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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万齐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太空之上，星月交辉，而人类向宇宙更深处漫

溯的好奇心与行动力，从未停止。“星河角落：步天

歌”科学艺术展，正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举行。

展览以舷窗中看到的一颗蔚蓝星球为起点，

这件名为《蔚蓝色星球》的作品，让观众仿佛置身

于距离地面约 400 公里的太空回望地球。中国首

批航天员赵传东的配音随着画面响起，邀请更多

人步入“星河角落”。

展览主办方“星河角落”代表及策展人安久，

在中国青年报社“温暖一平方”直播间接受专访时

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宇宙中浪漫地一直旋

转着，地球带着我们每秒在宇宙中转动约 465米。

这件作品让大家从进入展览的那一刻就能以宇宙

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也感知到人类与天文学

密不可分。”

时代美术馆执行副馆长刘威威说：“希望能让

更多人抬头仰望星空，这与时代美术馆希望更多

人走进美术馆感受艺术的想法不期而遇。当人们

向外探索宇宙的时候，实际也是向内探究自我的

内心。这种内外之间的关联思考会让我们的精神

世界更加辽阔与强韧。”

看，宇宙正在纺织、星云也有旋律、对星星说

的悄悄话正在太空流浪……

诗意的科普和浪漫的讲述

展览由星河角落、《中国国家天文》、时代美术

馆联合打造，历时 3年，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天文摄

影作品、天文主题艺术装置等多种表现形式的作

品，带领观众开启光年之外的“暗夜之旅”。

安久介绍，展览名字的由来是艺术家、科学

家、天文爱好者们，共同对宇宙探索而产生的“角

落”故事；而“步天诀”是中国古代一部以诗歌形式

介绍全天星宫的著作，之前仅传于皇家和观象台

之间，普通百姓无法看到。

“我们邀请了艺术家、天文科学家以及普通人

来呈现自己的作品，希望能够进行公众与天文真

正意义上的连接。让天文科学从研究的高阁中走

出，成为可以被普通人感受、体验甚至互动的文化

内容。”安久说。

展览汇聚 10个国家的近 30件跨界艺术作品，

展示着不同个体与宇宙或硬核、或诗意的对话。

《步天歌—十二月令》将诗歌转换成集天象、

历法、干支等要素为一体的交互数字影像；200个装

有不同矿物质和石头的吊瓶构成了《我们的星际

身体》，让观众在触摸瓶子时感受到，我们身体中的

元素源自恒星的爆炸；《月鹅领地》则介绍了艺术家受

科幻小说启发，模拟月球环境训练“月鹅”，并创作影

片的故事……

让安久印象最深的作品是她和艺术家李昊哲、

音乐人钱正昊合作的《天体乐章》，从真实拍摄的深

空天体数据到人工组成的彩色影像，再使用“声化技

术”将真实天文图像转化为声音。创作提出了“每个

人都可以触及星空”的畅想，希望让视障人士也能聆

听天文图像，并感受星河的浪漫。

“仰望星空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

作为一名星空摄影师，起初安久只是想在社交

媒体分享自己拍下的照片，随着作品被越来越多人

看到，她感受到了记录星空的意义。抑郁症的小孩儿

看到星空以后逐渐走出阴霾；为考研压力所困、想要

离家出走的年轻人看到浩瀚星河以后，觉得自己所

烦恼的事情微不足道……

也许，正如展览主办方星河角落所希望的——

在惊涛骇浪的生活中，无垠纯净的星空始终是能够

治愈大家的乐土。“星空就像一条纽带，有人会去传

承，然后再度发光。我想让更多人去发现这样一个美

好的地方，因为仰望星空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

安久说。

公益艺术项目“步天计划”首次在展览中亮相。

该计划邀请所有人共同讲述宇宙故事：有人任职于

国家航天局，参与过一个又一个的探索任务；有人是

大学教授，用水墨与影像探寻着宇宙；有从 5岁就开

始创作天文艺术的女孩，在科学家爷爷的故事中穿

越星际；有和星星对话的孩子，把言语打包到太空，

除了她与星星，没有其他人知道……

安久说：“并不是展示完作品就完了，‘步天计

划’会一直接收大家的想法，它就像宇宙一样，一直

更新。‘步天计划’丰富了此次展览的易进入性，让天

文不再‘高高在上’，而能落地实现普通人的畅想。”

本次展览举办地北京时代美术馆，坐落于华熙

LIVE·五棵松商业区内。在商业街区建一个美术馆，

逛街的人不经意就逛入了艺术。刘威威说：“艺术想

要具有公众吸引，就要在大品牌和人流量比较大的

公众区去展现，商业街区的美术馆本身就有助于解

决艺术的公众传播问题。”

艺术与科学在顶峰相见

很多人觉得，科学是理性的，艺术是感性的。那

么，理性和感性碰撞的结果是什么？科学和艺术的跨

界融合又会带来什么？我们或许可以在“星河角落：

步天歌”中找到答案。

近年来，天文科学迅速发展，无论是中国航天事

业的发展，还是诸如《三体》《流浪地球》等科幻作品

的走红，大众对天文学关注度的“水涨船高”，为一个

有关星空的展览提供了策划基础，让展览能够回应

时代命题。

“我们叫时代美术馆，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关注

时代、感受时代、回应时代。”刘威威说。长期以来，

北京时代美术馆力求突破传统的艺术与表现形

式，推进艺术的跨界思考和探索，让艺术真正融入

公众生活。

在刘威威看来，要做好艺术和科学的结合，首先

要有对课题的严谨研究与扎实的科学技术做支撑，

并佐以艺术的开放性、启迪性和浪漫特质。“科学家

一般不会主动对艺术创作产生好奇，但他们会用科

学的视角去观看艺术。当艺术家的涉猎足够广泛的

时候，他们也渐渐愿意去涉足科学主题。”

因此，本次展览邀请《中国国家天文》主编苟利

军做科学总顾问，同时展出一些深入欧洲航空航天

领域艺术家的作品，致力于找到科普性和艺术性平

衡的支点。

刘威威认为，艺术和科技的“破圈”交融，应是艺

术走向科技。“科技是严谨的、讲求逻辑的，但科技也

需要人文关怀，科技的发展本质是要服务于人类的

福祉。而艺术让科学变得有温度，让科学的发展能够

被公众理解。未来人类发展的路径应该是，艺术与科

学在顶峰相见。”

展览以蔚蓝星球开始，以水墨光

年结束。乘着科学艺术之舟驶向星河

角落，还有永不落幕的星光，给你宇

宙级别的浪漫。

把 星 空 搬 进 美 术 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抬眼望去，青黑色的群山拔地

而起，云雾像从天空浇下来一样流动着。此时，江苏省无锡

市锡山区查桥实验小学的语文教师曹小勇望着这般景色，

不觉吟诵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古诗：“青海长云暗雪山……”

2022年 8月至今，曹小勇一直在青海省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群科工农兵小学（又名：黄河小学）支教。在这

里，有 32年教龄的他负责五年级 1班 50余位儿童的教学

工作。像曹小勇一样来自无锡的支教老师在化隆有 6人。

近 3 年来，无锡海东东西部协作工作向结对“全覆

盖”、合作“全方位”、各方“全参与”发展。无锡海东东西部

协作工作组组长谭军介绍，立足东西部协作，3年来，无

锡向海东拨付资金累计 10.88 亿元，实施 449 个项目。无

锡紧紧抓住将海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品优势

转化为企业优势、企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帮扶思路，

积极协助海东市县（区）谋划引领性项目、打造高原特色

产业、扶持龙头企业、打造协作园区等工作。

曹小勇经过与学生交流后得知，班里的小莲是一名

留守儿童。她的父母都在江苏太仓开牛肉拉面店。

今年 6月，小莲的父母回乡探亲。借此时机，曹小勇

对小莲一家进行家访，得知 33岁的小莲父亲，已4个年头未

见过女儿了。

看到一家人温馨团聚的场景，曹小勇的眼眶也逐渐

湿润。在支教的一年里，他甚至不忍心给学生布置关于

父亲、母亲的作文。“在无锡，学生在学习人物描写时

以父母亲为题材太过常见。但在这里，学生可能写不出

来。”在曹小勇的眼中，这些朴实可爱的学生让他感动

又心疼。

曹小勇是东西部协作人才交流的缩影。3年来，无锡

组织 350余名各类专家到海东多个医院、学校、企业开展

学科建设、业务培训、授课示教，重点帮扶海东第二人民

医院、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乐都区东林学校，致力于

将“两院一校”打造成人才支援的高地、组团帮扶的阵地、

培养现代办医办学管理人才的基地。

“这样的副县长真少见，和我们一起在地里刨土！”互

助土族自治县哈拉直沟乡盐昌村老百姓嘴里念叨的副县长

是无锡来的挂职干部马晓东。2007年时，大蒜价格暴涨，村

民朱兴安与乡亲们种植了 4600多亩大蒜。让朱兴安感到崩

溃的是，丰收时节，大量大蒜上市导致蒜价暴跌。有些村民

竟然把收获的大蒜倒入河中。

马晓东通过大量的走访调研获知，哈拉直沟乡有 50多
年的大蒜种植传统，大蒜品种十分优异。于是，他将当地的

大蒜取样送到江南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多个机构进行检

测。他惊喜地发现，当地的大蒜包含大蒜素、维生素含量等

多个指标都达到 A类品质。这样品质的大蒜特别适合用于

加工当前国际、国内市场畅销的黑蒜。

其中，互助独头蒜更是“农民种在地里的黄金”。马晓东

意识到，朱兴安等“种蒜能手”大多只会种植普通蒜瓣，没有

大规模种植独头蒜的经验。

2021年，朱兴安地里大蒜的独头率仅为 5%。为了提高

大蒜的独头率，农业专业出身的马晓东长期扎根盐昌村。他

与朱兴安等村民吃住在一起。每年，马晓东都要来哈拉直沟

乡 200余次。

在不断的摸索中，朱兴安也被马晓东推荐，前往无锡等

地学习独头蒜技术。经过 3年的打磨，他田里大蒜的独头率

如今已达到 80%以上。

记者在朱兴安的大蒜基地看到，马晓东正在田里观察大

蒜的生长情况。他戴着一顶草帽，皮肤已被晒得泛红。鞋上全

是黄色的泥巴。此时，他兴奋地看着田里的大蒜，像小孩子一

样指给记者看：“这一片应该全是独头蒜！”

让朱兴安等村民感到心安的是，马晓东不光教他们

技术，还帮助他们售卖。马晓东积极推动国内大蒜龙头企

业——江苏东方黎明集团与该县大蒜种植户开展合作，并

建设 500亩高原独头蒜有机种植基地。

基地建设前，这片土地是一片苗木地及撂荒地，撂荒年限

长达 12年。通过东西部协作建设机遇，马晓东等工作人员完成

苗木地整治380亩、荒地整治130亩，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基地建设运行按照“村集体+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这样的合作模式依靠企业订单，解决农户销路问题。

这样下来，每斤独头蒜可以卖到 6.2元。

近 3年，立足乐都蔬菜畜牧、平安富硒、民和中药、互助

大蒜、化隆拉面、循化民族制品和清真食品产业，无锡协助

海东持续打造产业帮扶名牌。

而无锡市锡山区的挂职干部鲍雪峰刚到化隆当副县长

时，并不适应这里的高海拔气候，每天晚上都很难入睡。早

晨，鼻腔里经常有干血。

鲍雪峰联系到曹小勇，询问老师们的食宿情况。在听

说工农兵小学没有条件为老师提供午饭后，鲍雪峰立即

联系在当地进行援建项目的一家国企，并让老师们顺利

地在企业食堂内就餐。

1999 年出生的甘晓萱是无锡梁溪区

前来支教的数学老师。此次，她住进青年人

才公寓的单人间，心里十分高兴：“这里不

仅管住宿，还管饭，解决了我们支教老师的

后顾之忧！”

从水乡到高原：东西部协作建“连心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通讯员 涂新宇

挥毫落纸云烟图，引笔奋

力鸿鹄志。这些日子，在安徽

淮南师范学院书法教室里，

“老中青”三代人不惧酷暑，用

毛笔为 2023年录取新生手写

录取通知书。

这支 20 人书写队伍由

学校退休老教师、在职教职

工、六如书法工作室成员及

热爱书法的大学生组成，他

们用隽永秀丽的字体为 5000
余名 2023 级新生书写录取

通知书，目前通知书已经陆

续发出。

通知书样式确立由美

术与设计学院孔德禄老师

完成——外封面以大气的中

国红为底色，配以烫金的录取

通知书字样。衬纸则是采用 80
克米黄色仿宣纸制作而成，纹

理柔韧自然，样式古朴怀旧。

书写者则统一用小楷为新生

写下姓名、录取专业及学院等

信息。校长程刚更是高度重视

给新生的“第一份礼物”，为了

确定录取通知书上的签名字

样，他认真练习一晚上，终于

在密密麻麻的手稿中挑选出

最满意的签名。

退休老教师毕传华表

示，书法手写录取通知书传

递了一种价值观和理念，希

望学生们能理解活动背后蕴

藏的匠心和一丝不苟的做事

态度，在入学后能合理安排

学习生活，选择一种爱好并坚持练习。

“书法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

缺的载体，它不仅是汉字的艺术表达形式，是

一种实用技能，也是美育的重要形式，兼具道

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功能。”在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汪保群看来，希望以书

写通知书为契机，激起大学生对书法文化学

习的兴趣，提升他们对书法的认知与理解，提

升文化自信。

作为学校书法教研室、书法文化研究所

负责人，陈大利和同事一直思考如何将书法

文化研究、教学与服务相融合。7月初，他提出

用毛笔为新生手写录取通知书倡议后，得到

教研室同仁热烈响应。确定书写者人选后即

建立微信群，随后分发毛笔、布置任务、临摹经

典小楷字帖、重点练习各二级学院和专业名

称。其间，很多老师和学生将书法练习作品发

到群中，包括颜楷、欧楷、王宠小楷等各种风格。

7月20日，集中书写的第一天，每位书写者都

感到了紧张，毕竟都是写录取通知书的“新手”。

陈大利感慨，大家对待每一份“新生的礼

物”认真到近乎苛刻，注意因横画的长与短、

竖画是否出头、结字位置是否准确等细节，目

前已经废弃了近 600份手写通知书。

在古典音乐伴奏下，经过连续几天书写，

书写者逐渐放松下来，状态和效果渐入佳境。

休息间隙，“老中青”三代师生或交流，或练

字，或作画，或赋诗，大家都很享受本次手写

录取通知书的工作。“气清意静心如水，笔墨

生涯书自高。”青年学生汪弋宸感慨，自己不

仅与各位老师交流书法技巧，也更深入了解

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受到书法艺术的魅力。

学生李潇柯从小学便开始练习书法，上

大学后加入学校兰亭书画协会，和几位爱好

书法的同学建立了“革命友谊”，经常交流经

验、互相分担任务。

此次活动，为达到最佳效果，他借助外界

工具辅助，提前将要写的字样输入手机App上，

利用 App集字功能呈现历代书法家对字样的

写作手法，再进行临写，“写作过程中，我不仅是

一位书写者，也是一位练习者”。

“我 3个小时只能写 30份左右，每一份我

都一笔一画认真对待。”他真诚希望拿到手写

通知书的新生都能感叹一句“这个字真好

看”，也希望他的用心书写能让新生对于大学

生活多一分想象与憧憬。

李潇柯说，现场，还有学生志愿者检查书

写过程中的疏漏，整理写好的录取通知书，还

有人负责磨墨、清洗毛笔、砚台，大家亲切地

称他们为“质检员”。

参加书写录取通知书的老教师代表方川

教授向现场帮忙的大学生志愿者普及文房四

宝等常识。他说：“每写一张，都好像与不曾谋

面的孩子们对话，希望把自己对书法艺术的

理解，通过手书通知书的方式传达给 2023级
新同学，让他们未入校门就能深深感受学校

的人文关怀。”

一天的书写结束后，70余岁的退休老教

师丁名海即兴口占一绝：“师生共写通知书，

笔画精微细推究。风格各异写小楷，浓郁墨香

自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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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集
团团委始终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
线，以“青年安全生产
示 范 岗 ”“ 青 年 文 明
号”为抓手，立足岗
位，从小处着眼，从细
微处入手，通过青年创
新创意大赛、安全生
产劳动竞赛、班组竞
赛、岗位技能竞赛为

团员青年提供提高技术、本领的平台，
为恒丰集团降本增效、技术创新贡献青
春力量。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企业团
的十九大代表优势，深入系统地学习领会
团的十九大精神，助力企业团员青年政治
素养再上新台阶。

作为基层团组织
的书记，我积极带领
支部青年围绕南方电
网公司重大专项科技
项目“就地智能化的
配电线路故障隔离、
自愈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应用”展开攻
关，克服了多项技术
难题，目前，该项目
已在六盘水供电局试
点应用，实现 20 余

次故障精确隔离并自愈转供电，电缆故
障巡视时间平均降低4小时。城区分局
团支部将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
展电网技术攻关，“青”力助推公司创
一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

团团委书记 李培培
南方电网贵州六盘

水供电局城区分局

团支部书记 胡肸

图为展览海报、作品《轨道》、作品《蔚蓝色星球》、

作品《我们的星际身体》、作品《天体乐章》。 受访者供图

在最高法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人民法院要坚决防止谁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

有理等“和稀泥”做法，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司法回归本源、捍卫公平正义。 漫画：程 璨

法律为好人“撑腰”，不“和稀泥”

淮南师范学院老中青三代师生为新生毛笔书写的

录取通知书。 校方供图锡山第五批援青支教小组成员沈天洋正在数学课上教孩子们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