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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 do 是 大 豆 像 黄 金 ，re 是 花 蕊 在

开 放 ，mi 是 白 米 堆 满 仓 ，fa 是 竹 筏 踏

波 浪 ⋯⋯”

在中央歌剧院的大舞台上，一段具

有田野风情的音乐剧欢乐开唱 。7 名身

穿蓝白校服的孩子，在音乐教师的带领

下 ，通 过 乡 间 风 物 认 识 音 符 。这 首 被 重

新演绎的《哆来咪》，讲述的是山东省菏

泽 市 单 县 徐 寨 镇 明 德 小 学 合 唱 团 的 孩

子学习音乐的真实故事。

日 前 ，第 三 届“ 田 埂 上 的 童 年 ——

腾讯荷风艺术行动音乐会”在中央歌剧

院剧场举行 。来自北京、山东、黑龙江、

西藏等地近 70 所地方小学的 1800 多名

乡村孩子，通过线下和线上方式，与艺术

家们共同演绎中外经典音乐作品，用质

朴的音色唱出自己的家乡和生活。田埂

上孩子们的音乐梦想，正在拔节生长。

在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温 暖 一 平 方 ”直

播 间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了 明 德

小 学 与 黑 龙 江 省 大 庆 市 杜 尔 伯 特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胡 吉 吐 莫 蒙 古 族 中 心 学 校 的

老师和孩子们。

从“一 张 白 纸”到“播 下
一颗种子”

“老师，这是教唱歌的班吗？”“啥是

艺术啊？”音乐剧开头，9 岁的张乐天用

当地方言向音乐老师提问。音乐剧展现

了 乡 村 音 乐 教 育 的 实 际 情 况 —— 孩 子

们鲜有机会去家乡以外的地方，有的没

上过正儿八经的音乐课，更别提去歌剧

院感受艺术的力量。

王 欣 欣 是 明 德 小 学 第 一 位 音 乐 老

师 。初 到 学 校 ，孩 子 们 的 音 乐 水 平 和 她

的想象差距甚远。王欣欣回忆：“他们一

点 音 乐 基 础 都 没 有 ，问 他 们 会 唱 什 么

歌，他们真的不知道，就像一张白纸。”

2017 年 ，单 县 组 织 第 一 届 合 唱 比

赛，王欣欣借机组建了学校第一个合唱

团 。2 年级以上的孩子排着队到音乐教

室面试，选拔方式是模唱《欢乐颂》，老

师 唱 一 句 ，学 生 跟 唱 一 句 。有 的 孩 子 不

敢张嘴，有的孩子吓哭了⋯⋯合唱团原

本要求至少 40 人，王欣欣把选人标准放

到 最 低 ——“ 只 要 不 跑 调 ”，才 从 学 校

300 名孩子中选出了 30 人。王欣欣利用

阳光大课间的 40 分钟和午休组织排练，

尽量不耽误孩子们上课和休息。孩子们

不会识谱，王欣欣就一句一句教唱。

合唱比赛场地在单县一中报告厅，

那是孩子们第一次登上合唱的舞台。结

果 令 人 惊 喜 ，他 们 拿 了 个 三 等 奖 ，回 去

的路上，孩子们自发喊起了学校口号。

张乐天加入合唱团时上 2 年级。他

的 爸 爸 在 县 城 务 工 ，张 乐 天 跟 着 妈 妈

在 村 里 生 活 。家 里 种 了 香 瓜、大 蒜 和 玉

米 ，不 上 课 的 时 候 ，他 跟 着 妈 妈 去 干 农

活 ——拔草、施肥料、播种。本就喜欢音

乐的他习惯在中午和傍晚听歌，最喜欢

的 歌 是《蓝 莲 花》和《起 风 了》。他 觉 得

《蓝莲花》里有自由的味道，《起风了》则

会让他想到开心的往事，比如 4 年前和

表哥一起捉泥鳅和小龙虾。

音 乐 剧 对 于 张 乐 天 而 言 是 崭 新 的

体 验 。在 音 乐 会 预 热 宣 传 片 里 ，这 个 小

男孩话语稚嫩：“俺们这里的田地里，能

长 出 大 蒜 ，还 有 好 多 粮 食 。我 们 王 老 师

说，音乐也是种子，能长出更大的果子。”

用音乐打开另一扇门

让荷风爱乐团长兼常任指挥高宾印

象最深刻的，是演出候场时听到四川凉

山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排练《萱草花》。

“ 她 们 音 色 质 朴 ，歌 声 中 饱 含 对 家 乡 的

爱、对生活的憧憬，非常感人”。

2017 年 11 月 ， 腾 讯 和 北 京 荷 风

艺 术 基 金 会 联 合 发 起 了 面 向 乡 村 青

少 年 的 艺 术 启 发 及艺术教育普及公益

行动——“腾讯荷风艺术行动”。高宾常

常带着支教老师奔赴河北乡村，为雄安

新区的学生们开设管弦乐等艺术课程。

他们在乡村留下的足迹，也让更多人看

见 艺 术 ，让 孩 子 们 变 得 更 自 信 、优 秀 。

“ 很 多 孩 子 通 过 艺 术 开 阔 了 眼 界 ，改 变

了人生，甚至把艺术作为了他们一生追

求的目标。”高宾对记者说。

明 德 小 学 2 年 级 的 王 思 淼 在 音 乐

剧 中 唱“ 哆 ”。第 一 次 到 中 央 歌 剧 院 排

练 ，她 清 楚 地 记 得 ，舞 台 很 大 ，后 面 在

发 光 。初 站 上 舞 台 中 央 时 ，王 思 淼 有

一 些 紧 张 ，默 念 着 老 师 叮 嘱 的 话 ：“ 要

放 开 ，放 松 。”很 快 便 开 心 地 融 入 了 音

乐 里 。

在王欣欣看来，乡村音乐教育带给

孩 子 的 最 大 改 变 是 增 加 了 他 们 的 自 信

心。“很多孩子在合唱过程中，越来越敢

于表现自己，活泼开朗了很多。”

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

县胡吉吐莫蒙古族中心学校的孩子们，因

为疫情原因没能来到音乐会现场，在线上，

10 个孩子演唱了一首东北民歌《月儿明，

风儿静》。

12 岁 的 蒙 古 族 男 孩 张 煜 坤 演 出 时 穿

上 了 自 己 的 蒙 古 袍 。他 平 时 爱 听 民 歌 和

蒙 古 族 歌 曲 ，喜 欢 周 杰 伦 和 周 深 。得 知 要

参 加 音 乐 会 ，张 煜 坤 第 一 时 间 告 诉 了 自

己 在 南 方 工 作 的 爸 爸 妈 妈 。“ 周 围 人 当 时

都 觉 得 不 可 思 议 。有 朋 友 和 我 说 ，张 煜 坤

你 竟 然 出 现 在 大 舞 台 屏 幕 上 了 ，你 好 厉

害 ！”回 忆 起 当 时 的 场 景 ，张 煜 坤 的 语 气

依旧很兴奋。

音乐能为乡村孩子带去什么？胡吉吐

莫蒙古族中心学校音乐教师彭秀杰说：“我

想让孩子们觉得，他们不但能够通过歌声

表达自己的心情，还能走出农村，走到外面

的世界去。”

“艺术会为乡村孩子的人生打开另一

道门，让他们在认知、价值观、对生活和情

绪的控制等方面，实现从细节到宏观的多

层面理解。”高宾认为，艺术让孩子们理解

美、体会美，感受幸福。孩子们不一定会选

择艺术作为生活方式，但艺术一定能陪伴

他们一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乡村孩子

离音乐更近一点，把艺术的种子播得更广

一些”。

田埂上的音乐梦想

四 川 凉 山 妞 妞 合

唱 团 身 着 民 族 特 色 服

饰演绎 《萱草花》。

主办方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通讯员 隆红霞 李妍妍

虽 然 双 眼 看 不 见 东

西，可凡是家电，残疾人

包松科都能修好。在甘肃

岷 县 农 村 ， 36 岁 的 盲 人

包松科成了家电维修“高

手”，被传成了一段佳话。

包松科是视力二级残

疾人，从小就待在农村的

家里，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上学和读书。随着年岁增

长，包松科也面临生活的

压 力 。 18 岁 时 ， 他 学 会

了吹唢呐，从此便辗转于

岷县的十里八乡，在“白

事 ” 上 作 专 业 “ 吹 手 ”，

生活也勉强有了着落。

然 而 ，“ 白 事 ” 并 不

常有。没唢呐吹的日子，

包松科就闲在家里。家里

有台老式收音机，包松科

经 常 听 收 音 机 打 发 时

间 。 可 老 旧 的 收 音 机 时

好时坏，为了能顺利地收

听 ，包 松 科 索 性 开 始 琢

磨 ，拆 了 装 ，装 了 拆 ⋯⋯

如 此 反 反 复 复 ， 硬 是 将

收 音 机 的 零 件 构 成 摸 了

个透。

“吹唢呐是为了生存，修理才是我的

兴 趣 所 在 。”包 松 科 修 理 收 音 机 小 有 成

就，便喜欢上了研究家用电器，谁家电器

出了问题，他都要凑过去跟着“研究”一

番。到后来，他甚至自掏腰包买好配件，

免费帮忙更换。渐渐地，他能修理的电器

种类越来越多，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申都乡那边电动车很多，你这修

理的手艺刚好派上用场，不如去开个修

理部。”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兼职维

修”的包松科，和妻子张兰召一合计，

两人当即就带着为数不多的家当前往附

近的申都乡。自此，“唢呐手”包松科

副业成了主业，实现了华丽转身。

在申都乡，包松科为人宽厚谦和，

谁家有电器需要修，不论什么时候，只

要他能腾出空，都会及时修理，不论是

上门服务，还是下班后需要连夜加班，

他都二话不说，直到完全修好。修了 3
年电器，包松科的手艺愈发精进，在周

边也小有名气。考虑到茶埠镇人口多、

市场大，离县城又近，购买配件也更加

方便，夫妻俩就又将店搬到了茶埠镇。

搬来时恰逢春耕，新店的招牌还没

来得及挂出去，维修业务就接踵而来。

春耕期间农业机械使用频率高，维修量

自然大，连续一个多月，周边农村出了

问题的旋耕机、拖拉机等农机农具就不

断送上门来，夫妻俩白天修农具，夜晚

归置家当，忙得不可开交。

新 维 修 店 开 在 茶 埠 镇 树 扎 村 的

“T”字路口， 蓝底白字的 “松科维修

部”招牌在街口分外显眼。夏日午后，

鸟雀热得没了声息，聚在一起聊天的老

汉们也把据点挪到了“松科修理部”的隔

壁阴凉处，一群人盯着正在忙碌的松科，

偶尔发出一两声赞叹。此刻，寂静的小村

子里，松科修理部成了唯一的“闹市”。

包松科对此仿佛早就习以为常，他

好像听不见似的，只顾埋头专心鼓捣旧

电动车的电器元件，灵巧的双手在电瓶

上不停摸索，一旁的语音数字万用表机

械地报出“电压 0.010 伏”的提示音。

“改锥⋯⋯”包松科这边话音还未

落下，妻子就指挥着女儿去取工具了。

“我是他的眼睛，他是我的腿。”因患小

儿麻痹症而腿脚不便的张兰召说，包松

科 看 不 见 ， 家 里 的 一 应 事 务 都 由 她 操

持，采购零配件也是她的任务。

包松科的修理部店面不大，却塞得

满 满 当 当 。 除 了 堆 放 着 旋 耕 机 、 摩 托

车、电冰箱等大物件外，还摆放着鼓风

机、电水壶、电饭锅。小家电修起来费

时费力又不挣钱，一些维修店都不愿意

接，但他来者不拒，总是想方设法让这

些 老 物 件 “ 复 活 ”。 包 松 科 心 里 清 楚 ，

来修这些家电的家庭一般都不富裕，所

以有时象征性地收个十来块钱，有时索

性分文不收。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

人撑把伞。”由于身体原因，维修部必

须的搬、扛、抬、放等基础操作，包松

科 夫 妇 都 没 法 完 成 ， 全 仰 仗 乡 亲 们 帮

忙。一直受助于人，就总觉心有歉疚，

包 松 科 便 给 自 己 定 下 了 独 特 的 “ 生 意

经”：孤寡老人、困难家庭、残疾人等

前来维修，一律免费；难度不大的小物

件就权当练手，也不收钱。

“ 别 人 都 是 一 搬 家 ， 生 意 就 得 回

落 ， 我 的 维 修 店 搬 了 好 几 次 ， 每 搬 一

次 ， 顾 客 都 在 增 加 ， 生 意 也 越 来 越

好。”这样的好事，包松科自己着实没

有料到，可身边的人都知道，包松科心

灵手巧人善良，一定会越做越好。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也

许是早年间在白事上吹唢呐，听多了生

死离合，也更明白人生的珍贵，如今的包

松科，活得很用力、很认真，而他全然不

知，自己早已成了身边人的榜样。

一个盲人修理师是如何成为乡村榜样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徐丹阳
记者 孙 山

提到数字经济，你会想到什么？是人工

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还是智能家居、地图

导航、网络学习？

不久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

2021 年 中 国 数 字 经 济 规 模 达 到 45.5 万 亿

元，同比名义增长 16.2%，占 GDP 比重达到

39.8%。

数字化浪潮下，青年正在拥抱数字经

济。数字经济让青年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

化？青年感受最深的又是什么？中国青年报

社出品的新一期《参数》节目中，几位青年

分享了他们有关数字经济的体验和看法。

数字经济与生活紧密联结

“网络购物、移动支付、智能家居、网约

车、智慧医疗⋯⋯各式各样的 App 如雨后

春 笋 般 出 现 ，满 足 了 我 们 的 各 项 需 求 。学

习、工作、社交、娱乐等都更加便捷、低门

槛。”00 后章润彦觉得，数字经济已经与

她的生活紧密联结起来，“前不久很多地

方推出了数字消费券，通过线上 App 就能

申领并进行支付，也让我极大地感受到了

便利”。

今年 23 岁的余璐（化名）认为，数字经

济改变了生活方式，“在我上大学以前，从

没点过外卖，出门打车也是站在路边招手。

后来外卖平台上的美食商家越来越多，打

车可以通过线上 App 进行预约。数字经济

对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

在智能制造公司工作的尹一光觉得，

数字化的发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高效，“以前出门买东西，需要带现金和银

行卡，但现在一个付款码就可以解决支付

问题。乘坐公交地铁，也可以扫码通行并自

动进行支付”。

张静琪是河北工业大学第 24 届研究

生支教团新疆分团团长。今年 6 月，她来到

了位于新疆巴州若羌县瓦石峡镇的若羌县

第三小学支教。在这里，她可以享受到和在

城市里一样的数字化生活，也打破了她对

乡村的刻板印象，“我所在的瓦石峡镇虽然

相对偏僻，但是生活很便利，网络发达，无

论是大的综合性商超还是路边小店，都是

电 子 支 付 。快 递 和 网 购 都 非 常 方 便 ，出 门

300 米就是快递代理点，在这里我也可以

轻松网购”。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调

查显示，80.2%的受访青年表示对数字经济

体验好。对于数字经济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63.8%的受访青年认为是生活更加便捷高

效，54.8%的受访青年认为是培养了新的消

费习惯，51.8%的受访青年认为是有了更多

休闲娱乐体验。

数字经济给不同领域带
来了新变化

在浙江杭州读大学时，章润彦对数字

经济感受最深的便是管理平台的数字化，

“浙江省有一个‘浙里办’App，像九价 HPV
疫苗预约、医保挂号、消费券领取还有预约

办理证件等，基本上能想到的事情都能在

上面办，既节约了时间和经济成本，进程也

更加透明，有效率”。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景智

君觉得，数字经济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在

很多行业、产业上都有应用，“我现在在数

字医保领域实习，做的就是跟医疗保险报

销有关的技术研究。从医疗报销清单、发票

处理环节而言，传统的发票处理方式是靠

人工解读发票内容，手动输入发票内容查

找相关项目的报销比例，最后手动计算报

销总和等。我们研究通过 OCR（文字识别）

技术实现发票预识别，然后从数据库中查

找相关项目的报销明细等，实现机器全流

程自动化结算处理。整体效率比传统方式

更高”。

景智君 也 关 注 到 了 农 业 领 域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 我 有 同 学 在 农 业 领 域 工 作 ，我

了 解 到 他 们 会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自 动 采

集 农 田 环 境 或 植 株 图 像 ，通 过 图 像 处 理

确 定 相 关 参 数 以 及 设 置 ，辅 助 农 业 相 关

设 备 进 行 操 作 ，实 现 农 业 要 素 、过 程 、管

理的数字化”。

“现代通信设施和互联网的发展也带

动了这里乡村经济的发展。”在新疆支教的

日子里，张静琪深切感受到数字经济给乡

村产业带来的变化，“若羌县的红枣特别

出名，人们会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等方

式，在线上宣传和销售红枣，也可以在各

种电商平台上进行售卖，再通过方便的快

递物流网络将农产品运到全国各地。听说

销售额非常高，人们也有了更多就业创业

的机会”。

“我支教的小学，数字化多媒体设施非

常齐全，也可以通过网络享受很多线上的

学习资源。”张静琪表示，数字经济对教育、

教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和支教团内其他

同学会通过电子大屏等现代教学系统进行

授课，丰富课堂形式及内容，“去年，我们学

校的研究生支教团举办了云游校园活动，

通过两地支教团成员的视频会议连线，带

领孩子们在云上参观大学校园，激发同学

们学习的动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最终要
落实到人身上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的同时，章

润彦也发现，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

的“数字鸿沟”，“老年群体由于不会上网，

可 能 无 法 适 应 线 上 支 付 、不 会 操 作 各 种

App 等 。我 奶 奶 已 经 76 岁 了 ，她 以 前 一 直

使用功能机，在全家的指导下，慢慢学会了

网络购物，玩起了朋友圈，但受到年龄与认

知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老年人的学习速度

远不及数字技术和产品的更迭速度”。

景智君对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目前计算机通过大

量的数据训练以得到更好的模型，这就需

要大量的数据采集，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就

可能会出现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机

器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了解我们的浏览

历史，对我们的社交网络关系掌握得比较

清楚。如何在数据保护与共享之间找到平

衡很重要”。

社调中心的数据显示，对于数字经济

未来的期待，58.9%的受访青年期待我国数

字经济领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55%的受

访青年期待完善监管和法律法规，46.2%的

受访青年期待加大数字经济在更多领域的

应用。

章 润 彦 希 望 未 来 在 不 同 群 体 之 间 的

“数字鸿沟”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老年

人群体可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在

不同领域应用数字经济，提供便利、多元服

务的同时，能完善监管和法律法规，保护个

人数字安全及隐私。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也应当提

高数据安全意识，提升数据分析处理能力、

创新能力，增强‘数字素养’，积极参与数字

经济建设。”章润彦觉得，在数字化浪潮冲

击下，青年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我对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有很多期

待。”景智君表示，数字经济的发展让多种

生产资料关联到了一起，给传统行业带来

了改变，“数字化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也催

生了新的就业机会”。未来，他也希望能在

智能制造领域就业，让自己所学的专业知

识能应用到实际中。

“短视频 up 主、视频主播等都是在数

字化时代发展起来的新职业，给了青年更

加多元的选择机会。”余璐希望未来数字经

济可以在更多领域有所应用，提供更多的

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拓宽年轻人的职业

选择赛道。

“现在的一些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对我

们 的 体 脂、睡 眠 等 状 况 进 行 监 测 反 馈 。未

来，我希望这些智能穿戴设备在技术上有

更多突破，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

体状态。”尹一光认为，未来数字化发展可

以为人们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健康服务。

景智君也期待，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

助力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实现优质资源

共享，例如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等，“我非

常希望，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最终

能落实到人身上，提高人们的健康和生活

质量，让技术来之于人，用之于人”。

“我十分期待乡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可

以更加完善，让数字经济带动乡村发展得

更好，让不同区域的发展可以更加协调。”

张静琪说。

数字经济下的这届青年

制图：林天羽

今年我们集思广益，历时3个月，推出原创“红色剧本
杀”《五月花海》，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青年回顾
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为广大青年搭建一个亲和便利的
学习交流平台。截至目前，这个“红色剧本杀”在黄州区已
开展 30 余场活动，吸引 200 余名青年参与，计划将开展 100
场活动，致敬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征程。下一步，我们将贴近
青年需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以黄州区革命先烈、党
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为原型，创作红色剧本 《陈潭秋》，将
其打造成一个团课品牌。

团 湖 北 省 黄 冈 市 黄

州区委书记 雷雨龙

今年，新疆农业大学团委主要围绕“喜迎二十大、永远跟
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在建团百年之际，结合新
疆农业大学建校 70 周年，开展了“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主题团日活动、校党委书记与青年学生共话青春座谈会、大学
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展示活动等，将青年思想引领融
入校园文化活动当中。下半年，我们将主要围绕迎接和宣传党
的二十大，利用主题团日、专题讲座、学习分享会、线上主题
团课等，做好会议精神学习，引领广大团员青年在青春的赛道
上跑出当代青年的好成绩！

新疆农业大学

团委书记 郝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