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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开学，又有一批孩子走出十

八洞，看到他们茁壮成长，我的工作虽然有

苦有累，但心中却很快乐。”12 月 21 日，在

2022“美丽青年乡村教师”寻访活动云端交

流会上，90后青年党员教师、获得“美丽青年

乡村教师”称号的蒲力涛在连线中分享道。

4 年 前 ，蒲 力 涛 来 到 湖 南 省 湘 西 土 家

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排碧学区十八

洞小学，积极探索网络联校新模式，与山东

潍坊未来实验学校、北京朝阳实验小学等

学校对接，让十八洞小学的孩子和城里孩

子同上一堂课。

他带领学生到北京开展研学活动，孩

子们表演的节目《春天在哪里》登上央视。

蒲力涛想尽办法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大山

外的窗户。

在十八洞小学，蒲力涛每天忙得团团

转，不仅负责学前班与小学多个年级的教

学，还要为学生准备午饭、打扫校园卫生、

做安保和医护等工作。蒲力涛的妻子主动

帮忙，在两人共同努力下，学生们的学习、

生活习惯变得越来越好。

像蒲力涛一样坚守乡村，为学生默默

付出的“美丽青年乡村教师”还有很多。今

年 5 月，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 会 、联 想 集 团 、联 想 基 金 会 共 同 开 展

2022“美丽青年乡村教师”寻访活动，旨在

发现 100 位扎根于乡村教育的优秀青年教

师，宣传其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励志故事。活

动收到了来自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 3200
余份报名材料，涉及全国近 2900 所中学、

小学、幼儿园。经过专家推荐，最终寻访出

10 位“美丽青年乡村教师”和 90 位“美丽青

年乡村教师提名”。

这 些 青 年 乡 村 教 师 像 张 桂 梅 校 长 一

样，“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中国

乡村教育事业终身起立”。不少青年乡村教

师表示，尽管选择做青年“张桂梅”充满艰

辛，但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需要更多张桂

梅式的青年乡村教师为孩子们点亮梦想。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

花 万 朵 ，香 飘 云 天 外 ⋯⋯”2022 年 6 月 7
日，高考开考。在前往考点的车上，云南丽

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

和她的学生们齐唱《红梅赞》，

这一幕，令不少网友泪目。

送学生们上考场送学生们上考场，，张桂张桂

梅 坚 持 了梅 坚 持 了 1212 年 。获 得“ 美 丽

青年乡村教师”称号的云南

省 怒 江 傈 僳 族 自 治 州 福 贡

县 石 月 亮 中 学 教 师 和 荣 华

深 受 触 动 ，“ 张 桂 梅 校 长 带

着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炽爱，

以校为家，这种深沉大爱和

无私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越来越多的“美丽青年乡村教师”，像

张 桂 梅 一 样 ，接 力 守 护 乡 村 教 育 梦 想 。如

今，和荣华在石月亮中学已经工作了 11年。

7 年 前 的 一 次 家 访 中 ，和 荣 华 得 知 学

生娜福芳从小失去双亲，她和 60 多岁的奶

奶相依为命。和荣华深感寒门学子不易，他

用自己的工资资助娜福芳上学，鼓励她好

好读书。其实，娜福芳只是和荣华资助的众

多学生之一。“看到他们走出大山，成为社

会有用之才，我很欣慰，也感到所有付出很

值得。”

如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怒江州实现从区域性深度贫困到区域性整

体脱贫的“千年跨越”。看着往日凋敝的山村

变得充满生机，和荣华感慨道，“现在孩子的

生活有很大改善，学校教学条件也好多了！”

和荣华对学生也从物质帮扶转变到精

神扶助，他依然会挨家挨户上门家访，希望

向父母传播“用知识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的理念。他说，“一人改变，会让一家改变，

甚 至 提 升 整 个 山 村 尊 重 知 识 的 氛 围 ”。如

今，和荣华已陪伴 3000 余名学生毕业，有

的学生在和荣华的影响下，也选择回到母

校任教。

“张校长忍着病痛，天不亮就打着手电

筒，去学校将教学楼的灯一一点亮，那个场

景特别触动我，当时我的眼眶就红了，她是

学生们的好妈妈。”提及张桂梅 2022 年高

考送考的情景，获得“美丽青年乡村教师”

称号的广西桂林市阳朔县金宝乡红莲小学

校长张功文仍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帮助家乡

摆脱贫困，而不是为了我们摆脱贫困的家

乡。”在张功文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

句话。张功文家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

身患重病，高额的手术医疗费用使得家庭

债台高筑。张功文在政府和爱心人士帮助

下完成了学业，20 岁大学毕业后，她毅然

回到了母校金宝乡红莲小学。

作为一名年轻的校长，25 岁的张功文

把张桂梅当作自己的榜样。她深感肩上责任

重大，她关爱陪伴农村留守儿童、持续对学生

家访、积极寻找爱心人士资助贫困孩子完成

学业⋯⋯她希望用年轻人积极奋发、充满朝

气的精神面貌，带动身边的学生和老师，不断

向上、向前。

留 守 儿 童 问 题 是 张 功 文 关 注 的 重 点 之

一。几年前，她发现正在读二年级的赵琳（化
名）很内向，不愿和其他同学交往，看老师的

眼神也很胆怯。张功文通过家访得知，赵琳从

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其父母在外打工很少回

家，赵琳的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了解情况后，张功文时常陪伴在赵琳身

边，当她的知心大姐姐。渐渐地，赵琳开始

融入班级生活，和同学们一起聊天、一起吃

饭 。“ 看 到 她 的 变 化 ， 感 觉 当 老 师 很 有 意

义，这种幸福感用金钱也买不到 ”。如今，

在张功文的努力和爱心人士帮助下，红莲小

学各方面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校容校貌焕

然一新。

如今，像蒲力涛、和荣华、张功文一样甘

为人梯、扎根乡村的年轻教师越来越多，他们

以张桂梅校长教书育人的燃灯精神为指引，

甘当大山孩子领路人，做青年“张桂梅”，接力

守护大山孩子的读书梦，照亮中国乡村教育

的未来。

青年“张桂梅”：照亮乡村教育的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李桂杰

12 月 15 日 ， 从 吉 林 老 家 辗 转 长 沙 ，

再从长沙直飞肯尼亚，29 岁的于春雨经

过将近 19 个小时的飞行，回到了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结束休假重返工作。

2016 年 ， 于 春 雨 一 毕 业 就 进 入 中 建

二局安装公司，外派来到非洲肯尼亚，参

与“一带一路”工程建设，他在内罗毕供

水管线项目上一干就是 5 年。

他看到当地居民用上清洁水时的笑容

时 ， 看 到 肯 尼 亚 徒 弟 王 约 翰 敬 佩 的 目 光

时，就是自己的高光时刻。

“最初，别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到这么

远的地方工作，家人的支持成了我坚实的

后盾。”于春雨和建设团队克服了当地雨

季泥泞、多山地丘陵等困难，完成了 60
公里的供水管线的一半。“建设之前，当

地居民取水要靠山上的流水或者小溪，很

不方便。现在管线经过的地方，居民们可

以直接使用市政水，切实帮助当地居民解

决了生活用水问题。”他说。

工作中，于春雨的一大收获是“带出

徒弟”。“他叫王约翰，平时我们像哥们儿

一样相处，他很佩服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和

建筑水平”。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于春雨的“小目标”是继续

建设好这项工程，修完剩下的一半。

2022 年 即 将 过 去 ， 许 多 年 轻 人 在 社

交媒体上晒出自己这一年中的高光时刻，

这 里 有 迎 难 而 上 的 勇 气 ， 有 不 服 输 的 韧

劲，有孜孜以求的努力，还有奋斗汗水中

闪闪发光的自己。

对于赵晋升来说，高光时刻出现在高

原 上 。2022 年 春 节 前 夕 ， 中 建 二 局 土 木

公司高原项目党支部书记、经理赵晋升，

带 领 团 队 奔 赴 海 拔 4100 米 高 原 建 设 铁

路。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团队中许多 90
后甚至 00 后同事主动请缨上一线。

高原环境异常艰苦，没有电、没有网

络，遇上高原反应呼吸都困难，甚至还要

面 临 狼 群 的 威 胁 。 赵 晋 升 说 ， 不 少 同 事

“一个月暴瘦了 20 斤”，还有人不敢给家

人打电话。

赵晋升带领团队夜以继日，项目建设

进 度 大 幅 提 前 。 面 对 2023 年 ， 赵 晋 升

说，要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在荒芜的高

原上开辟出那条神奇的“天路”。

2022 年 ， 属 于 吕 梦 圆 的 高 光 时 刻 ，

是她和中建二局的建设团队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造出一个个优质工程。“当时，我们

做的一个污水工程深藏地下，要发挥整个

项目‘消化系统’的功能。但由于地基地

质条件差，施工难度很大。”

最 初 ， 项 目 上 不 通 水 、 不 通 电 ， 在

“先生产、后生活”的激励中，不到两个

月，团队就完成了这项建设任务。吕梦圆

喜欢大湾区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哈尔

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毕业的她，希

望更好地运用所掌握的知识为大湾区建设

助力，也希望自己“梦圆”大湾区。

也是在 2022 年，王佩圆梦了。“从小

我 就 爱 美 ， 我 告 诉 爸 爸 ， 我 就 是 要 学 美

容。”5 年前，王佩成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

学 院 2017 级 学 生 ，学 习 人 物 形 象 设 计 专

业。2022 年，23 岁的她迎来属于自己的高

光时刻——凭借对于“美”的热爱，她获得

了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美容项目的冠军。

“中医推拿的按摩手法，在关键时刻

为我夺冠加持。”王佩说。在 11 月奥地利

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当中，她行云

流水地展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按

摩手法，得到了在场观众、裁判的认同与

赞赏。

现在，王佩成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

院的一名教师，她要把对美的理解与中华文

化结合起来，带领学生在世界舞台上传递东

方美学。

中 建 五 局 高 级 技 校 （长 沙 建 筑 工 程 学

校） 教师伍远州，则用一块块砖“砌”出了

自己 2022 年的高光时 刻 。 他 的 父 母 都 是 建

筑 工 人， 他 从 小 就 喜 欢 拿 起 砌 刀 模 仿 父 亲

干 活。 长 大 后 ， 他 子 承 父 业 ， 学 习 砌 筑 技

术 。 凭 借 精 湛 的 技 艺 ， 他 被选中备战世界

技能大赛。

其间，他每天训练近 10 个小时，砌筑

了近 600 堵高标准的艺术墙，近 13 万块砖在

他手里拆了建，建了又拆。为了找到精准的

“手感”，训练期间， 伍 远 州 不 戴 手 套 ， 他

的 手 磨 破 了 皮， 结 出 老 茧 ， 指 甲 缝 里 的 青

白 石 灰“ 漂 白 ” 了 十 个 指 甲 。 正 是 这 样 的

不 懈 坚 持 和 对 技 艺 的 极 致 追 求 ， 让 他 最 终

摘 得 2022 年 世 界 技 能 大 赛特别赛砌筑项目

的金牌。

2022 年 ， 越 来 越 多 的 青 年 在 “ 青 春 上

善好活法”中，活出了闪光的自己，找到了

前行的方向。

正如王佩所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热

爱 ”。有了热爱与坚持，有了前行的力量，

便只顾风雨兼程。2023 来了！让我们一起

“陪你慢慢变好——迎春到！”

□ 黄 帅

2022 年，有哪些时光令你难忘？
在定格的影像中，我们看见了闪光的
自己，见证了美好的成长。

这一年，纵使路有崎岖，仍有许多
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在各自领域耕耘
奋斗、勇毅前行。

年轻的建设者们逢山开路，遇水
搭桥，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中，挥洒汗
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有的
在“一带一路”上，用中国的建筑技术帮
助非洲居民使用干净的水，有的在海拔
4100米高原修建铁路，还有人在大湾区
圆梦⋯⋯也有毕业后返乡的年轻人，把
青春力量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在不懈
追光的路上，点亮希望的田野。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一
年，在世界技能大赛舞台上，多位中国
95后、00后小将获得世界冠军。刮腻子

“刮”出世界冠军、美容“美”成世界冠
军，这些普通的年轻人，通过持之以恒
的积累、千锤百练的磨砺，淬练出精湛
的手艺，用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成就
了闪闪发光的自己，让世人为之赞叹。

这一年，我们开展了 2022“美丽
青年乡村教师”寻访活动，寻访 100 位
青年“张桂梅”。我们看到，不少年轻人
来到乡村基层，走入大山深处，像张桂
梅校长一样，在三尺讲台默默奉献，在
大山深处执着坚守，为乡村孩子开掘
一条通往希望的路。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同样离不开
青年的身影。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成
为普法“轻骑兵”。大学校园里的年轻
人，用新媒体宣传“反诈”，为老年人守
护财产安全。他们用点滴力量，点燃法
治之光，发出公平正义的正能量。我们
也看见，一些年轻人坚守在未成年人
保护领域，用 12355 热线，传递法律温
度，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
空。还有年轻人通过志愿服务，坚定守
护网络社区的风清气正。

是啊，我们从这些“追光”和“守
护”中看见了前行的青年力量。他们看
似默默无闻，却不断勇毅前行，为社会进
步贡献能量。年轻人都有一颗向上向善
向美的心，在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一同
唱响“青春向善好活法”，一起“陪你慢慢
变好”，为梦想启航，向未来追光。

从追光·守护中看见
前行的青年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 飏 先藕洁

做 《探真》 我们是
认真的！2022年，中国
青年报国内时事部出品
的 《探真》 可视化融媒
体产品硕果满满，出品
了 近 50 期 精 品 视 频 ，
有的视频一期阅读量就
达 600 多万。编辑、记
者增强“四力”，深化

“走转改”，从酷暑到寒
冬，记者走上街头，用
话 筒 倾 听 年 轻 人 的 心
声，街采 10 余次，与
200余名青年对话。

记者把镜头瞄准重
大社会热点新闻事件，
维护青少年权益，聚焦
青年热点话题，邀请法
官、检察官以案释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制作
融媒作品时，我们创新
引入 AI 虚拟人物、情
景化动漫、视频连线、
数图解读等生动丰富的
新媒体形式，打出融合
创新精品报道的“组合
拳”。

大眼睛、小嘴巴、
浓眉毛，圆鼓鼓的身躯
上 顶 着 个 充 满 智 慧
的 大 脑 袋 。 2022 年
全 国 两 会 期间，中国
青年 报 IP、 吉 祥 物 青
小豹出圈了。这是本
报首次在两会报道中
应用 VR 青小豹传播的
可视化节目，青小豹
以生动活泼的 VR 形象
出现在 《两会热点串
串烧》 探真视频节目
中，与主持人同屏对
话，让不少观众眼前
一亮。

两会期间，这档年轻态、时尚范儿
的可视化节目，聚焦青年关注的热点
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可视化解读，
内容包括司法机关呵护“少年的你”、
为孩子们撑起法治艳阳天、我的人脸
信息谁做主、网络不是违法犯罪藏身
之 所 等 ， 对 事 关 青 年 人 的 就 业 、 教
育、医疗、托育等热点话题进行大盘
点 和 政 策 解 读 ， 让 更 多 青 年 走 近 两
会、了解两会。

这一年，中青报可视化融媒体人才
精兵重塑取得突出成效。找选题、拍
摄、主持、采访、后期制作、海报设计
⋯⋯制作融媒体作品，《探真》 视频栏
目组的小伙伴们都是全流程参与，不断
突破创新，拓展全新的视觉体验、沉浸
式交互手段，不断思考与探索融媒体新
技术。

《探真》 栏目强化内容生产力，坚
持“跑”在一线，采写更多鲜活的原创
新闻，增强报道的可读性、感染力。这
一年，我们聚焦未成年人权益报道，为
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鼓与呼。与
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
的青年普法志愿者，像一支支普法“轻
骑兵”，把法律知识送入寻常百姓家。
如西南政法大学反诈团队、重庆“莎
姐”团队的 90后干警、北京 00后法学
专业学生等，都进入 《探真》 视野。
《探真》 挖掘出他们普法背后的生动故
事，体现了中国青年报一以贯之服务青
年的鲜明特色。

在媒介融合转型新时代，融合无止
境，创新不停歇。新的一年，《探真》
视频栏目的小伙伴们会更加努力，创作
出更多可视化精品，关注青年权益，为
青年发声代言。

做
︽
探真

︾
：我们是认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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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看见自己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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