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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武昌区委以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为

契机，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见

效，通过改革进一步激发干部动力、组织效力和青

年活力。下一步，团武昌区委将持续推进青年发展

型城区建设试点，着力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

力和贡献度，成为青年可依靠、可信赖的“青春伙

伴”，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 蒋肖斌

在城市出生长大
的年轻人，即便宣称
喜爱郊游，对真正的
田野也有着一种疏离
的旁观视角，五谷不
分，把水稻当成小麦，
都是常有的事。而看
到父母见缝插针地在
所有家里家外的土壤
里播下各种蔬菜种子
时，我们往往也是不
屑一顾的。小区门口
就有超市，电商半小
时就能送货上门，与
收获相关的田野的吸
引力被一压再压。

改变，是慢慢而
扎实地步步推进的。

起因最初是浪漫
的：长时间居家办公，
生活需要一点情趣，
窗边案头摆几盆在春
夏疯长的绿植，能带
来久违的生命律动；
过程渐渐变得务实：
同样是植物，薄荷能
泡茶，百里香能煎牛
排，一举两得；最终一
切面向厨房：当看到
上海的朋友翘着兰花
指捏着库存最后一根
小 葱 发 了 个 朋 友 圈
时，我意识到，是时候
种一盆葱了。

其实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小葱从来不
来自菜市场，而是家中窗台。那里永远有两
盆小葱，种在生锈破旧底下有个洞的搪瓷
盆，小馄饨出锅后来一根，煎鱼发生美拉德
反应时来一把，食物的灵魂在小葱中升华。

但渐渐地，世风改变，“断舍离”成了年
轻人追捧的生活方式，家里不要有任何多
余的东西。这个多余，不仅包括不太穿的衣
服、不太用的物品，还包括不是今天要吃的
食物。像小葱这样土里土气的农作物，是断
然不会出现在“极简生活”清单中的。植物
被分了等级和风格，各种“网红”植物，都显
摆着“我很美且无用”的调性。

只有当日常发生骤变，我们才重新审
视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只有当一切又回归
日常，留下的反思才更长久。

在《土里不土气：知识农夫的里山生
活》一书中，两个学生物的硕士毕业生，在
北京东部的浅山地带开垦了一片 30 亩的
土地。每日推开房门，一边是阡陌纵横的田
野，鲜亮的蔬菜绿意浓密；一边是长满果树
的小山，出产应季水果。要说明的是，田园
生活从来不是“桃花源”，两个人要耕种土
地、做饭烧炕、修葺屋舍、饲喂动物，甚至追
赶“越狱”的羊、驱散进犯的猪⋯⋯一地鸡
毛，那绝对是具象描述。

从农耕社会走出的上一代人，对田野的
亲近和熟稔，也许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在
城市森林中长大的年轻人，再次回到田野，
或者再次重视种植，起因也许是突发事件，
但沉淀下来后，或许能得到更长久的认知。

在这两位“知识农夫”的故事中，我们
看到，生活在城市并不意味着要和土地完
全失联，把购物车填满不如试着自己把问
题清空。“断舍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不是
唯一的选择，在工业和科技带来的便利生
活中，偶尔关心粮食和蔬菜，是对我们从何
处来的一次提醒。

这种走进田野，不是“农家乐”那样的
科普游乐甚至带一点猎奇，而是真正成为
一个“农夫”。这个“农夫”不是一定要耕种
多少亩地，就算只在家种了一盆水培小葱，
也是圆满。说玄妙一点，那是从“看山是山”
到“看山还是山”的进化；说具体一点，那是
从地里到锅里的最近距离。

在“鸡血”和“躺平”之间横跳的我们，
其实可以有另一种朴素的生活。没有一点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我们终于自觉地活
成了父母的样子，也理解了他们种种习惯
的来源，但，这挺好。我们继承着父母的基
因，但长成了一个独立的自己，思考的过程
必不可少又难能可贵，也不枉一番经历。

如今，全屋阳光最好的客厅窗台上，已
经被剪过一茬的小葱在继续抽芽，焕发勃勃
生机。看到小葱，冰箱冷冻柜里那些速冻馄
饨都仿佛有了生命，犹如画美人图时点的那
一抹朱唇，随时可以启动唇齿的绝妙体验。

爬上小资窗台的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在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青春云游记”大

型直播节目中，来自香港的女孩陈铭凤（Cherry）通

过中青报可视化平台，为家乡香港代言，向观众们

介绍了她最喜欢的香港艺术文化新地标——西九

龙文化区。亲切、热情、充满感染力的分享，让网友

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其实，陈铭凤早就是社交平

台上的“红人”，她在抖音、小红书和微博的“香港姑

娘 Cherry”账号有近 200 万粉丝。她通过视频与观

众分享有关香港的住房、饮食、就业等方面的资讯，

以及自己和家人在香港生活的点点滴滴。

陈 铭 凤 的 爸 爸 是 香 港 人 ， 妈 妈 是 四 川 人 。

她在四川出生，在深圳长大，从中山大学毕业

后，来到香港工作生活。对她而言，香港、深

圳、四川都是她的家乡。陈铭凤很高兴能够参

与中国青年报社的“青春云游记”大型直播活

动。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之所以会选择

介绍西九龙文化区，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崭新且充

满活力的世界级文化艺术区。她第一次去，便被

那里优美的风景、舒适的环境以及浓郁的文化氛

围所吸引，之后西九龙文化区便成了她经常去的

地 方 。“ 这 里 的 戏 曲 中 心、艺 术 公 园、自 由 空 间、

M+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多项文化艺

术设施，不仅吸引着像我这样的香港姑娘，也

吸引着世界各个地方的游客。这里是连接香港

与内地及世界各国的窗口，也汇聚了香港这座

城市的文化艺术精华，让来自不同地方的文化

有机会在这里交流。”陈铭凤说。

陈 铭 凤 最 初 开 始 拍 摄 短 视 频 是 在 2019 年 ，

她告诉记者，当时生出拍摄关于香港生活视频

的念头，是因为她在深圳认识的好朋友，一个来自

湖南的女孩第一次去香港玩，对很多事情都感到

惊 奇 。“ 她 看 到 杯 装 方 便 面 里 没 有 叉 子 很 惊 讶 。”

好 朋 友 的 反 应 让 陈 铭 凤 意 识到，内地很多人希望

有机会能去香港看看。所以，她决定拍摄介绍香港

方方面面的视频，让更多内地人能够更好地了解

“东方之珠”。

陈铭凤告诉记者，她的粉丝大多是内地人，年

龄大概在 28 岁-45 岁之间。她向记者坦言，她拍的

视频之所以有很多人关注，是因为这些视频很“接

地气”，比如在香港怎么租房子，去哪里能吃到地

道的香港美食，等等。开设账号两年多以来，关注

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因为想去香港旅游，或是

希望去香港工作，或是想送孩子去香港读书，而在

她的社交账号下留言，向她咨询与在香港生活有关

的事情，她也会一一回复。

疫情期间，陈铭凤看到人们出行不便，便在社

交平台发布消息：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可以给她留

言，她会尽力予以协助。有一个内地粉丝给她留言

说，自己 70 多岁的父亲一个人在香港生活，她很

担心父亲买不到需要的药物。陈铭凤买了药，送到

老人家里，同时也带去了问候。“我想尽自己所能

为 有 困 难 的 人 提 供 帮 助 ， 为 他 们 做 一 些 温 暖 的

事。”陈铭凤说。

去年，陈铭凤在拍摄短视频之余，成立了一个咨

询服务公司，以便为更多人提供服务。疫情期间自主

创业并不容易，然而陈铭凤却很有信心。她告诉记

者，“今年 3 月，香港疫情加重，中央政府派了很多医

护人员来香港支援，香港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生活也

很快恢复了正常，我觉得很温暖，很感动。”

陈铭凤感到，近年来，香港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她说，去年 6 月，在“时代精神耀香江”系

列活动中，负责“长征”“神舟”“北斗”“天问”

“嫦娥”等国家重大航天项目的科学家团队来到香

港，分享他们的科学梦想和奋斗历程，在香港掀起

了一股“航天热”，很多家长都特意带着孩子前去香

港太空馆参观。现在，粤港澳大湾区也鼓励香港年

轻人前去创业或就业，为香港人到大湾区发展提供

了很多便利条件。对于未来，陈铭凤有着明确的小目

标——继续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和家人在香港生活

的视频。“我的弟弟马上大学毕业，即将开始找工作，

我的妹妹正在香港公立学校读二年级，分享他们的

日常生活也会给那些面临

同样情况的家庭提供信息

和建议，方便大家互相交

流。”陈铭凤说。她希望借

由自己的视频，让内地朋

友更加了解香港，为增进

大家的交流尽一份力。

用视频为“东方之珠”代言的香港姑娘

2021 年 12 月，陈铭凤在香港 M+博物馆拍摄视频素材。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昊琨 安 俐 杨 月

“有点茫然，很想躺平，不知道下一步

怎么办？”

真的“躺平”了吗？走进大学校园，夜晚

的图书馆依旧灯火通明；走进工厂和写字

楼，一个个青春的面庞笃定而执着⋯⋯千

万年轻人的身影中，有千万种拒绝“躺平”

的进取状态。“被一次次困难击退后，我还

是想冲”“为了更好的自己，起来学习”⋯⋯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网友们面对焦虑总爱

以“躺平”来自我调侃，同时也会互相加油

打气，给予彼此站起来的勇气和力量。

哪有青春不奋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

年网、《中国网信》杂志近日联合发起了“青

年！听我说”作品征集活动。在征集中，很多

青年讲述了“我的青春不躺平”的故事。

真要躺下？会发现生活处
处有挑战

“就这样吧，工作不出错就行了”“怎么

舒服怎么来吧，做一条咸鱼也不错”⋯⋯在

网 上 看 到 这 些 留 言 时 ，核 工 业 总 医 院 的

ICU 护士刘烨玲也曾短暂“向往”。而如今，

刚从上海战“疫”前线返回的她，对这个词

有了新的理解：生活和工作中，总有新的挑

战，但迎难而上，总会柳暗花明！

今年 4 月，刘烨玲报名支援上海抗疫，

来到了虹口区场中路 380 号方舱医院。穿防

护服在方舱作业是她未曾有过的经历，“梅

雨季快到了，穿着防护服在密闭的方舱真

的很难受。我学会了像骆驼一样生活，白天

不喝水，晚上回到宾馆喝下一杯又一杯”。

“在这里时间过得很快，工作也繁杂多

样，方舱里老人很多，这就要求我们护士必

须是‘多面手’。”刘烨玲说，“记得一位 90
多岁的老奶奶刚住进来时，由于行动不便，

身上经常出现压疮。”她每隔两个小时，就

去协助家属帮老人翻身擦洗，更换体位、衣

物，为了清理压疮，常常要弯腰弓背地长时

间保持一个姿势，每次做下来，她都累得直

不起腰。

“生活虽苦，不过想到男朋友也在，心

里就很踏实。”刘烨玲的男友李振南也是一

名急诊护士，每次路过她值班室时就会按

一下门铃，告诉她一切安好。在这对并肩抗

疫的“医护情侣”看来，虽然暂时见不到面，

但为同一个目标奋斗，让他们的心贴得更

紧了。如今，从上海回到原岗位的刘烨玲，

对重新回归烟火气的上海饱含深情：“生活

处处有挑战，我们共克时艰，荧光虽微，愿

为其芒。”

“当年参与建设‘春茧’深圳湾体育中

心时，距离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只有两年半的时间，据专家评估，场馆按照

常规速度完全建成需要 5 年。”采访中，持

同样观点的，还有曾带领团队获得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的中建三局

集团华南有限公司青年项目经理曾佳明。

面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曾佳明也曾想

“躺平”，可“躺下”之后，每蹉跎一年，竞争

优势就少一大块。衡量利弊，曾佳明还是选

择咬牙坚持。

现场作业条件异常艰苦，每天都有上

百台工程机械紧张作业，挖掘机、搅拌车的

轰鸣声震耳欲聋，泥头车来回穿梭荡起滚

滚烟尘。“在项目赶工的过程中，我经常要

以‘白+黑模式’工作，炎炎烈日下，汗水会

不断地从身上冒出来又蒸发，留下的盐渍

在工衣上呈现一道道白色⋯⋯”就这样，眼

见工地大门处醒目的完工倒计时牌从 900
到 800、700⋯⋯ 在 通 宵 达 旦 的 奋 战 中 ，曾

佳明和同事们提前 6 个月便让现场从一片

荒芜变成了美轮美奂的场馆。

“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举行时，

我和同事的内心被自豪填满，一群大老爷

们居然对着电视哭红了眼。”如今，再回想

起当时机器轰鸣、人头攒动的施工现场和

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曾佳明说：“生活没有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不要‘躺平’的人生，我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奔赴星辰大海。”

世上不缺一时冲动，缺的
是一直坚持

“ 拒 绝‘ 躺 平 ’，坚 守 在 自 己 热 爱 的 领

域，你学过的每一样东西、克服的每一个困

难 ，都 会 在 你 人 生 中 的 某 个 时 候 派 上 用

场。”在中铁电气化局城铁公司机械装备分

公司员工们眼中，装备研发部部长康超是

同事眼中的“全能侠”。“有问题找康师傅。”

大家都爱这么说。

说起康超的技术改进成果，一双手也

数不过来，他的好多灵感来自生活。比如：

在地铁施工处现场作业时，康超发现第一

代隧道水冲洗车，依靠的是水的流动带走

泥沙，只能载水 15 吨，冲洗几分钟就要加

水，效率不高，费时费人工。如何增大水压、

增加车体的储水量？这成了康超经常琢磨

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他坐在车里，

看见路边的工人正在用洒水车浇花，水流

压力大，方向可调节，这一下子激发了他的

灵感，要是冲洗车的喷头也能调节不就好

了嘛!从深圳到东莞，他跑遍了大大小小十

几个市场才找到与水冲洗车适配的园林喷

头 。在 此 基 础 上 ，又 更 换 了 功 率 更 高 的 水

泵，更 改 了 管 路 接 口 方 式 ，将 水 箱 增 大 到

20 吨，第二代水冲洗车终于成功完成，相

较于第一代变得更加实用。

“我还想让水冲洗车应用到全国各个

地铁，做到更省水、更省时、更省人力。”一

时 冲 动 简 单 ，一 直 坚 持 很 难 ，但 康 超 做 到

了。经过他和团队 5 年的技术攻关，现在第

四代“全断面智能化水冲洗车”操作十分简

单，整个冲洗过程在驾驶室中即可完成，通

过按钮式操作界面控制整个冲洗流程，104
个喷头可根据隧洞的倾斜角，随时调整伸

展角度，无死角清洗灰尘和污渍。一次注水

可承载 50 吨水，能有效冲洗隧道 5 至 7 公

里。相较于人工冲洗隧道，可节省 6 个劳动

力，节省三分之二的工时，每公里节省水资

源约 6 吨。

第四代“全断面智能化水冲洗车”的问

世，有效解决了地铁建设与运营期间隧道

冲洗清洁问题，先后为北京地铁 7、1、2、5
号线，郑州地铁 3 号线提供了隧道水冲洗

服 务 。“ 这 些 地 铁 我 曾 经 参 加 建 设 过 ，自

豪!”他说。

“支棱”起来，前进没有捷径

看到身边有人嚷嚷着要“躺平”，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乌鲁木齐特警总队

勤务支队副支队长王建娇就想让他“支棱”

起来。“刚开始‘躺平’可能觉得舒服轻松，

但时间久了，得过且过的生活并不会给人

带来想象中的愉悦，反而会空虚。”“支棱”

起来，一直是王建娇的坚持。每当面对危险

任务，他总是站在最前面，牢记着一名退役

军人的担当。

2020 年 年 初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暴 发 。刚

结束异地勤务返岗的王建娇不顾疲惫，当

即请战参与哈密防疫任务。哈密星星峡公

安检查站是进疆最重要的陆路通道。为了

保障过往车辆、人员安全，检查站民警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开展排查。王建娇带领的

队伍的任务是在大车通行车道对途经的车

辆和人员进行检查。大型货车庞大的体量

给检查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检查民警要

攀住车辆外部爬上去才能看清驾驶室内的

情况，一上一下费时费力。为尽可能减少排

队等待时间，王建娇和同事们设定了标准：

每辆受检车辆从停车接受检查到离开，要

在 40 秒内完成。为了按时完成任务，他们

平均每小时检查 90 辆车，一次执勤 8 小时，

平均上下车辆 700 多次。加之大车发动机

的声音大，民警们必须提高嗓门与车上人

员交流，有序进行身份验证、测温、登记等

工 作 。由 于 穿 着 防 护 服、戴 着 口 罩 和 护 目

镜，民警们不能喝水，一次勤务下来，连话

都说不出来。

由于抗疫一线紧张的工作，王建娇的

痛风病复发了，右脚甚至出现了水肿。病情

发作时，疼得脚趾都不能挨地，但身边没有

止痛药，王建娇就默默忍着。人前，他装作

若无其事，继续忙着检查工作；人后，他就

歪歪身子靠靠墙。“好在脸被遮着，没人注

意到我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就这样，他

愣是默默支撑了十几天。

“我是穿了军装又穿警服的人，特警的

工作充满挑战、坎坷和危险，但无论前面的

路多难、多艰险，我都会勇敢向前、永不放

弃。”王建娇说。

我的青春不“躺平”

青春是华丽的诗篇，每个人都希望写

下隽永的诗行。作为纪检监察青年干部，

我们将坚持“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在

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中勇挑重担，

勇于攻坚，勇于开拓，将青春与纪检监察

事业连在一起，将小我融入到纪检监察事

业的大我中去，以青春之我创造充满青春

活力的纪检监察事业。 团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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