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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郑州局
新乡机务段团委
将 围 绕 中 心 工
作，团结带领团
员青年在安全生
产主阵地、志愿
服务各领域等方
面为铁路高质量
发展贡献青春力
量 ， 并 始 终 以

“ 搭 建 服 务 平
台、挖掘特长青
年人才、发挥青

年骨干作用”为首要工作，坚持打好
“选、育、管、用”组合拳，经多种
渠道选任青年人才，举多项措施提
升青年能力，设激励机制推动青年
作为，引导青年在生产一线岗位中
创优争先，实现青春建功。我们将
持续关注青年发展，把青年的“急
难愁盼”及时转化为“实事清单”，
为新时代铁路青年发展保驾护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文并摄

最近热播的非遗文化都市剧《正

好遇见你》，讲述了以文艺编导鱼在

藻、青年文物专家陶唐为核心的综艺

团队为展现中华文明之美，齐心协力

推出一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故事。

该剧每个单元最后，都有非遗传承

人出镜讲述手艺背后的故事，第一个单

元结束后，花丝镶嵌中国高级技师杜建

毅的讲述戳中了许多观众的心。

“燕京八绝”之一的花丝镶嵌，又

名细金工艺，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中国

传统手工技艺，当年主要用于皇家饰

品的制作。花丝镶嵌包含了花丝和镶

嵌两种工艺，将金银经过压条抽成发

丝一般的细丝，编结成型，再嵌上各色

珠宝装饰。

杜建毅 16岁就进厂当学徒，从事

这门手艺 52年，他能把金丝最细拉到

0.07毫米。

日前，在《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

方直播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

这位匠人和非遗技艺背后的故事。

杜建毅的花丝金工坊位于北京通

州区宋庄。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并不着

急讲述过往，而是坚持说，先看一看他

亲手制作的作品，因为每一件背后都

有故事。

点亮展示灯，漆黑的展厅瞬间绽放

出一片光彩夺目的花丝镶嵌作品，将漫

长岁月镌刻进时间不同的坐标上。

从年少当学徒，到如今依然在培

育年轻一代花丝镶嵌手艺人，52年的

时光，杜建毅由衷感叹了一句：“喜欢，

从心眼儿里喜欢。”

展厅第一个展柜讲述了工坊的历

史，摆在首位的作品是一对用花丝镶

嵌工艺打造的小狮子。杜建毅介绍，这

是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学徒 3 年出师

时的作品，制作完成后出口海外。数十

年后，杜建毅的朋友在英国偶然发现

了这对作品，帮他买了回来。与少年时

代的作品久别重逢，意义不言自明。时

间，是手工艺作品的生命，亦是每一位匠

人人生的关键注脚。

花丝镶嵌这一制造工艺起源于战国

时期青铜铸造工艺中的金银错，历经隋

唐宋元的发展，花丝镶嵌越来越多地应

用于首饰的制作，到明清时期，工艺更追

求细腻精工，风格尽显华美，无论是表现

技法还是审美追求都达到了巅峰。其代

表性珍品有清代的金瓯永固杯、明代的

金丝翼善冠等。

杜建毅提到，花丝拉制前，首先用机

器把金银块轧成条状，然后通过拉丝板

的眼孔进行手工拉丝。在将粗丝拉细的

过程中，必须由大到小依次通过每个眼

孔，且每次拉细一点后还要回火烧一次、

晾凉，然后进入下一个眼孔拉丝。“一次

只能弄一点，不然就折了。从条状到头发

丝那么细，需要 3天工夫。”

杜建毅说，从拉丝板中拉出来的单

根丝被称为“素丝”；两股或两股以上的

丝搓制在一起，成为各种带花纹纹路的

丝。“花丝指的是这个丝，也泛指这个行

业。它的贵重，不按金的重量来评判，而

是看它的精工技术。”

在杜建毅看来，花丝镶嵌手艺入门

很简单，如同孩子学写字，“会写，很容

易；写成书法家，那得需要漫长的思考和

训练。好的手艺比黄金的价值更高，没有

十年八年的磨砺，是做不出来的”。

剧中，杜建毅感慨：“我始终相信，传

统不是过去式，它就像一片旷野，四处闪

动着小火苗，那是匠人们滚烫的热情，还

有他们手心里的温度。”

杜建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

初很多人来找他，往往是为自己或者家

人打造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比如，

有女孩请他为自己打造一枚红色碧玺的

戒指，拿到成品后很满意，她好几个朋友

也纷纷来店里请杜建毅设计戒指；一位

老太太想送育有一双儿女的儿媳妇礼

物，杜建毅就设计了一龙一凤两件形似

团纹的金饰品，老太太连连赞叹。

有一次，杜建毅偶然发现两片残破

的瓷片，一片是樊红，一片是青花釉里

红。他连续很多天反复摆弄这两件瓷片，

琢磨可以设计成什么。忽有一日，杜建毅

灵感乍现，将两片瓷片一左一右组合设

计成一件蒙古族服饰，最妙的一点是，右

侧青花釉里红瓷片的一条红丝恰巧与左

侧樊红瓷片神奇契合，恍若自然连缀的

衣服纹路。

杜建毅形容，自己每次画图设计时

总能从中得到极大乐趣。“我每天干的是

我喜欢的职业，直到今天我干了 52年没

烦过，一直这么高高兴兴的”。

每当有人问杜建毅是否收徒，他都

会说，自己有 3 个条件，能达到了就收。

“第一，你要从心眼儿里喜欢这个职业，

不挣钱也干；第二，你得有美术功底，懂

线条，有审美；第三，家里不是只靠你挣

钱养家”。

3年基本功、5年独立操作、8年能带

徒弟……这是杜建毅内心对年轻匠人的

一个基础要求。然而，他也经历过失望和

遗憾的时刻，比如有一些青年只学了几

个月、两三年就迫不及待地出去用手艺

赚钱。

杜建毅直言，只要有人愿意学，他的

工坊“永远开着大门”。他希望每个走近

花丝镶嵌的年轻人，能真正心怀理想和

热爱，一如他怀揣喜悦与满足感的执着

坚持。

在工坊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见到

了杜建毅的学生李霖林。2016 年，李霖

林大学刚毕业就来到这里学习花丝镶

嵌，至今已学习 7年。

李霖林原本在广东的大学里学习珠

宝首饰设计，大三时接触到花丝镶嵌工

艺。作为南方人，她原先对这门存在于北

方宫廷里的传统技艺毫无了解。“当时是

杜师傅带出来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讲花

丝镶嵌课，我因此知道了这门工艺。”李霖

林笑言，当初她是全班最感兴趣的，学得

很入迷。她的兴趣和热爱也打动了老师。

李霖林大学毕业没回家乡，直接拖

着行李箱一路北上，成为杜建毅的学生。

她觉得自己学习花丝镶嵌这些年下来，

整个人内心越来越沉静，不会受外界浮

躁和内卷的气息影响。

为了拉近非遗技艺和年轻群体的距

离，李霖林说，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制作、

线上展览等方式展现花丝镶嵌技艺的

美。展现非遗文化的影视

剧，让非遗技艺的受众面

更广了。“看到弹幕评论里

很多人都说想学非遗技

艺，我挺高兴的”。

传统不是过去式，花丝镶嵌匠人用热爱点燃传承之火

实习生 赵梦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敏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每周，
这样优美的歌声都会伴着悦耳
的古筝伴奏从位于北京市西城
区的白孔雀艺术世界宋丹的工
作室传出。

宋丹是一名民乐教师，多
年来，她以古筝弹唱的形式演
绎中国民族音乐作品，并出访
多个国家，进行民族音乐文化
艺术交流。她对中国青年报社

《你好，朋友》栏目记者表示：
“音乐是我抒发情感的第二种
语言，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
更多人了解民乐、喜爱民乐。”

36 岁的宋丹已与古筝打
了 30 年的交道。“古筝和声乐
是我从小就坚持的两项音乐学
习”。从小在父母歌声中长大的
宋丹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6
岁那年，刚刚踏入小学的她被
学校开设的古筝班深深吸引
了，“母亲说，你要是好奇，那就
去试试看。”

这一试便成就了宋丹的美
好人生。宋丹介绍，开始学习古
筝时，她每天都要练习半个小
时以上，重复的曲子一遍又一
遍地弹，直到变成肌肉记忆。当
好奇变为每天重复的练习，厌
倦感也随之而来。为了逃避练
习，宋丹“耍”了很多小聪明，比
如每天半个小时的练习中，她
要花5分钟的时间戴指甲、中途喝口水、上个
洗手间……

即使这样，宋丹也还是把练琴这件事坚
持了下来。之后，她反而沉浸其中，学习古筝
风雨无阻，埋头苦练到深夜都是家常便饭。

2006 年，宋丹顺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
成为当年音乐教育系综合方向录取的14人
之一。在大部分都是钢琴特长的学生中，她是
唯一一名古筝乐器搭配声乐考入的学生。进
入大学后，宋丹跟随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声
乐教授、古曲教育家王苏芬系统学习民族声
乐古诗词歌曲演唱的技巧和方法，包括琴歌、
唐诗、宋词等。

“霸得蛮，耐得烦，吃得苦。”这位来自湖
南株洲的“湘妹子”用家乡人的精神性格来形
容民乐学习带给自己的收获。她说，古筝的学
习给自己带来的更多是品格的历练。“学习是
一辈子的事情。我在有限的时间内坚持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就要尽量把它做到极致。”

曾有多次出访经历的宋丹回忆起在俄罗
斯克里姆林宫“中俄汉语年”活动，仍会激动
得落泪。当时，她与同伴共同演唱《歌唱祖
国》，“我们民族的音乐响彻整个大厅，我特别
骄傲、自豪。”

后来，她逐渐将对民族音乐的自豪和
喜爱转变为传承。从大三起她就开始进行
实习教学，她所教授过的学生最小 4 岁，
最大的已逾古稀。从她的角度而言，教学
中育人比技法更重要。“我觉得技法上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是在这个过程中去
感受怎样育人，怎么去引导一些零基础的学
生喜欢音乐。”

在实际教学中她也会根据学生不同阶段
的特点，给学生更加适合、新颖的教学方
式。“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也听不懂道理，
那在学习的时候就可以调整到他喜欢的曲
目。比如说有个大概弹到五级水准的孩子遇
到了抗拒期，我就问他你喜欢什么作品，他
说我喜欢《大鱼》，那我马上就给他弹一段调
起他的兴趣，下一节课我就会给他安排相关
的作品，再把他需要掌握的技巧穿插进去。”

为了让更多孩子、零基础的成年人爱上
民乐，宋丹开始开办民乐推广公益课堂。
今年，她受邀参与北京青少年艺术普及推
广活动，开展中国民乐赏析公开课，每次
活动都能吸引数百名观众。活动现场，她
介绍中国民乐的发展历史、器乐类别等民
族音乐文化知识，邀请小演员现场演奏器
乐，不少观众在课后留下了宋丹的联系方
式，想要进一步学习民乐。

观众对民乐的喜爱与热情让宋丹欣喜
不已，她说：“每场讲座都反响热烈，无论
是公立学校还是市民文化中心，都激发了
大朋友、小朋友探究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
的兴趣。”

宋丹认为，中国传统民乐曲目是民乐的
根和脉，是民乐不可舍弃的生命源泉。她想把
民乐推广的公益课堂做得更加全面，并且坚
持做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传唱，在实践教学
中保留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宋丹说：“我的初心就是守住中国自己的
民族音乐，让更多的孩子对中国的经典民族作
品可以略懂一二。这是个任重而道远又有深刻
意义的事情。只有不忘本，才能更好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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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丹在工作室中教授学生古筝，从这里走出许多

优秀的古筝演奏者。 赵梦依/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实习生 粟 悦 文并摄

终于抵达天津东疆亲海公园时，天

津师范大学大二学生王春晖看了一下时

间——凌晨 4点 28分。

渤海湾吹来湿润的海风，海天相接

处透出微黄的曦光，这一切都提醒着一

群远道而来的年轻人——目的地到了！

这里是天津最先看见日出的地方。

近几个月来，“大学生特种兵夜骑东疆观

海上日出”成为各社交媒体上最火的话

题之一。年轻人从城市各个角落出发，夜

骑百公里，就是为了来到这里，面朝大

海，打卡津城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

越来越多年轻人聚集于此，也吸引

了“青年之友”——共青团关注的目光。

今年以来，团滨海新区区委启动了一系

列“日出东疆”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建起

漂亮的“青年之家·追光驿站”，陪年轻人

一起追光。

团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詹越希望，用

充满诚意的服务和陪伴，让更多年轻人

感受到“滨城”是一座充满青春梦想的城

市，是青年学生的向往之地。

跨越百公里去海边看日出

从地图上看，王春晖所在学校位于

城市偏西方向的西青区，而他的目的地

则在陆地最东的一端。这趟旅程需要穿

越天津的 6个区，行程约百公里。

各社交平台上，年轻人“夜骑东疆看

日出”的图片和视频早就在大学生中传

开了，“一直想来看看。”王春晖是天津

人，一直没在自己生长的城市看过大海，

是他心中的小遗憾。这次听说身边同学

有趁周末到海边看日出的提议，他立刻

加入了。“我的名字里有个晖字，可能就

注定了对追光有好奇和热爱。”

查了各种路线方案后，几个 20岁左

右的年轻人决定采用“骑行+公交”的方

式完成追光之旅。他们晚上九点半从学

校出发，骑行一段路后，乘上从天津市区

到滨海新区的轻轨——这是一段枯燥的

全高速路段。

抵达滨海站之后，真正的夜骑开始

了。他们发现现实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么

简单。一开始，7个人只找到 5辆共享单车。

于是大家一起推着车边走边找。好不容易

都骑上车了，他们才意识到选择的大路非

机动车道较少，来来往往的大货车不停地

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王春晖一边提醒大

家小心，一边跟大家开玩笑鼓舞士气。

边骑边聊，大约 3个小时过去，大家都有

点累了。到泰达第二体育场时，路边一块色

彩绚丽的展牌让他们为之一振，上面写着令

人怦然心跳的青春语录——“与风同行 骑

乐无穷”“骑行有终点，但我们的快乐没有”。

像是读懂了这些追光青年的心，展牌

上还清楚地写着：“距离东疆亲海公园 17.5
公里”。中间一个醒目的箭头指向“青年之

家”——这里是泰达街道团工委为“追光”

青年设置的追光驿站。驿站的展架上，大学

生们拿到了专为骑行者准备的免费反光手

环。“太实用了！”小伙伴们惊呼，大家拿了

几种不同颜色的手环，既炫酷又能在车灯

照射时形成反光，保证骑行安全。

团滨海新区区委基层组织建设部副部

长张玉莎告诉记者，这些细心的安排都是

团干部实地摸索出来的。

几个月前，团干部注意到，夜幕降临

后，泰达第二体育场附近总有不少大学生

聚集在这里。他们实地探访后才知道，这

是大学生骑行看日出的必经之路，很多人

骑到这里已消耗了大量体力，不得不停下

来休息。

“我们沿着学生在滨海的骑行路线，来

来回回调研了很多次，”张玉莎说，大家反

复琢磨追光驿站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呈

现给青年，“要让大家觉得有趣，还能感受

到温暖。”

不同的追光人 相同的飞扬青春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王春晖和 7 个小

伙伴在沿途的火锅店吃了个夜宵，稍事休

整后，凌晨两点多又骑上车出发了。这次他

们决心一口气直达海边，去见见心中期待

已久的那缕晨曦。

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车队前面还有

其他自行车队，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擦身而过的时候，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会彼

此高呼“你们加油呀！”。

“夏夜的天空挂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

有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兴奋感，好像探

险一般。”一个女生这样记录那段美妙的夜

骑经历，她回忆，最让她难忘的是，“各种肆

意的、随性的、疯狂的青春感与少年气。”

他们凌晨 4 点半来到亲海公园时，

发现有人到得更早。爱写歌的 20 岁男生

赵望元是来海边看日出找灵感的。他是

学校里的文艺骨干，痴迷音乐，如今已

写了 80 多首说唱歌曲，并在音乐平台上

发布了 7 首原创作品。这次他带着女朋友

一起来，想把眼前的美景和美丽的心情都

写进歌里。

夜色下的东疆港呈现出北方第一大港

的独特美感。海边，一座闪着灯光的“追光

驿站”，像是深夜为大家守候的一盏灯。

等到天边出现了第一丝曙光，朝霞最

红最浓处亮起一片金黄，短短一刻间，一丝

丝、一抹抹、一层层……整个海面顿时全被

染成了金黄色。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人

们发出欢呼声、惊叹声，举起手机定格这瞬

间的美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光

晨光中，小小的追光驿站也披上了一

层金黄，它像一个好友站在人群后面，静静

地看着大家欢笑、奔跑。

从日出的美景中缓过神来，王春晖才

意识到，一路上被蚊子咬得难受。他们来到

驿站，有志愿者微笑着递过来驱蚊液。

这座驿站整体设计充满青春律动。

为更好地服务青年，东疆团组织精心设

计 了 打 卡 墙 ，准 备 了 许 多 座 椅 和 小 马

扎 让 骑 行 者 来 避 风 歇 脚 。这 里 还 有 饮

用热水、充电宝、常备应急药品、驱蚊用

品等应急物资，当然也少不了志愿者温

暖的笑容。

团区委社会联络部负责人沈永博说，

考虑到志愿服务的强度大、时间紧等因素，

先采取青年突击队的形式进行排班，“历年

获得过市级及以上荣誉的先进个人和集体

作为首批志愿者，此外在职团员、团干部、

在校大学生等也都会陆续充实进来。”

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团委干事肖飞凡

是“日出东疆”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

者。距海边一步之遥，但肖飞凡却没有认真

地看过日出。当人潮涌来，她最关注的是大

家安不安全，能给大家提供什么帮助。

天刚擦亮，一对年轻的情侣来到驿

站求助。原来女生刚才在拍照时，不小心

在海岸边的堤坝上把腿擦伤了。“本来想

去周围找找药店，后来有人提醒我们来

驿站看看。”

看到有人受伤，等在追光驿站的志愿

者和天津滨海蓝天救援队队员一起上来帮

忙包扎处理伤口。

身穿蓝色工服的魏金澍和李兴新都是

蓝天救援队队员，这一天，他们的值班时间

是从晚上 10点到第二天早上 8点——这是

骑行者最集中的时段。

“日常的突发情况主要是擦伤、崴脚等

小意外，我们可以及时做一些消毒处理等。”

魏金澍说，此外他们也会对游客进行一些关

于溺水、防暑、安全防护等知识普及。

追光驿站的打卡墙上，来过这里的年

轻人会留下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肖飞凡

最喜欢那句“因为心中有梦，所以眼里有

光”。对和她一样的志愿

者而言，让每一个追光人

收获梦想和快乐，感受来

自这座海滨城市的诚意

和温度，就是他们心中的

那道光。

面朝大海 陪你追光

杜建毅（左）和李霖林。

追光驿站“陪”夜骑大学生看日出。

团福建省安
溪县参内镇委紧
紧 围 绕 中 心 工
作，着力提升组
织力，坚持党建
带 团 建 ， 组 建

“青云联盟”，选
派青年团干担任

“红色特派员”，
建 立 “1 + N +
1”结对帮扶机
制，夯实基层组

织基础；着力提升引领力，构建“青
云之声”融媒体矩阵，开展“青云宣
讲队”“茶乡青年说”等活动，在

“破圈”传播中凝聚共识，守好意识
形态阵地；着力提升服务力，围绕

“我为青年办实事”开展调查研究，
实施项目化、常态化服务，多措并举
推动“扬帆计划”，打造人才实践就
业热土。未来我们将大力实施青春建
功“先锋”工程，深化“三争”行
动，选树“担当者”，争创“青廉示
范岗”，不断擦亮“青”字号品牌。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新乡机务段

团委书记 黄鹏祥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

参内镇团委书记 吴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