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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集团团委
坚持“党有号召、团
有行动”，始终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面
向一线、服务青年
的宗旨不动摇。通
过“三个强化”，引
领团青思想、激发
责任担当、提升服
务意识；强化思想

引领，用好“青马宣讲团”“青春思政课”
“峰煤讲师团”开展形势任务宣讲；强化
责任担当，深化“青”字号品牌创建活
动，推进“三争一创”与“号手岗队”融合
创建，开展“遵守安全生产法·团员青年
在行动”实践活动；强化服务意识，制定
志愿服务指引书，探索服务青年包保机
制，研发网上服务系统，实现职工诉求
网上一键点单，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
活跃在第一线。我们今后将继续聚焦为
党育人主责主业，高质量实施“思想引
领、岗位建功、服务青年、组织建设、从
严治团”五大工程，深入开展一个团组
织一个团属品牌的特色创建活动，让青
春在建设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新国企的
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敏

“画面中播放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

黑 白 影 像 资 料 ； 画 面 中 出 现 本 片 片 名

《狙击手》；战士们披着白色披风从雪坡

上爬起来，战士们的眉毛上、胡子上、

帽檐上都结着霜⋯⋯”这是一场特殊的

放映。伴随着银幕上电影画面的闪现，

武慧敏的解说声从银幕之外传来。

90 后 武 慧 敏 是 中 国 盲 人 图 书 馆 口

述影像的讲述员。每周二上午，她都会

给盲人讲电影，让他们“欣赏”大片。

“ 盲 人 看 电 影 ？ 盲 人 怎 么 看 电

影？”总会有人向武慧敏发出这样的疑

问。武慧敏一遍遍地解释，“给盲人讲

电影的专业名称是‘口述影像’，就是

将 电 影 说 给 盲 人 听 ， 我 们 会 配 合 着 电

影 向 盲 人 描 述 画 面 内 容 ， 帮 助 他 们 在

脑 中 形 成 画 面 ， 达 到 ‘ 看 ’ 懂 电 影 的

目的。”

据中国盲人协会最新统计的数据显

示，我国约有 1700 多万盲人。由于视

力缺失，他们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欣赏电

影 画 面 。 如 何 让 他 们 享 受 艺 术 文 化 成

果，很多人都在努力。

武慧敏所在的部门叫信息无障碍中

心，部门内设口述影像项目部，这是中

国盲文图书馆于 2011 年成立的中国第

一家专业盲人口述影像馆，专为盲人提

供口述影像服务，致力于推广无障碍电

影的落地。每周二上午，口述影像馆都

会放映影片，专业的讲述员会轮流给盲

人讲电影。

2017 年 ， 学 习 电 影 研 究 的 武 慧 敏

研究生毕业后加入了“口述影像”的团

队。原本以为口述影像是一件轻松的事

情，但现实却让武慧敏意识到讲好一部

电影并不容易。

要完成一部无障碍电影的播放，第

一步要做的就是选择适合盲人观看的影

片。武慧敏解释，电影既不能有太多无声

画面，也不能有太复杂抽象的故事线。选

好影片后，讲述员要反复观看影片撰写脚

本，最终将影片呈现给盲人观众。

武慧敏讲的第一部电影是 《嫌疑人 X
的献身》。她读过原著，以为写脚本轻轻

松松，但在准备过程中，她发现一个好的

无障碍电影脚本既要客观，又要兼具艺术

感，要能给盲人充足的画面信息，又不能

影响他们听电影对白，“比如解说要客观

描述电影画面，不能有主观判断，也不能

在描述中透露剧情，避免误导观众。”脚

本的密度、讲话的节奏也有要求，解说不

能太满，否则会给盲人观众太多信息；也

不能遗漏画面、留白太多，否则会造成盲

人观众的信息缺失。

为了做好第一次的讲解工作，武慧敏

反复修改脚本，又请来部门里有经验的同

事以及有视觉障碍的同事做观众试听，反

复修改几遍，才最终和盲人观众见面。

没想到，这次讲解效果意外的好。放

映结束后，全场响起了掌声。一位盲人老

人走来和她说：“谢谢你的讲解，以前我

在家里也看过这部电影，但我没看懂，今

天我看懂这部电影了。”掌声和肯定给了

武慧敏极大地鼓舞，从那个时候起，她坚

定了把无障碍电影做下去的想法，并且想

把它做好。

工作 6 年来，武慧敏认真研究电影镜

头、艺术表达，反复琢磨脚本语言。她越

来越觉得，无障碍电影看似简单，但其实

更需要专业人才的加入，她说，无障碍电

影是一种艺术表达，讲述者对电影的解读

能力以及对文字的把控能力决定了电影的

好坏，最好的呈现效果就是观众忘了讲述

员的存在，讲述和电影融为一体。

多年来，武慧敏和同事在积极推动无

障碍电影的发展，他们也制作了无障碍数

字资源，把电影的影像与讲解音轨通过后

期 制 作 合 成 ， 再 刻 成 光 盘 或 者 上 传 至 网

上，方便视障人群在家里、在线上欣赏无

障碍电影。

但面对电影版权取得难、人手不够、

志愿者招募难、专业场所少等问题，无障

碍电影的发展依旧缓慢。“尤其是版权问

题，是困扰最大的。”武慧敏说，无障碍

电影属于 在 原 片 基 础 上 的 再 创 作 ， 制 作

没 有 版 权 的 影 片 均 属 于 侵 权 行 为 ， 这 些

年 团 队 一 直 依 靠 相 关 的 基 金 购 买 版 权 ，

但 买 到 的 影 片 往 往 也 是 一 些 旧 影 片 ， 他

们 希 望 能 够 给 盲 人 提 供 更 多 更 好 的 片

子，希望盲人能和明眼人一样第一时间欣

赏到好片、大片。

2022 年 5 月 5 日 ，《马 拉 喀 什 条 约》

对中国正式生效，我国也完成著作权法第

三次修改以及针对条约制定规范性文件，

版权问题终于有了新的突破。这对武慧敏

和团队来说，是个大好的消息，他们终于

可以获得更多影片的版权。

伴随着与盲人接触的深入，武慧敏越

来越发现，包括她在内的大众对视障人群

的了解少之又少，对于他们的关注也只停

留在表面。

中国盲文图书馆有一个让普通人体验

黑暗的屋子，名为“黑暗体验室”。体验

室里伸手不见五指，需要摸着左边的墙面

前行。武慧敏第一次走进体验室的时候，

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才出来，“脚下的地

面被特意设置成高低不平的样子，我一只

脚试探性地一点点迈出去，另一只脚慢慢

跟上，整个过程没办法称之为行走，只能

勉 强 算 是 挪 动 。” 途 中 ， 她 迷 失 了 方 向 ，

摸索不到墙面，整个人陷入恐惧之中，最

终在盲人朋友的带领下走出了房间。这次

体验让她感触颇深：“这只是我们一次短

暂的体验，而盲人朋友每天都在这样的状

态中生活，我们只想到他们看不到，但却

不能了解视觉障碍给他们带来多少困难。”

武 慧 敏 说 ， 她 会

继 续 做 好 无 障 碍 电

影 的 工 作 ， 她 也 希

望 越 来 越 多 人 能 关

注 到 视 障 群 体 ， 能 够

让 他 们 享 受 正 常 的 社

交和生活。

帮盲人“看”大片的90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54 岁的任士民写得一手好字。

好到什么程度 ？不 用 打 草 稿 ，不 用

模板，他可以在墙上快速写下整齐的美

术 字 ，工 整 程 度 就 如 同 机 器 印 刷 的 一

般。他还有一项绝活儿——能随时切换

10 余种字体，他被网友和媒体称为“行

走的打印机”。

目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进任

士民的家，探访这位征服大量年轻粉丝

的网红，他是如何练就随心所欲的花式

书法的？学习练字的 40 多年来，他用

笔在人生的画布上写出了什么样的酸甜

苦辣？

人生的底稿，起笔并不顺

任士民的家整洁干净，家具不多，有

自 己 的 书 房 ，书 柜 里 整 齐 摆 放 着 超 过

200 本与书法相关的书籍，书香满满。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贫穷”

二字深深嵌在了他童年的记忆里。

任 士 民 出 生 在 安 徽 省 六 安 市 霍 邱

县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父母文化程度

不 高 ，家 中 有 7 个 兄 弟 姐 妹 。上 世 纪 70
年代末，在村、镇上小学和初中时，任士

民被学校里的写字课堂吸引了。那时的

教学理念和工具都很简易，但只要能写

出方方正正的汉字，他总能得到老师的

表扬和鼓励，兴趣也因此而产生。

但家庭条件困难，农村也买不到专

门 的 字 帖 ， 他 就 央 求 父 母 买 来 一 支 毛

笔，放学回家的闲暇时光里，他用毛笔

蘸上水，在家中吃饭的木桌上一笔一画

地练字。

看到弟弟如此痴迷写字，几个哥哥

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旧字帖送给了任士

民。任士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早晚都

抱着字帖临摹练习。他写的字在村里也

渐渐有了名气。

初 中 毕 业 后 ，由 于 家 庭 条 件 困 难 ，

任 士 民 没 有 选 择 继 续 求 学 高 中 ，他 当

起 了 农 民 ，帮 着 父 母 和 亲 戚 耕 种 家 里

的 6 亩 多 田 地 ，和 小 麦 、水 稻 、红 薯 打

起了交道。

农忙时，任士民早晨 5 点多钟就得

下地，由于缺乏经验，他往往起早贪黑干

了一天，还没有别人半天的效率高。

他印象最深的是中秋时节收割水稻

时，他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一捆捆水稻，走

上两里多路来到打谷场，将稻子摊平晒

干，再赶着牛拉石磙碾磨稻子。他回忆，

每次得挑至少 100 多斤的水稻，要用两个

肩膀换着挑。一趟下来，肩膀疼得要命，手

掌也磨得满是水泡。

1991 年 ，一 场 洪 水 来 袭 ，淹 没 了 老 家

大部分庄稼地。任士民告别了每天肩扛手

提农具下地的日子，他远赴浙江温州市跟

老乡一起谋生计。起初，他们计划种菜并卖

给当地私营小作坊的老板和顾客，但一直

到当年秋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土地，计划泡

汤了。

他 只 好 去 造 船 厂 打 临 工 。 他 每 天 用

手 推 车 运 送 氧 气 罐 、 铁 皮 等 废 料 和 材

料 ， 一 个 月 能 挣 三 四 百 元 ， 他 觉 得 十 分

满 足 。 他 的 妻 子 戚 明 侠 也 跟 他 来 了 温

州 ， 一 边 打 临 工 ， 一 边 在 出 租 的 民 房 里

照顾刚出生的儿子。

二人的生活节俭而清贫，平日里，用煤

炉灶烧点素菜饱腹。任士民也住过船厂的

宿舍，七八个人睡在大通铺里，生活用品都

是公用。

在 1991 年到 1993 年的打工生涯里，任

士民几乎没有时间练书法。生活所迫，兴趣

爱好被搁置一旁。

“写字”的爱好终与职业结缘

经 老 乡 介 绍 ，1993 年 春 节 后 ，任 士 民

花 了 一 周 时 间 去 温 州 的 3 家 广 告 公 司 面

试。他记得，有一家公司的老板给了他一把

刷子，让他写一条广告横幅，他露了一手，

对方很是满意。

打那以后，他正式与“写字”职业结缘。

用钢笔、毛笔和刷子写字，握笔姿势不

尽相同，他需要从头练起、反复修正，适应

新的写法。边工作边练习了 3 年后，他觉得

“执笔无定法”，关键是熟能生巧，没有固定

姿势，使用工具得心应手就行。

炎热的夏季，任士民蹲在地上画广告

牌 。那 时 的 广 告 牌 由 木 料 和 铁 皮 拼 接 而

成，铁 皮 被 太 阳 晒 得 滚 烫 ，稍 有 不 慎 就 会

被 烫 到，但 再 热 再 累 ，也 要 在 指 定 时 间 内

完成。

有时 ， 为 了 多 赚 点 钱 ， 他 和 妻 子 还

接 下 挂 条 幅 的 活 。 白 天 写 好 条 幅 ， 晚

上 ， 二 人 借 助 毛 竹 制 成 的 简 易 梯 子 ， 将

条 幅 挂 在 楼 房 、 街 道 等 指 定 位 置 ， 为 了

校 对 挂 得 是 否 平 整 、 对 称 ， 二 人 爬 上 爬

下好几回是常态。

在温州摸爬滚打了 3 年后，任士民开

始承包广告公司的条幅、路牌、门牌、招聘

牌、指示牌等业务，收入稍微改观。工作过

程中，他打下基本功，技艺突飞猛进。遇到

新字体，他总是用最快速度自学。他已经掌

握了黑体字、仿宋体、综艺体、行楷、隶书、

华文行楷、幼圆体等 10 余种字体。

他觉得最难练的是魏碑字体，他用了

近 4 年 时 间 才 掌 握 皮 毛 。“ 其 笔 法 内 方 外

圆，要有劲道，字体的视觉效果要像刀刻一

般刚硬有力。”

2000 年，任士民去杭州接触和学习墙

体广告绘制工作 。2014 年，儿子任珂佳在

合肥市结婚，漂泊了半生的任士民和妻子

也来到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丁岗社区定

居，过上了安定的生活。那几年，他想着给

家 里 多 增 添 一 些 收 入 ，还 去 工 厂 里 从 事

过 保 温 杯 包 装 工 作 ，但 他 总 觉 得 这 不 是

“本行 ”，没法适应，他还是想找回最热爱

的事业。

于是，他开始自告奋勇给广告公司画

美术字（墙体字）。在墙面上写字不同于纸

面，相当于在立体面书写，要提前调好颜料

的用量，避免过于浓厚或者稀薄。下笔时的

支撑点和角度也是难题，经过一番试验和

练习，他终于将墙面美术字写出喷绘印刷

的效果。

他还经常应邀去乡村、社区给文化墙

写宣传标语，为美丽乡村建设添上一笔色

彩。这些年，家人也无条件支持他的兴趣和

工作，专门给他收拾出向南的房间作为书

房，这让他十分欣慰。

“与世无争，把字写好，是
我人生目标”

2018 年，一次去外地写美术字的过程

中，任士民的儿子将父亲写字过程拍成短

视 频 并 发 到 网 上 。刚 开 始 ，任 士 民 并 没 有

在 意 效 果 和 反 馈 ，只 是 定 期 上 传 两 三 个

视频，当作消遣娱乐 。2020 年年初疫情期

间 ，闲 在 家 中 的 他 将 手 机 里 的 视 频 存 货

一 股 脑 儿 上 传 ，没 想 到 引 来 无 数 网 友 点

赞和转发。

在任士民看来，当兴趣变为职业，收入

或许是有限的，但收获是无限的，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累并快乐着。“写字能养活自己，

还养活了家庭，这就是收获”。

每当他静下心来写字时，往往能连续

坐上一天，不被外界事情所打扰。他说，写

字让自己不再浮躁，甚至产生一种“脱俗”

的感觉。“与世无争，把字写好，就是我最大

的人生目标。”

这些年，他开始系统学习书法理论和

历史文化知识，平时逛书店，买得最多的也

是字帖。虽然没有接受过与书法相关的高

等教育或培训，但几十年如一日的实践，他

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尊重书法文化。

两年多来，越来越多网友的点赞和鼓

励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他决定传播、传承自

己掌握的手艺和技法。

一年前，在家人鼓励下，任士民买来简

易的手机支架，尝试在抖音直播，向网友讲

解如何写好美术字，每次直播至少讲满一

个半小时。他在直播间向网友讲解快速写

好 黑 体 字 的 和 技 巧 ，视 频 镜 头 里 ，不 用 描

摹，不用画参照格线，一笔下去，“任老师”

就能将字写得流畅工整。

有网友在评论区发问：“您是怎么做到

写字如此厉害的？”

“ 世 上 无 难 事 ，没 有 这 么 多 年 的 坚

持 ，就 没 有 今 天 的 手 艺 和 兴 趣 。”在 任 士

民 看 来 ，中 国 字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文 化 名 片

和 瑰 宝 ，一 个 人 写 好 字 并 不 算 什 么 ，坚 持

带 动 更 多 年 轻 人 传 承 书 法 艺 术 ，是 他 快

乐的源泉。

农民大叔如何修炼成“行走的打印机” □ 林 洁

人人如风 将追赶理想
如若迷惘 湾风抚慰我
流入漩涡 再变得坚壮
伴我到底 听我倾诉
音乐响起，是香港歌手

林晓峰的新歌《湾风》，美妙又
励志的旋律，让我眼前闪过一
张张青春洋溢的脸，那是我采
访过的大湾区青年。

比 如 ，澳 门 青 年 龙 天
翔——广州首批“大湾区职
场导师”36人名单发布，他位
列其中，他兴奋地发了朋友
圈，立志要“把粤菜师傅工程发
扬光大，增添更多港澳元素”。

比 如 ，香 港 青 年 梁 安
莉——因为一场旅行，原本
学会计的她却用了 5 年时
间，在贵州赫章种下了一片
花海。她说在参与脱贫攻坚
的过程中，对国家的认同感
越来越强。

再比如，香港青年罗伟
特——毕业后，当身边大部分
同学走进银行、保险、航空等
行业，他却毅然到广东江门
种菜养鱼。跳出舒适圈的他，
其实过了 3 年零收益的“苦”
日子。

还 有 澳 门 青 年 刘 延
鑫 ——4 年前，广州试点招
聘港澳籍公职人员，刚毕业
的他，成为南沙产业园管理
局的招商引资专员。看着一栋栋厂房的落
成，一台台机器的开动，他感到无比自豪。

⋯⋯
这些港澳青年，虽然有不同的学历背

景和职业，为何纷纷把目光聚焦大湾区，甚
至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扎根大湾区？

歌声一遍遍萦绕耳边，我在想：是湾区
在汇聚全球人才，是这个高地的吸引力吧。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颁布时就提出：要建设人才高地，支持珠
三角九市借鉴港澳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经
验和做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引进人才环
境，实行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
政策，加快建设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

人才是第一资源，大湾区的示范意义，
实现了引才、留才、育才三位一体的人才流
动与协同创新机制。横琴、前海、南沙三大
平台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协同港澳着力打
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环境。随着内地
与香港恢复全面通关，粤港澳三地人才流
动更是打破常规，进一步激发人才留在大
湾区的“冲动”，让他们形成自己作为“湾区
人”的共识。

他们年纪轻轻，就“领略人间之态”，经
过深思熟虑发现，在大湾区的土地上，“倾
注年华”将“憾与欢 射影在这汐潮”，人生
会迸射出光华。所以，他们无所畏惧，勇于
挑战完全陌生的行业，只身勇闯大湾区内
地城市，他们身上的这股“拼劲儿”，是大湾
区的创新土壤给足的底气。

兔年开春“第一会”，广东从“制造业当
家”到“百县千镇万村工程”，锚定高质量发
展。正如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所说：“躺平
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广东要
向上突围，只有依靠“质”的提升，必不可少
的是“人才”。搭平台，留人才是真正实现湾
区一体化的关键因素。于是，我们在大湾区
找到了粤港澳青年真正“卷”的原因。

大湾区人才发展的沃土不断厚植。2
月 20 日起，大湾区内地城市试点实施的往
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落地，6 类人才可获
得最长 5 年内不限次往返港澳“说走就
走”。3 月 1 日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
展促进条例》施行。以后，澳门青年在合作
区就可以同步享受两地扶持政策，有了更
多的创新创业空间。《南沙方案》提出要“实
施面向港澳人才的特殊支持措施”“支持南
沙实行更大力度的国际高端人才引进政
策”，对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免征其个
人所得税税负超过港澳税负的部分。

粤港澳三地密集出台多项新政，不约
而同聚焦在“人”的身上，说明了粤港澳三
地对于人才的渴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发布 4 年来，粤港澳三地协力融
通，共同“打造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
区”已经成为最为广泛的“湾区共识”。数据
显示，到2022年年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
量近13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约3万亿元。

走在大湾区繁华的大街上，或者去到
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来自追赶理想的湾区青年。他们流利地切
换着普通话和粤语，务实创新能干；他们懂
生活，听风看落霞。“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
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这就是“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
真实写照。

人人如风

追赶理想

香港歌手林晓峰

任士民在写字。 受访者供图

武慧敏在为盲人讲电影。 卢 超/摄

贵 州 省 贵 阳 市 花 溪

区 青 岩 镇 团 委 书 记

李发琼

青岩镇团委围
绕贵阳贵安“强省
会”行动，专注“服
务青年、服务大局”
两个核心，推进“理
念思路、内容形式、
方法手段”三大创
新，搭建“贴心牌”

“永久牌”“活力牌”
“ 特 色 牌 ”四 个 体
系 ，形 成“ 组 织 育

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服务育人”四
大合力，发挥青年专研优势，探索打造

“青研”团建品牌。今后，我们将继续以
“肩负千金，背负万石”的气魄，以青研
践学思，思想引领青年，坚定理想信念；
以青研观家乡，行动号召青年，主动担
当使命；以青研来献策，平台赋能青
年，建功新时代！

冀 中 能 源 峰 峰 集 团

团委副书记 李纪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