愿者（以下简称“杭州
亚运会志愿者”）通用培训最近正紧锣密鼓

地开展。参加培训的学生们惊奇地发现，许

多老师也曾在学生时代服务过各种大型赛

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

深圳大运会、杭州 G20 峰会⋯⋯都留下了

老师们的身影。

“小青荷”又回来了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辅导员樊

泽 怡 ，2016 年 是 杭 州 G20 峰 会 志 愿 者“ 小

青荷”。“小青荷”们当年给国内外宾客和公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具有一定的品牌

知名度。因此这一次，杭州亚运会志愿者沿

用了 G20 峰会时的称呼，还叫“小青荷”。

如今，樊泽怡已成长为“小青荷”的领

队老师，当年，作为学生志愿者的她，曾接

受过一系列志愿者通用培训，比如 G20 知

识、杭州文化、礼仪、急救等，现在，她要把

这些知识和爱心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由 15 名领队教师和 21 名培训师组成

的浙江外国语学院亚运会志愿者培训管理

团队，为该校 1200 名预录用志愿者制订了

精细化通用培训实施方案。

汉 语 言 文 学 专 业 大 一 女 生 邱 哈 研 用

vlog 记录自己的培训课。在学校的文化体

验馆里，同学们围坐在日式榻榻米或阿拉

伯式色彩艳丽的地毯上，学习各国的文化

礼仪；在餐饮文化课上，了解各国饮食偏好

与禁忌。学生李彤说：“这样的培训很有氛

围感。”

“爱，可以流动，可以传递”

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教

师李鹿，曾服务过广州亚残运会。当时她在

古巴学习，错过了广州亚运会志愿者的面

试，但她的资料在亚运会志愿者资料库里，

广州亚残运会需要一位懂西语的学生陪同

西班牙技术官员，她有幸入选。

在李鹿看来，爱是可以流动、可以传递

的。她来自一个特殊家庭，高中时受到爱心人

士的捐赠和帮助。“得到帮助后，我一直想着要

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

身边的人。上大学后，我第一次参加志愿者活

动，就是去帮助广州视障家庭的小孩”。

如今，距离第一次志愿服务已过去 15
年，李鹿想告诉学生们，那种付出中获得的

由衷的快乐，可以让人对平凡的生活有更

多期许。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

师岑盈盈，在 2011 年作为志愿者服务了第

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盲人足球赛。一

般的足球赛是热闹的，但盲人足球赛是无

声的，志愿者的工作内容是让现场的观众

保持安静，不要发出太剧烈的欢呼声或者

加油声。因为盲人要根据听力判断球的位

置，然后做出各种进攻、击球的动作。盲人

看不到，凭着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对球的热

爱去参加运动。岑盈盈说：“我觉得他们充

满了力量。”

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蒋丽娜的

简历里，写着满满的志愿服务经历——2008
北京奥运会、2010 上海世博会、2012F1 方程

式赛车、2019 杭州世界游泳锦标赛⋯⋯至

今，蒋丽娜仍对 2019杭州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发生的一件事记忆犹新。“当时我在巡岗，一

个年轻的中国运动员上场前很紧张，想打退

堂鼓，旁边的志愿者和他一样大，都过去安

慰他、给他加油，我非常感动。”

在最好的年龄，做最有意义的事情

在中国计量大学团委工作的梁世正，

是学校亚运会志愿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此前，梁世正已经参与过 G20 峰会、世界互

联网大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世界浙

商大会等大型活动的志愿者工作。在世界

互联网大会担任重要嘉宾联络服务组组长

期间，他看到学生通过志愿活动直接与某

些领域的院士、专家交流并因此受益匪浅，

他由衷为学生们感到高兴。

多年的领队经历，让梁世正对志愿精神

有了更深的理解：一开始，我觉得做志愿者

是简单的事情，后来慢慢体验到里面的一种

互助精神。志愿服务既是助人，也是助己。

学生志愿者是坚守在一线岗位上的螺

丝钉，而领队老师则是协调各项工作的枢

纽。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林策，也是从志愿者一路成长起来，如今成

为志愿者的带队老师。在林策看来，志愿工

作意味着传递和传承：一方面，作为普通志

愿者，用行动传递出城市美好的名片；另一

方面，作为领队老师，借志愿服务的契机，

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学生志愿者。

“从学生变为老师，从 G20 峰会到杭州亚运

会，正如‘小青荷’的称呼未曾改变，志愿精

神的核心也始终如一”。

杭州亚运会，志愿者的老师是志愿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演员这个职业，能有一种大部分人无

法经历的体验，那就是“走进”无数人的人

生。今年 54 岁的王劲松，是《山河月明》中

的刘伯温，是《破冰行动》中的林耀东，是

《军师联盟》中的荀彧，是《琅琊榜》中的言

侯⋯⋯从历史到现代，在与这些他者的碰

撞中，他努力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月 3 日，由团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国

青年报社与中国飞鹤联合出品的短片《奋

斗者！正青春》上线首发。“青春是什么？”王

劲松在短片一开始发问，他和高考学生、北

京冬奥会志愿者、科研人员、抗疫人员，以

及多位“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一道，

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青春有 100 种

模样，怎样才算不负青春，等待你的回答。

王劲松：我每天的工作在
被一种青春力量感染

王劲松在话剧团工作过 20 多年，有一

个略显惨淡的开始：他在舞台上演一些不

起眼的小角色，甚至是套上一件大袍子，演

一堵墙；2006 年在历史剧《大明王朝 1566》
中饰演太监杨金水，才算有了履历上值得

一书的作品；直到《琅琊榜》《破冰行动》等

剧大火，再回头翻看他过去的作品，观众才

意识到，王劲松原来一直都在。

如今年过五旬，王劲松却从来没有年

龄焦虑，“因为我就没踩着过正点。我年轻

的时候，人们崇尚成熟的演员，我只能演一

些边边角角；等我年龄大了，大家普遍追求

的热度流量是年轻的演员，我还是一个配

角、一片绿叶”。王劲松并不感到沮丧，因为

做一名专业的演员、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

“这是我的幸福”。

一个中年人来谈青春，那必定是经受

了时间的检验。“其实在每一个角色里都有

青春的元素。”王劲松说，“我们有一句话叫

‘演员要保持一颗童心’，就是要有像儿童

一样纯真的感觉，这是演员这个职业的特

性。”

在工作中，王劲松不可避免地要和年

轻人合作——年轻的演员、年轻的导演、年

轻的制片团队、年轻的工作人员⋯⋯很多

已经是 00 后，“我的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

的支持，来源于这些青春的力量。我们每天

朝夕相处，我也会跟他们请教很多我不懂

的问题”。

王劲松发现，年轻人知道比自己更多、

范围更广的东西，“我每天的工作都在被一

种青春力量感染，这股力量也会融到我的

角色中，甚至让我忘了工作中的疲劳”。

青春是什么？王劲松的回答是：“年轮

递增，只是数字的跳跃，笃行专注、永记热

爱、无畏奔赴，都是正青春！”

怎样才算不负青春？热
爱、专注、无畏

在短片中，我们能看到朝气蓬勃的青

春群像：18 岁的高考生，选择了艺考，一笔

一画来描绘“人生海海”；22 岁的北京冬奥

会志愿者，相信每一片燃烧的小雪花，都值

得一块奖牌。

这个可爱的 00 后志愿者名叫徐天然，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

事服务志愿者，因为与“冰墩墩”斗舞而在

网络上被很多人熟知。她在大学就热衷志

愿服务，志愿时长累计达 500 多个小时。徐

天然在赛区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她说：“继

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靠近光，追随光，成

为光，散发光。”

怎样才算不负青春？王劲松对短片中

一个从事饲草草种研究的姑娘印象深刻：

“她的研究领域比较小众，每天在黑土地上

和草打交道，研究种子，研究怎样让牧草长

得更好。也许她不能经常穿着漂亮的衣服

走在时尚的城市，但她兢兢业业地把自己

的工作做好，这样的青春是最美的。”

这个片中没有出现姓名的姑娘，叫张

仲鹃，是一个 90 后，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硕

士毕业后，从大城市来到东北农场，一头扎

进黑土地，从事农场选种育种科研工作。她

走遍 2000 亩黑土地，只为从 218 个品种中

选 出 最 好 的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她 和 种 子 一

起，在乡村成长。

当 90 后也已到了而立之年，青春是不

是渐行渐远？且慢，还有 43 岁的质检员，20
年与仪器为伴，即便是 0.01 的差距也绝不

放过；52 岁的核酸检测人员，驻守方舱 24
小时待命，单日检测超过 2000 人次；60 岁

的乡村音乐教师，30 年让 1200 个孩子走出

大山⋯⋯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但永远有

人向前行。只要热爱、专注、无畏，你的模样

就是青春的模样。

已经白发苍苍的乡村音乐教师，带着

孩子们唱起了一首《萱草花》：“高高的青

山 上，萱 草 花 开 放 ，采 一 朵 送 给 我 小 小 的

姑娘⋯⋯让它开遍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

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歌声唱

的是老师对即将走出大山的孩子的牵挂，

青春的种子，就这样播向远方。

青春有一百种模样，百年
依旧芳华

《奋斗者！正青春》片尾闪过的这些人

和事，也许你听过，也许因为时间久远而不

再被现在的年轻人提起，但如果说青春有

100 种模样，他们的面孔当之无愧地一定

在其中。

今年 61 岁的秦文贵，是 1997 年第一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是一名“石

油工人”。1982 年，刚从华东石油学院（现

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的秦文贵，就奔赴柴达

木 盆 地 的 青 海 石 油 管 理 局 。在 这 个“ 天

上 不 飞 鸟 ，地 上 不 长 草 ”的 地 方 ，他 一 干

15 年 。从 技 术 员 到 工 程师，他遇到过各种

困难，但他的应对高度一致：“工作的对象

是硬的，工作精神也必须是硬的。”

当年第一届的获奖者只有 5 人，他们

中年龄最大的 37 岁，最小的只有 24 岁。建

功不一定在年少，但“少年负壮气，奋烈自

有时”。

第 10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邰 丽 华 的 名 字 ，是 和 一 支 舞 联 系 在 一 起

的。她两岁失聪，15 岁成为中国残疾人艺

术 团 的 领 舞 演 员 ，在 2005 年 央 视 春 晚 上

凭 借 舞 蹈《千 手 观 音》惊 艳 并 感 动 了 全 国

观 众 。邰 丽 华 不 仅 关 注 艺 术 ，还 关 心 更 广

大 的 残 疾 人 群 体 。作 为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在

今年“两会”上，她聚焦特殊需要人群的教

育和就业问题，尤其是特殊需要儿童的学

前教育。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

一朵云，给人以星火者，必怀火炬。

在 2015 年 获 得 第 19 届“ 中 国 青 年 五

四 奖 章 ”的 祁 发 宝 ，是 一 名 战 士 ，一 名 真

正 的 战 士 。18 岁 入 伍 ，扎 根 阿 里 高 原 ，那

是 一 个 平 均 海 拔 4500 米 ，低 温 、缺 氧 、强

辐 射 的 人 间 禁 地 ，但 再 难 再 险 也 动 摇 不

了战士卫国戍边的决心 。2020 年，在一次

任 务 中，面 对 数 倍 于 己 的 外 军 ，祁 发 宝 张

开 双 臂 阻 拦 ，身 负 重 伤 。祁 发 宝 说 ，他 的

身 后 就 是 祖 国，在 喀 喇 昆 仑 ，他 们 就 是 祖

国的界碑。

如今，在阿里高原的一块崖壁上，有 8
个大字，那是祈发宝刚当团长不久，带领战

士们刻下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青 春 的 模 样 无 法 一 一 描 画 ，我 们 懵

懂 地 出 生 、蹒 跚 地 长 大 ，向 着 未 知 的 未

来 走 去 ，但 只 要 不 负 青 春 ，百 年 也 是 正

值 芳华。

青春有一百种模样，怎样才不负青春

南宁轨道交通
集团运营分公司团
委通过开展“青马
工程”，坚持思想育
人，助力青年员工
快速成长；通过开
展“ 青 春 建 功 行
动 ”，坚 持 实 践 育
人，团结引导广大
地铁青年在疫情防
控、优质服务、创新

创效等重难点任务中勇挑重担。站在
百年征程的新起点，我们将紧紧围绕
共青团中央“三力一度两保障”工作格
局，让“人民享有美好交通服务”，为加
快推进南宁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青春力量！

南 宁 轨 道 交 通 集 团

运 营 分 公 司 团 委 书

记 于深

今 年 是 建 团
100 周 年 ，河 钢 承
钢团委将继续抓好

“党委书记上团课”
“团干部上讲台、进
产线”等青年思想
政治引领工作，依
托河钢承钢“万千
百十”职业技能竞
赛强化青年素质提

升，在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
夫，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以实际行动在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激扬青
春、岗位建功。

河 钢 集 团 承 钢 公 司

团委书记 王帅

浙 江 外 国 语 学 院 杭

州 亚 运 会 、亚 残 运 会 预

录 用 赛 会 志 愿 者 通 用 培

训 第 一 课 ，是 如 何 微 笑。

浙 江 外 国 语 学 院 团

委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