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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马富春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公益机构负

责人、村支书，来自甘肃省陇南市徽县银杏

树镇关坡村的汪保平是一名标签众多的

“斜杠青年”；和他一样，家住徽县伏家镇伏

镇村的单凯凯也有多重身份，既是一家食

品有限公司的经营者，也是拥有 30多万粉

丝的网红达人。

在陇南大山里，这些“身兼数职”的年

轻人扎根乡土、不懈奋斗，在服务群众、振

兴乡村的不同赛道上走出多彩人生路，也

温暖和带动了周围的人。

技校校长热心公益服务乡邻

今年是 85 后汪保平返乡创业的第 10
年。他说，跟着时代大潮往前走，做着自己想

做的事，做着社会需要的事，感觉很幸福。

2011 年，从兰州一所高校毕业后，汪

保平在江苏省无锡市工作了两年，后因母

亲年迈、无人照顾，他回到家乡。

彼时，西北小城的就业机会远没有大

城市多。汪保平第一次创业选择了“相对保

险”的中小学学科培训。

不温不火经营了 3 年时间，汪保平觉

得，这不是自己想做的事。一方面，他入局

晚，市场已趋于饱和；另一方面，国家层面

多次发文，要求学生“减负”。

一次偶然机会，他听同村村民说想找

学校学门技术。汪保平捕捉到“商机”。他和

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对接，在

了解了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办学准入

条件后，拿出 25 万元积蓄，创办徽县菁优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创业初期，资金有限，他只能租借实训

场地，实在租不到，就自己建实训工位、购

买设备；招不到合适老师，他去别的学校

“挖墙脚”，争取老师们先来兼职，“师带徒”

培养人才。其间，汪保平联系了兰州的几所

学校考察学习，自己考了健康管理师、电子

商务师、创业培训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

等实用证书，“专升本”就读会计专业，成为

教师队伍中的骨干；新学校知名度不高，他

花 4 个月时间，做免费培训。咬着牙，赔着

钱，打开了市场。

相关部门看到这个年轻人创业的决

心，委托其承担一些政府补贴的职业培训

项目，汪保平趁热打铁建起一所市级培训

学校。截至目前，培训 5000 余人考取餐饮

服务、家政、园林、建筑工程等相关工种的

技能证书。

43岁的周娟是一位陪读妈妈，在汪保

平开办的学校里，学习了编织、刺绣、家政、

月嫂 4 门课程。现在，她业余时间做手工，

每月有 2000多元的收入。

还有些学员想在家门口就业，汪保平

萌生“延长培训链条，打造就业基地，让学

员变成员工”的创业想法。

在市、县民政部门的帮助下，2021年 8
月，他注册成立陇南市康桥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康桥社工”）。

通过承接政府部门、企业、基金会等的

社会购买服务项目，近 3年时间里，康桥社

工为 15 个乡镇 200 多个村庄的 1000 余名

弱势群体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并与政府合

作，建设、运营起 5家乡镇社工站。

12 名学员先培训、后上岗，入职康桥

社工，在收获“助人自助”的快乐的同时，月

收入达到 3000元以上，还有 5人考取助理

社会工作师资格证。

汪保平常和社工伙伴去基层服务，遇

到恶劣天气，车子开不进去，他们就蹚水、

走山路；有服务对象需要代购生活用品，他

们垫钱买好，肩挑手提送到家；有人身体不

适，他们随叫随到，送医就诊。

康桥社工人性化的服务得到受助对象

的交口称赞，吸引了 50多位城乡居民报名

成为志愿者。

与此同时，徽县城关镇为汪保平及其

团队免费提供了一栋三层、占地 360 平方

米的楼房，建起第三产业培训基地，面向县

域内有学习需求的群众，提供免费培训。最

近，刚刚大学毕业的淡熙芸就在这里学习

编织技能，她想开一家花店，希望用编织花

丰富花店的经营品类。

汪保平在不断付出中得到社会各界的

认可。2022年，他被推选为关坡村村支书。

近年来，关坡村主要发展辣椒、烤烟等

特色产业，但种植规模相对较小，标准化意

识不强，宣传力度不够。因此，刚上任，汪保

平就牵头成立关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加快

优良品种的引进、培育、开发，打造经营管理

闭环链条、关坡品牌，引领农户走“订单农业”

之路。此外，他推动村里的辣椒初级加工厂

投产运营，将经过粗加工的辣椒卖到了四川

等地。村民种地降低了风险，村集体收入从 0
元增长至 5.6万元。他还想结合自己对养老

行业较为了解的优势，在关坡村发展康养

旅游，将一二三产业高效融合起来。

“乡村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是汪保平

创业以来最深的感触。现今，他卸任了一些

企业职务，更多关注家乡发展，希望带领更

多乡亲致富。

电商达人直播带货推广家乡

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同样

是 90后徽县小伙单凯凯最眷恋的记忆。

2015年，在天津一家企业担任部门经

理的他回乡结婚。与亲人朝夕相处，让单凯

凯倍感温暖。于是，他没回天津，在镇上开

了一家婚庆公司。

单凯凯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名为“陇顺

斋”的点心工坊，颇受乡邻欢迎，但没有宣

传渠道，知晓度仅限于本镇，收入不高。

一次偶然机会，单凯凯发现有的点心

在网上十分畅销，他就决定在网上推广自

家做的点心。

在父亲“手把手”的传授下，单凯凯录

了一条手工制作点心的视频，在个人社交

账号上推送。很快，他就接到了订单。

这增强了单凯凯接棒“陇顺斋”的信

心。2019 年 5 月，他成立了“徽县凯凯美食

工作室”，在快手、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

频等平台注册了账号，开通了“淘宝店铺”

“快手小店”两个销售平台。

徽县伏家镇地处长江上游、秦岭南麓，

有山清水秀的美景，也为“家乡味道”提供

了丰富的食材来源。单凯凯在父母指导下，

制作各类老式糕点，用朴实话语、真诚态度

推广，第一年，就吸引了 20多万粉丝。

2020年 11月，单凯凯成立甘肃陇顺斋

食品有限公司，开发出点心、月饼、果子等

20 多种美食，并为其设计美观包装，将产

品远销至北上广深，还在徽县、成县设立点

心销售分店，生意火爆。

父母辈的小作坊承接不了太多订单，

单凯凯建起基于短视频创作的场地和当地

电商农产品展览销售为一体的食品加工基

地，建成集农副产品制作、分拣、配货、送

货、信息处理等为主的区域性网货供应链，

吸纳 21名留守妇女就业。

邢海霞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

妇，看到抖音上的招聘信息后，到“陇顺

斋”学习糕点制作，短短几年时间，就从

学徒变成车间主任，还多次介绍身边的

朋友来上班。

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单凯凯的需求，推

荐他参加市级短视频大赛、电商扶贫讲师

大赛、亮相中央电视台……更多展示机会，

让单凯凯吸引到更多粉丝，也让他加速成

长，当选徽县人大代表，获得“徽县青年岗

位能手”称号，被团陇南市委、陇南市电子

商务发展局评为“助力乡村振兴农产品直

播公益大使”“陇南公益直播形象大使”。

单凯凯用更多行动反馈社会关注。他

帮周边农户销售农特产品，在 2021年举办

的“青春扶贫能量助农”甘肃共青团助力消

费扶贫直播活动中，一次性销售陇南核桃

仁 30吨、土蜂蜜 26吨。截至目前，共代销核

桃、木耳、蜂蜜等陇南农产品 4 万余单，销

售额 80万元。

在疫情期间，单凯凯搭建爱心厨房，连

续一个月为伏家镇 16 个行政村防疫点的

工作人员义务做饭。日常，他为老人、残疾

人送生活物资，教他们用手机，了解大山外

面的世界。

单凯凯说，新时代为青年拓宽更多上

升渠道，提供更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

会，他要发挥年轻人点子多、行动力强的优

势，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奋斗的土地上。

在徽县，这样的“斜杠青年”还有很多。

85 后全国人大代表梁倩娟是陇上庄园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还是水阳镇石滩

村妇联主席、农家书屋创办人；城关镇石佛

村的马龙是村支书，也是视频号“山水石

佛”的运营者，近期，他又化身“设计师”，为

村上打造烧烤“据点”……

当地政府也行动起来，全力为“归巢家

燕”发展铺桥搭路。徽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郭潮介绍，目前，徽县已建成优秀青年人才

库，涵盖各行业高层次高素质人才 114人；各

行各业优秀青年被选为“徽州英才”，带动更

多年轻人发展进步；县上

还经常推荐优秀青年参加

各级人才培养计划，借青

年之家、团代表联络站打

造青年会客厅，提供创业

指导、就业咨询服务。

陇南大山里的“斜杠青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一迪 王烨捷

近日，上海一本名为《中国古典诗词

200首》的小本子“火”了起来。在地铁上遇

到一名读这本书的中学生后，来自江苏南

京的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戴先生找到上海的

一所外国语中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

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上外附中”）。

“我想看看一所外语特色的学校，到底

靠什么吸引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如何

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戴先生最早看到这

本书，是在上海地铁 4 号线上。当时，一名

身穿上外附中校服的女生正在认真阅读这

本名为《中国古典诗词 200 首》的校本教

材，“地铁车厢内，大家都在刷手机，唯有我

身边的这名学生，在阅读纸质古体诗词。”

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以

《普及古典名著 弘扬传统文化》为题发言。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向全社会普及

古典名著是传承文化最有效的手段，“中华

五千年文明之所以能不中断，主要原因就

在于重视继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发现，上外

附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在当

下颇具现实意义，且具有较强的复制推广

可行性。

外国语学校学生年年在
古诗文阅读大赛中获奖

《中国古典诗词 200首》校本教材编写

者、上外附中前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李秋根

介绍，这本教材是 2009年他带着 8名青年

语文教师编写的。

该教材收录了 200首从先秦到明清时

代的古体诗词，并辅以“注释”“导读”“链

接”对诗作涉及的释义、典故、表现手法等

作阐释，供全校 7 个年级的全体学生在早

课期间诵读。

上外附中是一所初高中七年一贯制中

学（上海学制为初中四年、高中三年——记
者注），被誉为“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摇

篮”，杨洁篪、崔天凯等著名外交家均出自

这所学校。这所学校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

语的情况下，还要辅修或主修一门二外，如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

然而，在外语学习的同时，这所学校

的学生还能年年在上海市中学生古诗文

大赛中获奖。每天早晨的古诗词诵读功

不可没。

“外国语学校要培养具有跨文化素质

的国际型预备英才。只有民族精神的底子

打好，才能走向世界。一只脚深植在传统文

化这块土壤里，另一只脚才能跨得高、走得

远。”上外附中校长杜越华说。

如何在大量的经典诗作中甄选出

200 首经典诗作？李秋根为教研组的老师

们制订了一套标准：流传广、知名度高的

各个时期著名诗人的代表性诗作；抒写

人类美好情感、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的诗作。

语文教研组副组长张雯记得，当时 8
名老师都是利用课余时间查阅大量资

料、写导读，“基本第一稿都要被李老师

毙掉”。李秋根的要求是，导读内容针对

不同年级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度，由老师

结合自己的理解去编写，不能照抄照搬

网上已有的资料。

让中学生用 7 年时间、每天早晨诵读

古诗词的坚持，是上外附中的“秘诀”。“研

读古诗词会对一个人气质和性格的塑造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习语言，也不仅是学

习如何用，更应该学习和了解这个国家的

文化，做到融会贯通。”李秋根说。

上外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钱晨介绍，

外语好的学生语文功底也不会差，“因为在

语言的学习技巧和习惯上是有相通性的”。

在举办了 20 余届的上海市中学生古诗文

阅读大赛中，该校学生屡获佳绩，年年有

奖，数次夺得团体金奖和个人奖项。“曾有

一次我校参赛者占虹口区全区参赛人数的

三分之二。”钱晨说。

学生自办诗社的“古风转型”

七年如一日的古诗词诵读，能在部分学

生心目中埋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种子。

高三（1）班学生董思成就是《中国古典

诗词 200首》的“忠粉”，书本的纸张已经被

他反复翻阅得有些泛黄褶皱，为此他还给

这本书包上了一层书皮。

“我之前并没有特别注重古诗词的课外

积累，这 200首诗词的诵读让我从最开始的

喜欢古体诗韵律，到真正沉浸到古诗词营造

的意境当中，现在写诗已经成为我抒发情感

的一种方式。”董思成从初中开始加入诗社，

曾担任两届上外附中诗社社长，也曾在上海

市中学生古诗文阅读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诗社成立于 2014年，当时的定位是以

现代诗创作为主。在上外附中，几十个学生

自办的社团让同学们可以各凭喜好进行选

修。因为喜欢古体诗词，董思成 2020 年当

选诗社社长，他在内容创作上加大了古诗

词的比重，诗社迎来了一次“古风转型”。

学生们自发地每月选取一个主题，大

家通过日常生活见闻和感悟进行创作，然

后精选过去一年中诗社成员的优秀作品汇

编成册。除了原创，诗社还会组织学生进行

主题阅读，每名同学分享自己最近阅读的

比较感兴趣的诗歌，有的时候也会进行中

英文诗歌翻译。

“花下堂间喜见迎，不闻不语自清明。一

支双曲无词调，二项同频有韵声。玄鸟翩翩

恒应律，信风振振总如名。与君何日重论卷？

折卷为锥便可行。”董思成今年获得了上海

市高三数学竞赛三等奖，在得知获奖后，他

把自己的心路历程浓缩进一首七言律诗。

“自华工程”让中国传统
文化传播到海外

钱晨说，像董思成这类语感非常好、数

理化水平同时也很高的学生在上外附中并

不鲜见，“语感的培养，包括外语和汉语都

是日积月累、细水长流的功夫。”

据悉，除了贯通 7 年的早读古诗词吟

诵外，该校还施行初高中七年一贯制“四

大名著”研读教学：初中一年级阅读《西

游记》，初中二年级阅读《水浒传》，高中

一年级阅读《三国演义》，高中二年级阅

读《红楼梦》。

记者了解到，实际上从上世纪 80年代

开始，上外附中就开展了四大名著“整本书

阅读”活动。当时是“鸟瞰式阅读”，通览全

书后，完成每本名著配套的 100道问答题，

形成对作品的完整认知。

从 2005 年至今，该校从“听、说、读、

写、译、演、研”七方面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学生通读完一本名著后，形成阅读小组并

确定研究方向，通过论文、班级展示、年级

展示最终达到对名著有全面和详细的了

解。”钱晨说，校本教材《中国古典诗词 200

首》的铺开使用和“四大名著”研读目前组

成了该校语文教学的“自华工程”。

董思成今年已经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录

取。他经常和上外附中前诗社成员尚煜坤

学长交流“如何在美国大学讲好中国古诗

词”，这名学长已经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加入诗

社。这个诗社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会创作各国

语言、各种体裁的诗歌，然后汇编成诗集。

这让董思成非常期待。他也计划在入

学后加入美国大学的诗社，用自己的方式

把中国传统文化讲给同学们听，“希望能够

在国际化的环境中通过诗词创作、探索诗

歌翻译等形式让各国同学了解中国传统诗

词的内涵和意象，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学语文特级教

师、人大附中原副校长肖远骑长期研究语

文教学，他认为，上外附中的“自华工程”

是一种明智的、有灵魂的教育。“面向未来

学校教育，其课程建设，既要有世界视野，

更要有中国精神。”肖远骑说，外国语学校

要从国际课程中找到有价值的先进课程

体系、元素，将其迁移到、改造到、运用到

适合我国学生培养的课程建设中，“要走

引入与融合，改造与创新的道路。”

“这实际是一种文化

自信。”肖远骑认为，我们

培养的学生，无论走到哪

里、从事什么职业，都要

懂得“中华文化是你的

根，根深才能叶茂”。

一边学习两门外语，一边拿古诗文阅读大赛金奖

上海：外国语学校如何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梧
州车务段团委以“强化青年思想政治
引领，主动融入中心工作，竭诚服务
青年成长成才，着力夯实团组织基
础”为抓手，团结带领团员青年立足
岗位展作为，依托“粤来粤暖”志愿
服务品牌、“红色堡垒”青马学校等
多项特色活动，不断提升团的组织
力、引领力、服务力和贡献度，尤其
是在广西全面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中发挥铁路优势，优化客运
服务环境，提高客运服务质量，与
各大旅行社联手打造“铁路+旅游”
优质产品，助力地方产业发展，在构
建珠江——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新格
局中谱写出绚丽青春篇章。

团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

委书记 王修霖

团方城县委始终围绕全县党政中
心工作，紧扣改革要求和任务，坚持
问题导向、因势利导、分类施策，以
聚焦解决“人才”难题、聚焦提升

“活力”难题、聚焦破解“发展”难
题为突破口，不断建强团组织基础、
增强团组织活力、加强团组织建设，
推动基层组织改革与县域共青团发展
深度融合，奋力开创方城共青团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为推动加快建设市域
副中心城市贡献青春力量。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梧州车务段团委书记 孙莎

左图：汪保平在大棚里工作。 右图：单凯凯直播卖货。 受访者供图

上外附中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国学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