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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团松阳
县委系统实施“奔跑
者计划”“萤火虫计
划”“向阳花计划”，
致 力 打 响“ 青 松 向
阳”县域品牌，团结
带 领 团 员 青 年 助 力
建设“青年发展型县
域”。在全省率先编
制《松阳县建设青年
发展型县域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出台《“青松向阳”青年
发展新政十条》。建立“青松向阳”青年网
络阵地；创设“青年学习会”“青年会客厅”
等载体，多维度展现青年形象，一批青年
获评“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全国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等称号；以青年青睐的
形式创设微信视频号、开设微博话题。接
下来，团松阳县委将持续深化县域共青团
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工作成果，细化共青团
工作“颗粒度”，探索“党团队一体化”标志
性成果，在助力“二次创业”的青春赛道上
全力跑出更好成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姗姗

在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文旅景点太

平古城内，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环绕间，

一间名为“全椒风物”的品牌店引人注

目。店面透明的玻璃墙上，是白色画笔

描 绘 出 的 碧 根 果 （又 名 薄 壳 山 核 桃）、

蜂蜜、花生等农副产品的卡通形象。

不 难 看 出 ， 门 店 的 主 人 是 位 年 轻

人 ，1994 年 出 生 的 马 宇 轩 之 前 在 美 国

留 学 并 工 作 ， 也 曾 在 深 圳 经 商 ， 2020
年回到家乡全椒县后，她作出了让周围

人颇感意外的决定——投身家乡农业和

旅游业发展。

马宇轩的母亲在全椒从事碧根果种

植，此前，女儿未曾仔细了解过家乡农

业产业，但她抱有坚定的信念，想用自

己所学知识建设家乡。经调研，马宇轩

重塑了对乡村的认知，流转土地打造家

庭农场，并谋划“四季有尝”的发展理

念——实现农场里从春天到冬天都有挂

果或花朵。

“那时的愿景比较‘天真’，对自己

的产品很自信。”刚回来时，马宇轩首

次尝到起早贪黑做农业的苦滋味。

她曾在菜市场和农贸集市卖桃子，

但来往购买的人并不多，她也在路边摆

摊卖过莲子，但发现隔了一夜，果实腐

坏。由于天气多变、疫情影响、缺乏销

售渠道、生鲜物流成本高等因素，2020
年，农场种植的 8000 斤鲜桃几乎全部

烂在地里。

现实的打击让马宇轩第一次觉得做

农业“很吃力”。但她并没有气馁，她

决定和种植户抱团发展，解决农产品品

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2020 年 ，“ 全 椒 风 物 ” 品 牌 店 诞

生。那一年，马宇轩走访了全椒所有乡

镇，摸清每个乡镇的土特产门类和销售

现状，并和特产供货商深度合作，从包

装设计到产品宣传进行创新。

也正是那一年，她认识到一个人的

力量有限，开始系统组建运营团队。退伍

军人、电视台记者、文旅行业创业者⋯⋯

她从各领域发掘人才成立品牌部、市场

部、策划部。目前，其团队核心成员有 18
人，基本都是 95 后，还有不少返乡青年。

目 前 ， 店 里 售 卖 了 10 个 乡 镇 的 农

副 特 产 ， 马 宇 轩 还 引 入 农 产 品 盲 盒 概

念，将桃酥、水果、麻油、生态米等产

品组合销售。在团队集体智慧助力下，

带有全椒特色农产品印记的文创袋、冰

箱贴面世，吸引年轻游客进店寻访。

“通过深加工和品牌设计，让全椒

特 产 变 成 一 种 ‘ 文 创 ’。” 马 宇 轩 说 ，

“农业+文创”的发展理念，不仅加强

了全椒特产的知名度，也解决很多特产

供应商的产品销售问题，让家乡特色产

品可以走得更远、更广。

经常外出调研学习的马宇轩发现，

家乡乡村旅游、户外露营业态还存在一

定的空白，她又瞄准了“农业+旅游”

的经营方向。

她发现当地石沛镇黄栗树风景道的

生态优势，也对当下的家庭游、自驾游现

状进行调研，萌发规划打造符合年轻人以

及家庭周边游需求的自然乐园的想法。

2021 年 夏 天 ， 在 中 国 最 美 乡 村 之

一的黄栗树村，囊括农业系统、度假系

统、研学系统、生活系统的雅绮自然营

地 应 运 而 生 ， 让 人 回 归 自 然 、 感 受 自

然。一期占地面积 387 亩，满足城市人

群旅游度假、亲子教育、休闲娱乐等需

求。“目前，户外生活逐渐成为一种流

行时尚的生活方式，营地也成为推介家

乡风景和特产的窗口。”马宇轩说。

营地刚开始建设的时候，恰逢农场

水果上市，马宇轩忙得两头跑。她见过

清晨 4 点多的县城，也见过满天繁星的

乡村，早出晚归的她能清楚感知一天从

冷到热的气温差距，还曾看到月亮和夕

阳同时挂在天空中。

经过努力，营地形成了“农业旅游+
农业种植+农业销售”的全方位产业，也

是当地政府重点旅游项目，青少年可以

在此开展森林研学，游客能参与果蔬园、

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户外探险基地等主

题活动。

马宇轩不忘带动乡亲们致富。营地

为周边村民及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

开 业 至 今 带 动 周 边 就 业 达 6000 人 次 。

有一位当地的张姓农户在营地当管家，

一段时间后，他的妻子前来应聘成为厨

师，工作闲暇时还在抖音直播跳舞，为

基地“引流”增添人气。前不久，二人

的儿子也来基地从事劳务管理工作。如

今，一家三口生活越来越好，交通工具也

从三轮车换成了小轿车。

在马宇轩看来，品牌门店、农场、营

地是不同的玩法。为此，她经常去上下游

企业长见识，完善运营管理制度，给员工

购买五险一金，希望招引更多年轻人才。

她给自己定下“五年长跑计划”，将发展

民宿业态也提上日程。

她坚信做“农”是一件很潮流的事，

也需要很深的情怀。她也将这份情怀注入

家乡优势产业。全椒县被誉为“中国碧根

果之都”，全县碧根果总种植面积达 8.2 万

亩，马宇轩所在的全椒薄壳山核桃产业协

会由 102 家种植大户组成，但协会面临缺

乏年轻人的困境。

马宇轩陆续拿出资金种植 3000 多亩碧

根果，将碧根果作为品牌店的拳头产品，希

望带动更多年轻人参与种植和产品研发。

“走农业和旅游这条路，投资回报并

不 是 立 竿 见 影 的 ， 但 未 来 乡 村 振 兴 的 出

路 ， 必 然 与 一 群 有 学

识 、 有 眼 光 、 有 匠 心 、

敢 创 新 的 青 年 紧 密 联 系

在一起。”马宇轩说，做

美 好 家 乡 的 建 设 者 就 是

自己的远大理想。

90后海归女孩让家乡农业“潮”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敏
实习生 赵梦依

高约 50 厘米的工作台、

小方板凳、拨刀、锤子、弯锥、

针锥、手箍、鸭嘴钳、老虎钳、

剪 刀 ⋯⋯ 这 些 老 物 件 是 80
后任晨阳的宝贝。

任 晨 阳 是 北 京 内 联 升

千 层 底 布 鞋 制 作 技 艺 第 五

代传承人，也是北京市西城

区非遗传承人 。在这个低矮

的工作台上，他做了 18 年的

布鞋。

创 始 于 1853 年 的 北 京

老字号内联升被称为“中国

布鞋第一家”，创始初期一直

为朝廷官员制作鞋履。“头顶

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

蚨祥，腰缠四大恒”这句流传

于京城的歌谣说明了内联升

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2005 年，任晨阳 22 岁大

学刚毕业，就成了北京前门

大 栅 栏 内 联 升 门 店 的 一 名

学徒。

任晨阳对《中国青年报》

《你好，朋友》栏目回忆说，刚

入 行 时 ，最 大 的 感 受 就 是

“老”，品牌老、产品老，周围

都是老师傅、老人，几乎没有

年轻人。和任晨阳一起进入

内联升的还有几名年轻人，

他们成为当时内联升的“年

轻担当”，给内联升注入了新

鲜血液。

虽然任晨阳从小就喜欢

手工，动手能力很强，但完成

递针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做

不好，“鞋底厚，递针要求手

劲儿大，并且一次成功，不然

针和麻线来回摩擦，会让麻

线受损，影响鞋子的质量”。

任晨阳反复尝试，十几

分 钟 后 还 是 没 有 把 针 穿 过

去。练了一天，他浑身难受，

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鞋的

那块料。

老 师 傅 一 句 话 点 醒 了

他：“你得先看明白，一点点

去悟，这样才能一针一针越扎越好。”

他回家想了想，又重新坐在小板凳上

开始练习，逐渐掌握了做鞋的技术。

2009 年 ，任 晨 阳 正 式 拜 师 于“ 内 联 升

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何凯

英，成为“师出名门”的手艺人。

内联升布鞋的每道工序都有讲究。制

底 有 切 底、包 签、圈 边、纳 底、锤 底 5 道 工

序；鞋底则是用纯棉长白布条把制好的袼

褙 包 边 ，按 照 男 鞋 35 层 、女 鞋 31 层 的 要

求 ，用 手 搓 的 麻 线 沿 边 缘 约 1.5 毫 米 处 纳

上一圈；纳鞋底要求用的麻线按照每平方

寸 81 针 的 标 准 ，“ 一 字 底 ”纳 2100 针 ，“ 十

字底 ”纳 4200 针 ；反绱缝制的针脚密度在

40 毫米，一只鞋根据不同鞋码缝制 48 针到

52 针不等⋯⋯

“做一双鞋有 90 多道工序，我们严格

按照传统的制鞋方式、用天然的材料制成，

每道工序都不能马虎，鞋是我们对顾客的

承诺。”任晨阳说，做鞋这么多年，每双鞋都

是一样的标准，从他手里出来的鞋针脚、针

数几乎没有差异。

内 联 升 自 创 立 ，就 把 顾 客 的 尺 码、脚

型、喜欢的样式、特殊的需求和爱好等信息

全都记在一个小本上，起名叫《履中备载》，

这成为内联升成功的“独门秘籍”。如今，内

联升定制布鞋的服务仍旧存在，不少上了

年纪的老北京仍习惯在内联升做布鞋。

任晨阳第一次 为 客 人 量 脚 定 制 布 鞋

的时候只有 28 岁。来做鞋的老先生一看

是年轻人，直接说 ：“叫你师傅去吧！你太

年轻了你行吗？你会做吗？”任晨阳自己也

有 点 心 虚 ，他 壮 着 胆 子 对老先生表示，自

己能做好。量好脚的尺寸后，双方约定一个

月后来取。

到了约定时间，老先生准时来到店里，

拿着任晨阳的鞋仔细端量很久：“我穿内联

升的鞋几十年了，针脚好坏一眼就看得出

来，你这鞋做得不错！”上脚在屋里走了几

圈后，老先生十分满意：“真没想到，这么年

轻的小伙子手艺可以！”

这给了任晨阳极大的自信。他开始为

更多买不到合适鞋子的老人私人订制手工

布鞋，让他们舒舒服服地走路。

如 今 任 晨 阳 成 为 内 联 升 青 年 力 量 的

代 表，他 成 立 了 非 遗 工 作 室 ，带 领 团 队 研

发新产品，积极拥抱市场，他们通过 IP 联

名 、时 装 周 让 老 字 号 破“ 圈 ”，伦 敦 、米 兰

时 装 周 设 计 师 主 动 与 内 联 升 洽 谈 合 作 ，

与 某 品 牌 的 联 名 款 一 上 线 就 被 抢 购 一

空 。他 也 积 极 走 进 学 校 ，为 孩 子 们 讲 解 千

层 底 布 鞋 的 技 艺 ，为 孩 子 们 埋 下 传 统 文

化的种子。

任晨阳手上的茧见证了他这些年的付

出。他深深爱着布鞋：“我师父说过，鞋是没

有温度的，但手是有温度的，用这双手做出

的鞋，就赋予了这双鞋生命。”他说，不论过

多少年，他都会坐在板凳上做鞋，“在我眼

里，工匠精神就是‘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

华易匠心’。”

用青春传承

﹃
中国布鞋第一家

﹄
的千层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在浙江乡村光线昏暗、四面漏风的

柴 房 ， 一 位 身 着 长 衫 的 先 生 埋 首 翻 译

《共产党宣言》；遇到困难无法求得满意

翻译方式时，他跑到山头练拳，在天地

间凝神思考，骤然灵光一现⋯⋯这是电

影 《望道》 塑造的陈望道。

这 样 的 表 达 ， 虽 带 有 浪 漫 主 义 色

彩，但也揭开了先生的多个人生侧面。

在 《望道》 中饰演陈望道的演员刘烨对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说 ， 在 他 想 象 之

中，陈望道就如同一位潇洒的侠者，底

蕴深厚，能文能武。

陈望道作为 《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

译本译者，是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

传 播 者 之 一 ， 也 是 著 名 的 教 育 家 和 学

者。他是中文修辞学的奠基人，是新中

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陈望道

为翻译 《共产党宣言》 废寝忘食，误把

墨汁当糖水吃，留下“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感人佳话，广为后人知晓。

日前，由侯咏执导，刘烨、胡军、

文咏珊等出演的电影 《望道》 上映。电

影 以 陈 望 道 为 核 心 ， 将 其 与 挚 友 陈 独

秀、妻子蔡慕晖，以及众多亲友、学生

的一生娓娓道来，向观众展示了那个风

雨飘摇的年代，这群有志者坚守真理与

信仰的热血故事。

翻译《共产党宣言》对陈
望道一生的影响

“塑造陈望道最大的难点就是，他

的起点太高，他接触革命的起点就是翻

译 《共产党宣言》，这是他整个人生的

高 点 ， 那 他 后 边 的 人 生 怎 么 去 写 ？”《望

道》 导演侯咏说，剧本创作是这部电影的

难点，为了让观众看到这个影片跟现代有

所联系，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

陈望道的人生经历深深吸引着侯咏。

“ 他 在 29 岁 就 翻 译 了 《共 产 党 宣

言》。”侯咏表示，对于陈望道本人来讲，

他在刚走上革命道路不久，接到这样一个

任务，并且出色地完成。“他后来的意义

是 什 么 ？ 我 们 影 片 当 中 有 一 句 台 词 ， 他

说 ：‘ 我 一 生 以 翻 译 《共 产 党 宣 言》 为

荣。’这句话虽然字数不多，但能代表陈

望 道 坚 定 的 信 念 ， 以 及 翻 译 《共 产 党 宣

言》 对他一生的影响。”

刘烨说，很多人对陈望道先生最深的

印象有两点，首先他是《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的翻译者；第二点是他平时的形象。

“ 陈 望 道 的 照 片 温 文 尔 雅 ，他 有 个 外 号 叫

‘长衫先生’，是穿长衫的读书人形象”。

《望道》导演侯咏带领主创一起去上海

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复旦大学资料馆

学习参观。剧组 1:1 还原了浙江第一师范教

学楼和陈望道的家，通过精心的布置让观

众看到当年的复旦大学教室和新闻馆。

在此过程中，刘烨看到了陈望道先生

的更多人生侧面。

读完陈望道的传记，刘烨参观了上海

的 《共 产 党 宣 言》 展 示 馆 （陈 望 道 旧

居），一边沉浸式感受先生曾经居住、工

作的环境，一边由展馆负责人讲述充满细

节感的故事。

“那是一个独立小楼，以前是他的住

所，但是展示馆的负责人跟我讲，后来陈

望道先生说太浪费了，就把一楼全变成办

公室给学校用。”

刘烨特别提到一个细节，陈望道在很

多照片里都是不苟言笑的，表情很严肃，但

是和学生们在一起，陈望道会大笑。“就是

只要有学生，他就像一个我们身边特别普

通的家长，笑得特别灿烂，我觉得这是爱”。

从文武两面展现经典翻
译场面

刘烨说，陈望道并非只是文弱书生气

质，还是一个颇有力量感的人。陈望道从

小习武，武术功底了得。

这一点在 《望道》 中有非常耀眼而诗

意的阐释。电影中，当陈望道翻译 《共产

党宣言》 时遇到难点，冥思苦想而没有答

案，于是跑到山头练拳，终于灵光一现。

刘 烨 说 ， 剧 组 对 拳 法 的 设 计 格 外 细

致，专门请了体育院校的专家指导，并查

阅资料，查到义乌当地的民间拳法，从而

设计了电影中这套贴合人物气质与家乡特

色的武术动作。

侯咏说，陈望道的武术功底是他们做

剧本时就非常想表现的戏份。“因为我觉得

碰到这样一个人物，这么难得的可以挖掘

的空间，不能放弃”。经历了多次尝试后，电

影最终保留了陈望道在山头习武的镜头。

侯咏说，整套练拳动作在山头拍了一

天，这套动作的最后一个动作，他们给刘

烨设计了一个踢腿的动作，“啪”一踢腿

后 定 在 那 里 。“ 踢 到 一 般 人 踢 不 到 的 高

度，然后就定在那了，是个金鸡独立的动

作。一般人几秒钟就站不稳了，但是他会

稳稳地站在那儿，因为他的思绪非常专注。

定在那儿的时候，镜头从全景一直推到他

的近景，他突然灵光一现：‘啊，明白了，应

该这么翻译！’马上收势，跑回家”。

历史上，陈望道为翻译废寝忘食，误把

粽 子 蘸 着 墨 水 吃 掉 却 浑 然 不 觉 ，电 影《望

道》把这一片段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为了达到最真实的效果，刘烨当天吃

了 23 个 粽 子 ， 并 主 动 提 出 尝 试 真 墨 汁 ：

“剧组心疼演员，一开始用食用色素和蜂

蜜调的墨水，没达到效果，我就跟导演说

换真墨吧。感觉浅尝到当年陈望道先生品

到的真理之味了。”

在拍摄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 的

关键戏份时，为了还原他真实的笔迹，剧

组手写了上万字的文件和草稿。片中仅出

现短短几秒钟的 《共产党宣言》 日译本，

也是剧组几经周折遍寻数地才找到并复刻

还原的。

陈望道和蔡慕晖这对伉俪的爱情，是

贯穿 《望道》 的一条温情线索。

刘烨说，他俩的爱情故事是一直被复

旦人津津乐道的。“两人一辈子相守，经

历过很多磨难，所以导演也确实花了笔墨

来展示他们的相识相知，然后因为共同的

理想信念走在一起。蔡慕晖在陈望道一生

的道路上给予了他精神上特别大的支持”。

没有太多的绵绵情话和卿卿我我，但

是两人心意相通。蔡慕晖和陈望道既是情

比金坚的爱人，也是并肩同行的战友。

片中蔡慕晖剪头发的一场戏，令人感

受到角色果敢的人格魅力。对此，饰演者

文咏珊表示：“蔡慕晖和陈望道的性格很

互补，相对于陈望道的内敛，蔡慕晖比较

外向，就像望道先生身边的一个小太阳。

剪头发那场戏有一句台词是‘我的人生我

自己做主’，这句话非常有爆发力，很能

代表蔡慕晖女士的个性。”

让青春群像拥有了跨越
时空的力量

电影 《望道》 特意招募了众多青年群

演饰演片中的学生，让这份青春群像拥有

了跨越时空的力量。

这些群演包含了各个大学的学生及刚

步入社会的优秀青年，他们的年龄、专业、

院校各不相同，但都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

耐心与敬业态度，虽然大多数人在影片中

只有一闪而过的短暂镜头，但基本上都是

从早上 6 点坚持拍摄到晚上 9 点才回去。

刘烨感慨道：“看到这些年轻人穿上

校服，感觉像是回到了 100 年前。他们身

上的青涩稚嫩，和饱含激情的感觉，一瞬

间把自己拉回到了学生时代。”

《望道》 中有一场“浙一师风潮”的

戏，学生一起唱 《送别》。

刘烨说，这场戏是学生们看到陈望道

先生出来，开始唱“长亭外，古道边，芳

草碧连天”。“当时真的是安安静静的，那

么大一个操场只有学生的歌声，好多女同

学都哭了。里面有一个地方，是我要回头

跟学生稍微点头示意一下，然后我自己不

自觉地就眼角泛出泪水。”

刘烨提到，当初他们去复旦大学看资

料时，老师讲“当年陈望道老校长是精神

图腾”。

临走时，刘烨在学校食堂吃饭，有个

学 生 问 ：“ 刘 老 师 ， 您 扮 演 我 们 老 校 长 ，

是吗？”刘烨说，是的。这个学生说：“感

谢您，您一定能演好我们的老校长。”

“我就能感受到陈望道在如今复旦大

学学生心中的分量。当年在极端困难的情

况下，一定是有那么一段学生跟老师之间

建立起的感情。”刘烨说。

《望道》主创团队希望以百年前的青春

群像，给当今的青年一份激励与启示。

刘 烨 说 ：“ 不 管 是 百 年 前 还 是 今 天 ，

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困难，只要能抓住自己

的理想，坚持信仰，不畏困难，任何事情

都是可以实现的。”

《望道》中探知“真理的味道”

团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松 阳

县委书记 蓝艳芳

洛阳理工学院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团
委深化青年大学习行
动，做好智慧团建基
础团务，开展二级团
校培训；举办“挑战
杯”“互联网+”等课外
学术科技竞赛专题培
训，成立“星引力”科
创社团；举办二十大
诗词比赛、开展“我的
第五节课”校园志愿

服务等校园活动；鼓励青年大学生积极响
应团中央号召参加“三下乡”“返家乡”社会
实践，开展“一起云支教 共同迎冬奥”、“点
亮星星，融爱未来”关爱孤独症儿童、“七彩
假期”助力乡村少年梦想起航、“草木有语”
科普志愿服务队等活动。我们将继续抓实
团组织建设，以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和志愿
服务为主抓手，团结引领团员青年在实践
中塑造精神素养，在奋斗中贡献青春力量。

洛 阳 理 工 学 院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团 委 副

书记 孙维艺

电影《望道》海报。 片方供图

马宇轩在推介家乡农副产品。 受访者供图 马宇轩（左二）和团队年轻设计师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