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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清市
龙田镇团委积极探
索青年志愿者行动
长效机制，立足当
地城市副中心、商
贸重镇的定位，以
全球商贸招商引
资、遛街夜市文化
汇演、“五四”系
列活动等为载体，
在全镇青少年中开

展敬老助残、环境保护、志愿帮扶等一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并对青少年开展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同
时在配齐配强村团支部力量的基础上，
进一步落实团组织团结、教育、服务农
村青年的核心作用。未来，我们将围绕
青年的“需求链、兴趣链、利益链”，
努力打造“一居村一特色”的服务品
牌，进一步增强基层团组织的引领力、
组织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

实习生 顾靓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从热闹的东四路口，绕进

钱粮胡同，映入古朴的红色砖

墙，隆福寺园区到了。

抬头看，木木美术馆是由

闲置老食堂改造的，冰雪运动

店 BURTON 的原址是废弃老

车库。一到周末，北京的隆福

寺游人如织，都是年轻的面

孔。曾经的胡同、老厂房成为

年轻人追捧的全新文化创意艺

术体验空间。

透过这些老地标和新店

铺，时间的光影让人穿越千百

年，看见隆福寺在历史中的迭

代更新。

老城的活力在精细的“绣

花式改造”中逐渐恢复。

北京的隆福寺始建于明

朝，清至民国时期曾举办京

城最重要的庙会之一，每月

逢九逢十的日子，隆福寺都

开庙会。到这逛逛庙会，是

不少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隆福寺地区是

北京的核心区。

孙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

子，如今是园区一家餐馆的负

责人。他回忆，从小他就常来

隆福寺街玩儿，商贩们在隆福

寺美食街上聚集，好多小吃都

“特好吃”。

1993 年的一场大火，让

隆福寺沉寂了，直到北京市东

城区启动隆福寺地区风貌保护

和城市更新。

隆福寺园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隆福寺项目自 2019年 8月
29 日开业以来，已成为汇集

共享办公、精品书店、特色餐

饮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文化创

意园区，吸引了北京最具活力

和青年号召力的多家“网红”打卡店入驻。

“我们与全国优质文化资源对接，围绕演

艺、潮流艺术展览、潮品快闪等核心元素，推

出囍市、NEED 市集等多场活动。”隆福寺园

区负责人说。

在 2023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北京

首次提出要着力打造“演艺之都”，新隆福公

司的董事长王辉透露，如今的隆福寺正在向北

京市文旅局申请成为“演艺特区”，让隆福寺

成为一个集演出、展览、户外音乐节等艺术形

式为一体的演艺空间。

黑胶唱片店“tango 电唱机”的摊位前，

摆放着数百张唱片，有欧美流行、摇滚乐、电

影原声等诸多种类，还有一个周杰伦 20 周年

黑胶套盒箱。店主告诉记者，他们是特意从湖

北宜昌赶到北京参加黑胶唱片市集的。

“黑胶市集的唱片店聚集，让我们见到了

老朋友，也让更多人接触到了黑胶唱片，使

他们从不了解到感兴趣。”Tango 电唱机的店

主说。

近日，隆福寺举办电气春日音乐季活动，

园区内的黑胶唱片市集聚集了众多黑胶唱片厂

牌和店铺。市集上的黑胶唱片、CD 磁带、音

频设备、音乐周边等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隆福寺大厦九楼，还有乐队演出以及音乐人签

售等。

谈及为何选择在隆福寺作音乐主题布置，

活动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 90 后，她能感受

到隆福寺有很强的地标性，聚集了大量人群，

周围拓展的美术馆、书店等也广受年轻人青

睐，她希望能在这里做更多元的活动，面向特

别的兴趣爱好人群开展音乐活动。

打破边界，让传统拥抱潮流文化正是隆福

寺希望带来的惊喜。如今的隆福寺园区已成为

年轻人、时尚潮人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隆福寺园区所在的位置，拥有错综复杂的

胡同和几千个大小院落。隆福寺重新热闹起

来，变得更新潮、更活力。

走出隆福寺园区，依托人艺等戏剧演出场

所及中国美术馆、嘉德艺术中心等艺术展览场

所，形成聚集“展览+演出”的文化艺术体验

区，隆福寺泛文化圈建立了更广阔的区域文化

效应。

回到老胡同，隆福寺改造的重要理念之

一，是取得周边原住民以及对这里有着深厚记

忆人群的认可。

在空间设计上，隆福寺园区聘请国内外知

名设计师联袂打造高品质的空间环境，注意边

界控制，营造古都风貌景观、保留隆福寺历史

轴线，提升胡同步行动线的适宜感，保留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及不同时期的建筑风貌，及原

有的曲折动线。

“让消费者在享受现代消费场景的同时，

体会到历史文化的痕迹，形成全方位的沉浸式

文化体验。”隆福寺园区负责人说。

在孙洋看来，隆福寺园区内的每家店虽然

都时尚、前卫、各具特色，但相处模式却像是

“老北京院子里的街坊四邻”。“街区式发展，

让隆福寺形成更有活力的开放空间，也保留传

统的市井文化。”

目前二期建设正在进行中，包含隆福寺南

坊、隆福寺东院、长虹影院等。

隆福寺园区负责人表示，未来的隆福寺将

有更大的文化承载量，也将成为文商旅复合空

间，打造趣味性和多样化的主题商业街区。

“隆福寺的未来，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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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海

“端午节还早着，就开始‘卷’了。”
进入5月不久，距离端午节还有一个多月，各地青

年备战龙舟赛的短视频就开始在网上热传。画面中，有
的是借助滑轮吊重物、桨板绑砖块开展陆地训练，有的
是鼓震如雷、细舟如箭进行水上实操。而这几天，因为
有拍摄者以“广州身家千万的房东半夜还在练习赛龙
舟”“赢了免房租”别样解说广州村民备战龙舟赛场景。

“房东扒龙舟”的“老梗”再上热度。
的确，今年龙舟热得早、热度高。广州似乎早已进

入龙舟时间。在大小河涌，龙舟夜训的场面到处可见。
黄埔区下沙社区水面开阔的乌涌上，每到夜晚，白炽灯
照亮水面，“一二三四”的号子声雄浑有力，桨落浪起的
击水声整齐划一，黄埔街龙舟队40多米长的龙舟飞驰
如箭。从4月16日到6月17日，黄埔街龙舟队计划训满
60天，备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

此前受新冠疫情影响，该赛事已停摆3年。除了广
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今年广州各级龙舟赛事很多。5月
以来，在增城区的东江、雅瑶河，在天河区的猎德涌，每
天都有龙舟队训练备战。的确如网民所言，在广州，很
多备战龙舟赛的队员身份是“房东”，不少坐拥多套房
产，“身家千万”。这个解读角度，恰恰道破了龙舟赛的
本来：它不是“高端”运动会，而是代代传承的乡土民
俗，是村民自发的传统赛事。最精壮的小伙子以村落、
街道为单位组队，奋楫中流、团结协作、竞渡争先，恰恰
与身价和奖金无关，小伙子们在乎的是村落、街道或者
宗族的集体荣誉。过去困难时候，龙舟赛也是全村青年
一起拼命一起赢；如今生活好了，身价高了，年轻人还
是会放下各自手头工作，集结在一起训练比赛，团结一
起奋楫前冲。

龙舟赛是我们最古老的民俗活动之一，尽管它的
起源有多种说法，但不管是图腾祭祀、祈福避灾还是纪
念屈原，展现的都是不屈、团结、争先的民族基因，体现
的是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鼓声一响、龙舟一动，
舟上岸上、赛者观者，瞬间形成无形又巨大的凝聚力。
唐代魏征记述龙舟竞渡：“其迅楫齐驱，梢歌乱响，喧振

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宋代陆游诗云“斗舸红旗
满急湍”，描写的就是汨罗江畔端午节举行的隆重而热
闹的龙舟赛盛况。

古代流传至今的画作，也有不少描绘龙舟竞渡的
场景，如元代吴廷晖的《龙舟夺标图》、王振鹏的《龙舟
竞渡图》，清代《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

此情此景，千年不变，证明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代
代传承，说明今天的青年和祖先相隔千年却始终保持
对话。

也正因为此，虽然龙舟竞渡最初起源于吴越，但已
经成为民族符号和情感纽带，在中华大地甚至海外华
人聚集的地方流行。今天中国各地的龙舟赛，包括龙舟
的大小、形制、赛制也各有不同。在广东肇庆被称为“龙
舟之乡”的金利镇，全镇100多个自然村有79个龙舟分
会，53人的传统龙舟数量达到300多条。这里的龙舟赛
基本以村为单位进行比赛，比赛时比过春节还要热闹。

每逢赛事，一些在海外发展的年轻人也会专程回来参加
训练和比赛。还说广州，大赛并不只是本地人的比拼，也
邀请到很多外地的队伍，很多社团、公司甚至游客参与。
而在海南万宁，端午节处于休渔期，年轻渔民也会变身龙
舟运动员，备战 6 月份的万宁龙舟赛。在南方的水乡村
落，一条条龙舟把年轻人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而在中原乃至北方，随着传统文化复兴，龙舟赛事也
越来越流行，并且因为政府出面组织和深度参与，融入了
不少的文旅推广和商业策划，形式更加多样。从5月18日
开始，松花江上龙舟集体下水，各龙舟队运动员登舟开始
实操训练，备战哈尔滨市第27届端午节龙舟比赛。上一
届冠军是哈尔滨电机厂代表队，今年还有不少新的代表
队参与。河南省今年“卷”得更早，早在“五一”节，河南省
第十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已经在漯河的沙澧河举办，这
场赛事共有88支队伍1900多名青年参赛。赛事当天，沙
澧河交汇处两河四岸人山人海，鼓声如雷，口号震天。

广州市的黄埔街龙舟队，23岁的张艺瀚已经参加过
3次龙舟赛。过去一个月，除了遇上特殊天气外，他每晚
都会来到乌涌的龙舟训练地点准时“打卡”，卖力训练。张
艺瀚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接触龙舟。他说，小时候龙舟还
是交通工具，各村的龙舟都可以通过水路前往其他村子。
如今，随着父辈下舟老去，张艺瀚和村里的同龄人一起，
从父辈手中接过舟桨，每到当年的龙舟竞渡，在摇旗呐喊
中，在鼓声震天中，在奋力划桨中，他顿时感受到了千年
水乡的情结，也领悟到什么是传承和成长。

龙舟需要年轻人驾驭，今天，90后、00后已经成为龙
舟竞渡的主角。下课的大学生、下班的白领、蓝领以及新
农民、新渔民，不管是房东还是房客，转身成为龙舟运动
员，拧成一股绳，共夺一个奖。这是社会体育的繁荣，是传
统文化的复兴，是年轻人活力的映射、团结的样子，也是
祖先留给我们的永不消退的强大基因。

近年来，民间不少传统的民俗、赛事借助社交平台重
回人们的视野。有传统赛马、斗牛，也有复兴的华服、汉
服。年轻人追逐的时尚，无论是运动还是娱乐，内容越来
越丰富，越来越有中国味儿。

今年南昌也将举办一场龙舟赛。赛前，当地还在
筹备一场少儿旱地龙舟赛，既没有水，
也没有桨，就是孩子们在陆地上骑着充
气龙舟赛跑比赛。虽然游戏简单，但龙
舟元素一样不少，孩子们也需默契配
合，奋力争先。看，龙舟竞渡，10 后已然
上场！

年轻人回乡备战龙舟赛，今年提前燃硝烟

□ 唐艺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朱娟娟

史明君坐在 80 米高的电线上吃午

饭，她淡定地从军绿色的工具包里拿出

了一袋小面包、一瓶水。

此时，身下是奔流的江水，对面就

是人头攒动的三峡大坝景区，有些眼尖

的游客看到了江上的“女蜘蛛侠”，纷

纷驻足拿出手机拍摄。史明君喝了一口

水，“线上的人在看风景，自己好像也

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史明君留着一头及肩短发，工作时

头发常常在后脑勺扎成小小的一束。上

塔前，她会将刘海固定进安全帽帽檐内。

在风声呼啸的 80米高空中，只有帽尾一

小撮飞扬的头发暴露了她的特别。

脚下是摇摇晃晃的导线，背上是

20 多斤重的工具包，每次在高空走线

巡检两三千米，是这名出生于 1999 年

的女电工的日常。作业区所处峡江之

上，这个姑娘在高压电塔上奋力攀爬的

模样，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而她

自己，也把峡江里的旖旎风光、风云际

会尽收眼底。

唯一的高空作业女电工

2021 年从三峡大学智能电网信息

工程专业毕业后，史明君进入国网湖北

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公司宜昌运维分

部工作。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公

司承担着 99 条、 9571.635 公里输电线

路和 31 座超特高压交流变电站的运维

保障任务。宜昌运维分部则负责管理 4
座 500 千伏变电站、1 座开关站，运维

超特高压输电线路 1726.115公里，3689
基杆塔。分部 5个输电运维班组、54名
高空作业人员负责着线路运维检修任

务，这里大多数线路都在三峡库区的群

山之中，峡江之上。

史明君是这 54 名高空作业者中唯

一的女电工。

“其实在进入单位之前，我都不知

道自己要爬塔。”这位从小立志要考军

校的女孩，在入职轮岗培训会上，一下

子被全国劳动模范、世界上 80 万伏特

高压带电作业第一人胡洪炜前辈的故事

打动了。

特高压输电线路承载超强电流，曾

被视为人类禁区，如果没有相应保护措

施，稍一碰触便会瞬间化为灰烬。胡洪

炜凭借精湛的技术、过人的胆魄，被遴

选为操作员。2009年 6月 10日，他顺利

完成±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等电位作业人

员安全防护参数测试、等电位导线修

补、等电位间隔棒更换等操作项目，填

补了多项世界技术空白，使我国成为第

一个掌握最高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全套检

修技术的国家。

“或许我这个人性格比较‘虎’。”

史明君说。

而在得知自己要带第一名女徒弟

后，有着 28年一线工作经验、带过 6个
徒弟的老电力工马立有些忐忑：刚来的

女大学生能不能克服高空作业的恐高心

理？能不能适应野外作业的艰苦环境？

史明君的第一次爬塔表现，让师父

很意外。

这是公司一座 40 米高的训练塔。

即将过半时，她的体力渐渐有些跟不上

一同上塔的老员工。

见状，马立在对讲机里劝她下塔休息。

但看到其他男员工已经快要到达终

点，史明君坚持着爬到了塔的最高点。

马立这才发现，这姑娘做事“不服

输，有股韧劲儿”。

虽是家中独女，她主动要求考特种作

业工作证，参与超特高压线路高空作业。

2022 年 5 月 14 日，在宜昌市兴山

县，史明君第一次加入高空作业队伍，

连着 3天对特高压线路进行验收，与同

事一起检查各项零部件，为线路正式通

电扫清障碍。

高空的风，比地面大很多。一阵风

吹过，导线就会晃动。脚下一不小心，

就会打滑、踩空，有些地方线路有坡

度，稍有不慎就会“刹不住车”，史明

君只能紧紧抓住两侧导线凝神前进。

导 线 上 还 有 很 多 行 走 的 “ 障 碍

物”，比如晶莹光滑的绝缘子。每次经

过绝缘子，史明君得佝偻着身体，双脚

双手并用一步步挪动，认真检查每一片

绝缘子的销钉是否到位。跨过导线之间

的间隔棒，她需要用双手支撑身体，在

找到平衡的一瞬间迅速跳过去，踩稳导

线后继续前进。

虽然相比男同事存在天然的体力短

板，但在高空，娇小的身材也让史明君

工作起来顺畅了不少。不少同事对这个

年轻姑娘刮目相看，评价她“一点都

不憷，干劲满满”。

直到遇到金具。

金具是连接塔与导线的部分，短的

一步就能跨过，长的有四五米，“太窄

了！”史明君比画着金具的直径——纤

细得几乎不堪一握。为了保证安全，通

过金具时，史明君通常是整个人“像树

懒一样”身体紧贴挂在金具上，同时用

手指牢牢“圈”住金具，像毛毛虫一样

蠕动着身体通过。

通过一段金具，短则几分钟，长则

十几分钟。“通关”时，史明君常常满

头大汗。

在80米高空纵览江峡美景

除了一身汗水，史明君在高空也见

到了祖国不少秀丽山水。

作为西电东送工程中线的巨型电源

点，三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2250 万千

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882亿千瓦时，满

发状态下每小时可产生清洁水电电能

2250 万度电。通过三峡电力外送线路，

电能传输到华中、华东及南方负荷中心，

涉及 10多个省份。

极目远眺，在全国大电网中，湖北电

网是三峡电力外送的起点、西电东送的通

道、南北互供的枢纽、全国联网的中心。

而湖北超高压公司则是湖北电网主动脉、

安全生产主阵地、运维检修主力军，肩负

着电力保供主阵地和大电网安全生命线的

使命。

“通过自己的工作，默默守护别人的

感觉很好。”史明君说，一想到自己能为

这么大的国家工程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心里就充满了自豪。

马立和徒弟们所在的输电运维班主要

负责宜昌市夷陵区、秭归县以及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区域内 410多公里输电

线的运行维护。输电设备基本都在高山峻

岭中，跨江跨河，路途偏远不便。而且只

要上了塔，不完成工作无法下塔，每次执

行任务至少要两三个小时。

排查线路、拆除鸟巢、更换金具

插销……巴蜀崇山峻岭间，根根电线犹

如血管，细密地连接着祖国东西部。史明

君和同事们就这样穿行在高空中，疏通着

这条大动脉上可能出现的任何症结。

工作以来，史明君和同事们的“高空

舞步”遍布特高压建苏线、500千伏盘宜

线、三江县、盘宜线……腿上的淤青、破

旧的工装和无数磨破的手套见证了史明君

一年上塔 135次、一次作业最少耗时 3个

小时、走线超过 270公里的青春时光。

可以高空行走，却怕密室逃脱

去年年底，史明君获选 2022 感动宜

昌十大新闻人物。今年 1月，她的经历获

评国网湖北电力“2022·十大感动故事”。

“我觉得我的荣誉是所有人一起努力

换来的。”走下高塔，闲暇时的史明君和

其他女孩一样，喜欢唱歌、打架子鼓、打

篮球、跳广场舞，偶尔也打打游戏。甚至

在大学篮球队队员王英鲲的记忆里，史明

君还是个在恐怖主题密室逃脱里会被吓得

哇哇大叫的女孩。

“知道你要干件大事，没想到会干这

么件大事！”知道史明君毕业后做了“女

蜘蛛侠”，成天在高空中的超高压电线上

“走来走去”。

“五一”假期外出，登高铁时发现有

人插队，史明君当即大声指出对方的不文

明行为，几乎和对方吵起来。“我觉得现

在的年轻人就应该勇于站出来制止不文明

的行为。”小小的个子似乎充满了大大的

能量。

史明君没有忘记当初想要考取军校的

梦想。在她眼中，现在的工作虽然不在军

营，但关系着电网设施的安全，更关系着

千家万户的光明。

“如果有机会，我想站在更高的高

度 ， 去 眺 望 更 远 处 的 风

景。”史明君的短期目标是

考取带电作业证，在未来，

她希望成为胡洪炜、马立前

辈那样优秀的电工。

“女蜘蛛侠”在三峡高压线上的行走日常

龙舟赛 网络截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常青街道薛河湾社区

团总支书记 王莉

安徽省合肥市
包河区常青街道薛
河湾社区团总支部
坚持党建带团建，
紧紧围绕暖民心行
动、爱卫运动等中
心工作，发挥青年
优势，贡献青春力
量；扎实开展非公
企业区域化团建工
作，有效团结、凝
聚、教育、引导青

年，服务企业促发展；充分发挥社区少
工委实践功能，“童心向党”“暖民心健
康口腔行动”“非遗进校园”等系列主
题活动有声有色。未来我们将不断满足
青年高质量发展需求，深化青年发展友
好型城市建设，让更多优秀青年与城市
相互赋能、双向促进。

福建省福清市龙田镇

团委书记 张丽

工作中的史明君。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