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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团 婺 城 区 委

聚焦团金华市委“青年争

先、青年乐居、青年乐业”

三大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可 感 知 图 景 ，围 绕 区 委

“1483”发展战略，紧扣“一

带七心”目标体系，以区青

年 工 作 联 席 会 为 主 要 抓

手 ，以 19 项 预 期 成 果 、17
条 政 策 举 措 和 15 个 实 施

项目助力形成多部门联动

合力，重点打造“婺里善育”“青创共富”“校地合

作”“社会融入”四大标志性成果，让青年发展优先

理念得到社会广泛认同，青年发展政策更有普惠

性。在团金华市委多点发力全域推进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着力为“两个先行”推动青年工作体系

化和现代化变革大背景下，我们将继续关注青年

所需、所想、所盼，在红色根脉传承、共富政策保

障、基层组织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力争收获社会

影响力、发挥青年行动力、提升团青凝聚力，在打

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中贡献婺城青年

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登岛的时候我 21 岁，眼前是一片荒凉的

景象，山上全是荒草，看不见一个百姓，但是我

们没有被眼前的一切打倒。我们来到凤尾山庄

严宣誓，一定要将大陈岛建设好。”在浙江省台

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举办的“大陈岛垦荒精神

实践营”里，张其元老爷爷向一群小学生讲起了

自己 60 多年前去大陈岛垦荒的经历。

对于台州人民来说，大陈岛是一颗有着红

色记忆的“东海明珠”，大陈岛垦荒精神更是台

州的城市精神。近日，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

直播间走进台州市，了解了大陈岛的故事。

1955 年，国民党当局从上下大陈各岛撤逃。

撤逃之前，对大陈岛的各种设施进行疯狂破坏，并

在岛上埋设 1 万多枚各式地雷。24 个村庄尽被烧

毁，下大陈的 10 多处水井、水池、水库和遗留的码

头大多被炸，岛上几乎人畜无存，焦土上还残留着

铁丝网。1955 年 11 月，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胡耀邦来到浙江考察青年工

作，在听闻大陈岛的状况后，当即提议，在大陈岛

解放一周年之际，组织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重建

大陈岛。共青团温州市委承担起了组织青年志愿

垦荒队去大陈岛的任务。队伍组成后，《中国青年

报》在头版刊发了消息。团中央派代表到温州送贺

信和队旗，队旗上绣着“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

1956 年 1 月 31 日，首批 227 名 14 至 22 岁的青

年志愿者踏上了大陈岛。截至 1960 年，先后有 5 批

467名来自台州和温州的青年陆续上岛支援建设。

青年垦荒队员的任务就是要在一片废墟上重

新开荒种地，开展养殖畜牧、海洋捕捞。队员们发

誓要“苦战三年，改变大陈面貌”。经过几年奋战，

大陈岛不仅恢复旧有产业，还发展了水产加工、食

品加工、砖瓦制造、机械修理等新产业。垦荒队员

们用青春和汗水创造了大陈岛从荒凉破败变成

“东海明珠”的美丽奇迹。

2006 年 8 月 29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视察大陈岛，重新提炼了大陈岛垦荒精神，归纳为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 16
个字。

2016 年 5 月 5 日，在大陈岛垦荒 60 周年的“六

一”儿童节前夕，张其元的小孙女张婧怡与其他 11
名椒江区的小学生，以“垦三代”的名义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了一封联名信，传达了要将“垦荒精神”

代代传承下去的美好愿望。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

记给孩子们回信，勉励他们要继承和弘扬大陈岛

垦荒精神，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

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为了将“大陈岛垦荒精神”传承下去，2017 年

12 月 ，白 云 街 道 决 定 成 立 一 个“ 垦 荒 精 神 实 践

营”。2018 年 2 月，第一期实践营活动正式举办。实

践营开办的第一期，黄雪玲就给正在上小学三年

级的儿子江浩南报了名。

黄雪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江浩南一共

参加过七八次实践营活动。让黄雪玲印象最为深

刻的一次活动，是孩子们分组体验“创业”的感受，

每个小组大概有三四个孩子，他们的任务是白手

起 家 ，发 挥 自 己 的 才 智 ，赚 取 人 生 中 的“ 第 一 桶

金”，然后把得到的收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给贫困

家庭的孩子。

江浩南小组的 4 名同学商量后决定去商场和

超市门口“卖艺”。孩子们在寒风中表演了 4 个小

时，最终赚到了 100 多元钱。午餐时，4 个孩子都舍

不得花钱，最后买了两个面包，每人分吃了半个，剩

下的钱都捐给了慈善组织。黄雪玲感到，经过一天

的“创业”，江浩南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有一期实践营，江浩南学习了垃圾分类知识。

孩子们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去社区和学校

的垃圾站观察垃圾分类情况，然后又去了垃圾焚

烧厂，了解各类垃圾的处理方法。经过实地调研

后，各个小组根据观察到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展

开了讨论，针对可以改善的情况，尝试设计出更合

理的垃圾分类方法，并向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以

及街道社区里的居民宣讲垃圾分类知识。

“这些实践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深刻地感受到

各行各业的不易，对父母和社会都多了一份理解

和包容，自己也有了一份责任和担当。孩子做事情

不再抱怨，也不会半途而废。这也是大陈岛垦荒精

神的一种传承。”黄雪玲说。

白云街道宣传委员汪乃禾告诉记者，“大陈岛

垦荒精神实践营”项目将弘扬垦荒精神融入各种实

践活动。“对于孩子来说，垦荒精神的 16 个字可能

比较抽象，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实践营的活动是把

垦荒精神跟生活各个方面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实

践中去感受和领悟，从而内化于心。”汪乃禾说。

汪乃禾介绍，每个寒暑假，白云街道都会举办

一期“垦荒精神实践营”，参加实践营的孩子大多是

小学生，也有初中生，每期都有二三十人。除了各种

各样的社会体验活动外，实践营还为孩子们举办具

有教育意义的讲座，例如请老垦荒队员张其元给孩

子们讲述自己当年在大陈岛上艰苦奋斗的垦荒经

历；请新一代垦荒人王圣农讲述投身大西部，垦荒

建设 30 年的感人事迹等，鼓励孩子们成为弘扬劳

动精神的时代新人。还组织孩子们成立“小小垦荒

宣讲团”，带领孩子们走进企业，为大人讲述“大陈

岛垦荒精神发展史”“大陈岛

垦荒精神 16字内涵”等。

截 至 目 前 ，大 陈 岛 垦 荒

实 践 营 已 经 开 展 了 10 期 ，有

固定讲师团 1 支，志愿服务团

队 2 支，共举办讲座 20 场、各

类教育实践活动 100 余场。

少年垦荒实践营：让大陈岛垦荒精神代代相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90 后青年导演乔思雪是出生、成长于内蒙古

呼伦贝尔的达斡尔族人。她出国留学时，曾在街头

偶遇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阿姨，与自己母亲年

龄相仿，衣衫单薄，一直在街头徘徊。

乔思雪询问阿姨在找什么，对方说，在找家。

那一刻骤然击中她。“到国外物理距离和父母

远了，内心想要逃避分离的感受，再加上你又像海

绵一样不停地吸收新东西，所以跟父母相处的惯

性发生变化，联系很少。”乔思雪打电话询问母亲

近况，才发现不算太好。

想象中母亲总是按照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健康

有力地生活，但事实上很多困扰已经找上了她。乔

思雪感叹，疏于联系的时光，让原本那么熟悉的两

个人，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像陌生人。

恰巧在那段时间，蒙古族音乐让乔思雪频频

梦回大草原，芳草和风的气息抵达心间。于是，她

写下了《脐带》的故事。

今年春天，乔思雪编剧执导的电影《脐带》上映。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重新探索我跟母亲之间

的情感变化是什么，以及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方”。

母子之间的“逆位”关系

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巴德玛、游牧电子音乐

人伊德尔领衔主演的电影《脐带》，全程在内蒙古

呼伦贝尔大草原取景拍摄。这部片子不仅是对母

性角色的深情注释，更是送给草原的一封情书。

电影《脐带》聚焦一位患阿尔兹海默病的母

亲，与其怀揣音乐梦想的北漂儿子之间发生的亲

情故事。音乐人阿鲁斯（伊德尔饰）带着患病母亲

娜仁左格（巴德玛饰）回到草原故乡，帮助她寻找

记忆中的“阴阳树”。

原本母亲随阿鲁斯的哥哥一家住在城里，可

每天都在拼命想逃走。这让儿子疲惫不堪。从北京

赶回来的阿鲁斯目睹这一切，决定依照母亲的心

愿回一趟故乡草原。他们从城市坐车回草原，又驾

着三轮摩托车拖着蒙古包进入草原深处。

“阿鲁斯给哥哥 5年的疲惫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城市里空间很狭小，人和人的距离真的太近了，没有

一个空间能让你跳脱出来思考。”音乐人阿鲁斯敏感

温柔而细腻，他愿意聆听自然间一切细微的声响，也

愿意聆听母亲无法表达但炽热坚持的心声。

“你那么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感知不到她心理上

的需求是什么呢？一定可以的，只要打开你的心和耳

朵去聆听。”乔思雪说，片中母子俩回到草原的一路

上，空间变得更广阔，周围的东西都消失了，只有两

个相互陪伴的人，因而能清晰听到彼此的声音。

乔思雪说，当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思考问题的

方式、跟父母相处的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现在我确实

慢慢感觉他们变得越来越像小孩。比如去医院做检

查，以前都是他们带着我去，而现在角色调换了”。

《脐带》中，母亲因病症忘记一切，一心想重返

故土找寻幼时记忆中的家园。为了防止母亲走失，

阿鲁斯用一根绳子系在两人腰间。仿佛脐带一般

的连接，让母子之间产生奇妙的“逆位”关系。

母亲在遗忘和寻找的过程中，状态犹如回到

天真烂漫的少女时期，笑容明亮，自由快乐地在草

原上奔跑、舞蹈，在店里坚持要穿那件不售卖但自

己心仪的好看衣服；阿鲁斯则艰难地承担起照护责

任——他时常化身为母亲的“父亲”角色。

在与病症对抗的“战争”中，儿子对母亲的反哺

和约束将过去的亲子关系打碎、重构。因此，在这段

温暖的旅途上，有母子羁绊、有欢笑泪水，也有妈妈

最美的梦。

在告别生命之际感受到平静的力量

《脐带》充满了一系列收敛而曼妙的隐喻，比如

母子俩间那根恍若脐带的绳子、母亲总在窗外看到

年少自己和家人的幻象，又比如母亲一直执着寻觅

的那棵一半生一半死的“阴阳树”。

乔思雪说，草原人看待生死的视角可能与一直

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是不一样的。“对草原上生活的人

来说，生死太常见了，所以关于人和生命是怎么在自

然里面轮回的，他们有自己的视角”。

乔思雪小学时通过父母放的录像带开始接触电

影，她觉得电影带给自己的独特感受是：对于同一个故

事，你在不同人诠释的版本里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角。

正如她在生活中经历亲人的离世。原本这是一

个极其悲痛的过程，但乔思雪在告别生命的时刻，又

感受到了一种平静的力量。

在创作电影时，乔思雪也希望能传递给人除了

最直接情绪以外的东西。比如《脐带》尾声，以一种温

暖、浪漫的氛围和表达诠释了死亡命题。

“这种感觉，也真实来自草原人的视角。他们看

待死亡，也许没有死亡带给你那种非常直观的恐惧、

悲伤、悲痛，而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情绪在里面。宏观

地看，这本身是一个正常的轮回，你应该学会按照自

然规律去平静地接受它。”

电影中母亲寻找的那棵“阴阳树”，乔思雪说这

完全来源于一个美丽的意外。原本剧本结局没有实

物去承载要表达的内容，“更虚无缥缈一点”。在电影

开拍前夕，乔思雪偶然看到一个朋友发的视频里出

现这样一棵造型奇特的树。

乔思雪感慨这棵树太神奇了，它的出现似乎天

然是为了赐予《脐带》故事一个结局：“你最后回到一

棵树下，它扎根于大地——是一棵生的树和一棵死

的树盘根错节长在一起。人的肉体有一天会像枯了

的树一样离开我们，但是他（她）的精神就像那棵还

活着的树，在自然里面一直轮回。”

把宝贵的传统文化和大众传播相结合

《脐带》是“长”在内蒙古大草原的电影，古老隽

永的游牧文化，淳朴温馨的民风民俗，都在镜头里一

一展现。

乔思雪说，除了饰演母亲的巴德玛老师，其他演

员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所以饰演的角色和

自己的真实生活无比贴近。有了“从小在那长大的惯

性”，乔思雪感到创作全程“很有安全感”。

乔思雪记得小时候人们的交往状态就是：赶路

人路过陌生牧民家，如果想中午在他家里吃顿饭，一

家人就会像亲戚来了一样热情招待你。而她此次拍

摄电影的过程，又和彼时熟悉的记忆迎面相遇。乔思

雪提到，团队找景过程中提出想进牧民家参观一下，

对方立即把家里的奶茶、奶干、肉干全都拿出来，然

后聊天的状态亲切到完全不像刚认识的陌生人。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东西放到故事里面，因为这

也能真实体现一部分民族文化。”

与 此 同 时 ，乔 思 雪 还 在 故 事 中 纳 入 了“ 新 ”与

“旧”碰撞、融合的考虑。

电影中，阿鲁斯载着母亲驶入私人草场结果被无

人机“叫停”的场景令观众印象深刻。“我们的生活一

直在前进，现在的草原确实跟传统游牧状态不一样

了。在草原上生活很辛苦，既然有了现代科技的手段，

年轻人对这个也没有特别排斥，会让它进入生活：无

人机放羊，在羊身上装芯片，家里安装很多摄像头方

便远行时随时查看家中各处的情况⋯⋯现代生活已

融入传统的游牧生活里。”乔思雪认为，科技手段能帮

助大家在草原上更好地生活。

乔思雪还特别提到，对于片中阿鲁斯创作音乐

的情节设计，亦有关于传统民族文化和现代流行风

格如何共存、平衡的思考。

乔思雪说，她在塑造阿鲁斯这个角色时，参照了饰

演者伊德尔自身的特质。伊德尔与她一样，都是从草原

到北京漂泊的同龄人。他小时候拉马头琴，后来做电子

音乐。这种前后“反差感”，赋予电影不一样的气质，也

体现了年轻一代草原人面对“传承”的全新态度。

乔思雪表示，当地传统音乐、古老唱法在传播中

必然遇到问题，无法跟现代人产生共鸣，因此年轻人

开始进行新的尝试，“把当地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东

西跟现代贴近大众的传播方式作结合”。

“音乐是很神奇的东西。我小时候，大家聚会都

是通过唱歌把人们聚在一块儿，也通过音乐打破和

陌生人的陌生感。”

乔思雪说，在电影中，音乐也是阿鲁斯和母亲之

间“隐形的脐带”。“即使母亲记忆里关于儿子的内容

都没有了，但是只要音乐响起，就会在情感上瞬间把

两个人联系在一起”。

回草原找故乡，妈妈做回了自由快乐的女孩

团滦平县委以服务青

少年成长成才为主线，积

极实施青春建功行动，从

各 领 域 夯 实 基 层 服 务 阵

地。突出实践育人特色，打

造 10 个 少 先 队 校 外 实 践

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沉

浸式、体验式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深化希望工程品

牌，实施“圆梦微心愿”“圆

梦助学”“心理健康咨询”

等活动，对困境青少年进行点对点帮扶；成立乡村

振兴服务联盟，组织“金团助青企”活动，为青年创

业者争取 6 亿元信贷支持。团滦平县委以团中央

“童心港湾”试点项目为抓手，优化整合各类资源，

规范运行管理制度，持续开展亲情陪伴、情感关

怀、励志教育等关爱留守儿童服务。团滦平县委将

继续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创新团教协作机制，

加强少先队社会化建设，提升实践育人效果；用好

青年之家、青年社团、网上共青团等服务阵地，有

效发现和解决青少年诉求；加强青年发展友好型

城市建设，落实 10 个领域暖心政策，持续激励青

年创新创业、岗位建功，努力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

承德场景、滦平场景中贡献青春力量。

团 河 北 省 承 德 市 滦 平

县委书记 田东超

团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婺 城

区委书记 单华杰

《脐带》 剧照。 片方供图

参加“垦荒精神实践营”的孩子们跟着市场监管员

一起在生鲜区采集鱼样本，再带去检查是否新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