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王一工正在用酒瓶改造玻璃水杯。 受访者供图

②王一工将拓染的四件套铺在零压智能床上。 张茹鑫/摄

③张嘉欣手工制作的毛线坐垫及玩偶。 受访者供图

④陈一诺手工改造的智能台灯。 受访者供图

⑤王一工的厨房一角。 张茹鑫/摄

⑥王一工正在切割木板。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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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召（27岁）

每天穿梭于神农
架的山间，却无暇欣
赏美景。身旁就是
飞 驰 而 过 的 高 铁 ，
一 个 月 才 回 一 次
家。郑渝高铁开通
后，我和3名工友在
远离工区的防洪看守
点一周一轮换，工
区管辖的 14 个隧道
口、6 座桥梁和两段
路基，我和工友们
一起不知巡检过多
少遍。这就是我在
郑渝高铁负责防洪防
汛工作的日常。

郑渝高铁是“八
纵八横”高铁主通道
呼南通道的重要构成
部分，对中原城市
群、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起到重要促进作
用，所以我很清楚，
自己肩上担负着多重
的责任。

高 铁 安 全 无 小
事，防洪更是第一要
务 。 暑 运 开 始 前 ，
工 区 接 到 上 级 命
令，要对管内的隧
道口，防洪点进行
一次拉网式的隐患
排查，在征得工长
同意后，我带着班
组 3 名 工 友 上 山 下
河，查隐患、治病
害。山路崎岖，宽
点的检查通道也才
60 厘米，只够一人
贴 着 岩 壁 缓 步 前
行，甚至有的地方
还 没 有 打 通 道 路 ，
必 须 靠 徒 手 攀 爬 。
我们脖子上挂着望
远镜、腰上系上安
全带，包里装着各
式工具、食物、药
品，遇到过路蛇挡路
就用木棍挑开，蚊虫叮咬就擦点药水止
痒，饿了吃面包、渴了喝点水。

郑渝高铁开通后极大便利了沿线
百姓的日常出行，所以当周边居民得
知我们是高铁工作人员时，很愿意提
供方便，甚至有的居民还要留我们过
夜吃晚饭。每当这时，我和工友们都
为自身是一名铁路工作人员备感自
豪。十几天时间，我和工友圆满完成
防洪隐患排查任务的同时，还摸清了
检查路径，熟悉了气候特点，对沿线
地质环境做到了心中有数。路上遇到
危石、危树，排水不畅等问题，我们
都是第一时间整治清理，确保防洪隐
患无处遁形。

暑期的兴山地区连续高温，平均气
温达到了 37 摄氏度，小小的看守棚
里，晴天太阳晒、气温高，雨天潮气
大、不通风，夜晚蚊虫在耳边嗡嗡响
个不停。喝水吃饭还能简单对付，但
因没地方换洗衣物，工作服只能简单
擦拭一下就继续穿在身上，汗渍蜇得
皮肤痒极了。虽然条件艰苦，但每当
在巡检路上看着一列列动车组从我守
护的桥隧上飞驰而过，我就觉得一切
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系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
公司襄阳工务段兴山高铁路桥工区副
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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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召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实习生 郑欣宜

走进 90 后视频博主王一工的家，透

着小巧思的手工改造处处可见：为投影仪

量身定制的床头置物板，几根水管拼接成

的落地灯，一喊即开的智能化的窗帘、灯

光……智能化与生活感在这间 14 平方米

的公寓里被巧妙融合。在王一工看来，这种

化腐朽为神奇的手工改造过程，就是他最

享受的生活方式。

在地上铺好白色被套，用胶带贴满大小

各异的树叶，拿起锤子，蹲在地上对准叶片

的脉络一下下敲打，王一工将手中的被套铺

展开——大大小小的树叶拓染在被套上，形

状各异，错落有致，还散发着草木的芳香。这

床“秋色拓染”四件套，是他送给姥姥的礼物。

这是一次成功的 DIY 现场。DIY 是

“Do It Yourself”的英文缩写，意思是自己

动手制作。

DIY 最初兴起于电脑的拼装，并逐渐

演绎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生活方式。简单

来说，DIY 没有专业资质的限制，想做就

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 DIY 做出一份私人

订制表达自我的“产品”来。

如今，90后已是各大城市租房和购买

小户型的主力。当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空间

后会如何对待这片小小的自由天地，90后
与前几代人有何区别？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走进了几个 90 后 00 后的家，发现很多

年轻人在工作之余，也喜欢自己动手改造

美化自己的生活，打造出个性化十足的创

意空间。

“手工是一件充满温度的事情”

刚来到北京时，王一工为了省租金，和

同事住在一间半地下室里。他现在还记得

房间里那股霉味儿，“常年见不到阳光，我

的床位还紧挨着厕所，连床单都因为遇潮

而发黄。那时候我宁愿主动在公司加班三

四个小时，也不想回宿舍”。下班回家总是

深夜，王一工摸黑躺回床上，盯着低矮的天

花板，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他太渴

望有个自己的家了。

后来，王一工搬出了宿舍，开始自己租

房，直到买下现在这间小公寓。“我想过很

多次我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下终于有

了足够的空间和自由能让我放开手脚，打

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家了。”最让王一工高兴

的就是，能重拾起大学时期的爱好，按照自

己的想法动手改造。量裁、切割、连接灯带、

拼装透视镜和木板，最后再贴上仿墙砖贴

纸，一张别致的“深渊茶几”下映出了无限

延伸的空间；将桃木对半劈开，画上简单图

样，用线锯割出雏形，再用壁纸刀一点点打

磨精细，小巧的桃木簪子逐渐显形；用投影

仪把梵高的画投到大块粗麻布上，画笔描

摹后，举起手持缝纫机，把彩色毛线打入麻

布，一张“油画”地毯就大功告成。

两年时间，空荡的屋子逐渐被各种各

样的手工作品填满，按时间顺序排列开，甚

至能看出设计和制作上的逐渐成熟。小到

挑选一片树叶，大到打造一张方桌，对王一

工来说，手工制作的每一步都倾注了自己

的心血，“我愿意花时间不断钻研，并在动

手中结合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把它们一一实

现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温度的事情”。

那床“秋色拓染”四件套，被王一工亲

手铺到了姥姥的床上。看着她坐在床上，珍

惜地抚摸床单的样子，王一工感觉，这就是

手工的意义。

“房子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的”

不只是王一工这样的“专业”家居博

主，更多年轻人也正在对手工改造显现出

浓厚的兴趣。

00 后张嘉欣就是受到网络视频影响

开始在家里 DIY 的年轻人之一。“其实一

开始选择自己动手，只是为了省钱。”去年

本科毕业后，张嘉欣找到了一份在广州的

工作，开始了租房生活。等添置完生活必需

品，她发现预算不够了，“请一个油漆工都

要上千元，我不如自己刷墙”。

戴着一次性浴帽，翻出一件旧衣服套

在身上，张嘉欣踩着梯子“上了岗”：拿着铲

刀刮掉旧墙皮，用腻子膏填补上漏洞，再用

滚筒刷从上到下刷上漆，一遍不均匀就再

补一遍……看着干净的墙面，张嘉欣发现，

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

为了找刷墙教程，她翻看了不少家居

博主的视频，其中有不少人也在分享旧物

改造和小手工的制作，这些充满巧思的视

频给了张嘉欣动手的启发。跟着视频指

导，她开始尝试做起手工：旧椅子被换上

粉色绒毛布的“新衣服”，闲置的快递盒

经过拼装变成了双层收纳架。她发现，

“只有真正去做了，才能知道自己的动手

能力有多强。”

只要一做起手工，张嘉欣就会沉浸在自

己的世界里，看着普普通通的一居室被自己

用喜欢的手工风格慢慢布置起来，她感到成

就感十足。“虽然房子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

的，手工让我更加品味出生活的美好。”

对 95 后陈一诺来说，她更偏爱于“硬

核”的智能化改造。3 年前，陈一诺在杭州

定居，买下一套小户型，置办家具时，她被

刷视频看到的沉浸式智能家居体验吸引，

这也让她找到了家装改造的方向。

从对着墙壁钉挂投影幕布，到登上梯

子更换智能窗帘，再到买来网关、智能开关

和感应器，跟着教程拆卸、接火线、拧螺丝，

给家里装上感应灯，陈一诺的改造一步步

“升级”。现在走进家门，只要一句语音指

令，全屋电器便能实现智能化联动，而其中

的大部分都是由她亲自动手改造而成。尽

管改造中途也遇到过各种难题，但陈一诺

觉得，有挑战才更有乐趣。

每一次戴上手套、拿起工具，都让陈一

诺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别人能做到的事情

我也能做得很好，通过双手慢慢把家变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是我愿意花费时间和精

力钻研的事情”。

“我们决不能低估年轻
人的创造性和动手能力”

陈一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许多

与她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在网上分享自己

在家的手工和改造，手工类短视频的热度

也不断攀升，一股“手工热”正在年轻人间

慢慢流行起来。

近日，《中国青年报》在微博发起的一

项投票显示，有 58%的受访者认为在居住

环境不够舒适时，自己会选择动手进行改

造。而另一项投票中，45%的受访者认为

在动手能力上，现在的年轻人和老一辈各

有所长。

年轻人自己动手的意愿为什么越来越

强了？在广州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姚华松看

来，追求个性化和归属感是重要原因。他指

出，动手改造是一种能反映出居住者主体

性意识的行为表达，不但令居住空间更有

温度，成为一种情感的载体，也让作为物理

环境的“房子”真正成为有社会与文化关系

联结的“家”。

姚华松认为，年轻人对手工的积极态

度，是受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其

实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动手做点什么的意

愿，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没有太多让他们施展

的空间。短视频的流行，也让一些年轻人有

机会挖掘自己潜在的动手能力。”姚华松说。

“互联网时代下的视频传播有助于形

成一种有益的氛围。”浙江工商大学数字政

府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

展研究院研究员张铤分析，短视频的兴起

推动了青年手工“热”的快速升温。“年轻人

通过视频从研究、学习到模仿，再到最后形

成自己独特的创意和想法，能够创造出独

特的产品。”

王一工的视频评论区，也成了粉丝交

流分享改造经验的平台，能让更多人感受

到手工制作的美好，正是他将视频持续做

下去的动力之一，“工业产品到处都能买

到，但自己动手改造出来的东西，不管美与

丑，都是独一无二的”。

姚华松认为，工匠精神已逐渐作为常

识浸润于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年轻人在

动手过程中不但收获了深度参与感和成就

感，也强化了自我认同感，相比于能拿到速

成品的网购，DIY 反映出一种更受年轻人

推崇和欣赏的生活态度。

2022 年 8 月，中国正式迈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张铤指出，创造创新已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手工课

程与劳动课程的普及，让青年能更早认识

到动手能力的重要性。“青年是创新的一

代，青年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决定了

国家未来的创新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年

轻人发挥创意去进行的一些手工制作，就是

创新精神的一种体现。”

“透过手工改造，勤劳、质朴、韧性这

些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品质

在新一代青年身上得到了

体现与传承，我们决不能

低估年轻人的创造性和动

手能力。”姚华松说。

小户型何妨，租的又何妨，看我“硬核”改造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时间会验证我多爱你呀/就这样

静静地陪着你长大/我的温柔是你的专

属啊……”

这首《暖一杯茶》是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西樵实验小学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姚

雅倩的短视频作品最常使用的背景音

乐。她的账号里记录了许多她和学生的

故事，细碎、温暖、搞笑，也让人感动。

但这个夏天，“平静”的账号却被一

则“小拳王”的故事掀起巨大的流量水

花，让姚雅倩账号的粉丝数激增到 130
万，累计获得 1795万次点赞。

李行原本是姚雅倩班里最难管的孩

子，他梦想着成为世界级拳王，每天跟班

里同学干架，企图从征服身边的同学开

始“实现梦想”。

“一物降一物，李行遇到了我。”姚雅

倩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她

成为李行的班主任后并没有苦口婆心地

说教，只要李行跟同学打架，姚雅倩便会

让他们牵手、拥抱，直到双方主动和好。

姚雅倩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鼓励李

行：已经一星期没打架了；也会拿着数学卷

子激动地对他说：“李行你进步了，你做对了

一道题，你好厉害呀，你要向学霸迈进了！”

在姚雅倩的鼓励下，李行不再跟同

学打架，他开始有集体荣誉感，主动完成

作业，竞选班干部。

毕业那天，李行塞给姚雅倩一张纸

条：姚老师谢谢你，我这么调皮你都没有

放弃我。姚雅倩在短视频里说，“他的梦

想依旧是拳王，只是他的拳头不再朝向

同学”，因为他明白了成为拳王的第一

课，是挥拳朝向过去的自己。

在姚雅倩的班里，还有许多调皮捣

蛋的小男生，他们可能之前被贴上坏孩

子的标签，“但我总能找到他们身上的

闪光点，然后放大 100 倍、1 万倍。”姚雅

倩说。

“姚雅倩是一位拥有巨大能量的老

师，在她的班里，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存在、都有参与感，孩子们在参与的过

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会极大提高他们

的自信心。”西樵实验小学副校长刘少桃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这与

我们西樵实验小学追求教育的真善美理

念相符合。我们始终相信每一名学生都能

找到适合自己的生长方式，发现他们的潜

能与个性，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姚雅倩的巨大能量源于儿时的梦

想。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工作，1993 年出

生的姚雅倩从小被姥姥姥爷带大，小时

候她常会搬来小黑板模仿老师的样子为

姥姥姥爷讲课。在账号的简介一栏她写

道：励志要做小时候自己向往的课下朋

友课上老师的师生关系中的那个老师。

老师真的可以跟学生做朋友吗？姚

雅倩首先遭到了家长们的质疑，担心她

年纪太轻经验不足，担心她拍摄短视频

是不务正业……但最终同学们的改变打

消了家长的顾虑。

唐轩杨刚从乡下转学过来时很内

向，老师们一度怀疑他有自闭症。“也许

是因为我也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参加

工作，我十分理解唐轩杨的孤独，所以我

在校园里看到他会非常热情地打招呼，

主动找他一起吃饭，给他讲许多笑话，拉

着他一起拍短视频。”姚雅倩说，“我不管

他搭不搭理我，我只要看到他有空，我就

过去找他。”

就这样持续了 3 个月，唐轩杨突然

对姚雅倩说：“老师我好喜欢你呀。”那一

刻，姚雅倩明白唐轩杨不再封闭自己了。

一次放学路上，姚雅倩遇到唐轩杨

的妈妈，唐妈妈说唐轩杨从小跟着爷爷

奶奶长大，反应有些迟钝、有些笨，给老

师们添麻烦了。但姚雅倩非常严肃地告

诉唐妈妈，唐轩杨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

孩子，他很聪明。之后的日子，唐轩杨慢

慢开朗了起来，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甚至

主动提出想做数学课代表。

唐轩杨的妈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受到姚老师的启发，我也开始学着跟

孩子做朋友，发自真心地鼓励孩子，跟孩子

心平气和地沟通，家庭气氛都好了许多。”

“姚老师改变了孩子的一生。”唐妈

妈说，作为姚雅倩带的第一批学生，唐轩

杨现在已经升入初中，在新的环境里，没

有了姚老师，他依然开朗，依然非常喜欢

数学，因为他已经从姚雅倩那里获得了

自信的能力。

姚雅倩说：“我始终坚信，黑暗里

的孩子只要被看到，被帮助，都可以闪

闪发光”。

跟学生做朋友，姚雅倩认为首先要多

关注他们的内心。“10后的小朋友内心单

纯也成熟，他们依然会因为被表扬而开心

地手舞足蹈，与此同时，他们在过小的年

龄接触了过多的信息，导致他们心里藏着

许多事。”姚雅倩说，“我从来没有把他们

当成小朋友，我们在一起非常平等，会互

相开玩笑，也会讲述自己心里的秘密。”

班里最乐于助人的乐呵小胖墩因为

体重被嘲笑而自卑难过，姚雅倩悄悄告

诉他，我不觉得你胖，你很棒，你很善良；

班里有女孩儿因为被起外号而崩溃大

哭，她会对女孩儿说，你是姚老师见过的

最可爱的小女孩儿，老师抱抱；看到班里

留守儿童在日记里写下“被爸爸妈妈爱

是一种什么体验呢，他们都说会很快

乐”，姚雅倩会在日记本里鼓励他，你一

定会热烈又快乐地生活。

姚雅倩始终相信“相信的力量”，“每

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只是在成长过

程中他们需要正确的引导。最重要的是

要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孩子一定会变

好，也相信他们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一次上课，窗边飞来一只蝴蝶，姚雅

倩问孩子们，为什么蝴蝶待在窗边不会

被风吹走，但一张纸就会被轻易吹走？因

为纸更轻，因为蝴蝶太胖啦……同学们

七嘴八舌地回答。姚雅倩告诉同学们：

“因为它有生命，有灵魂，有自己独立的

思想，有思想就不会轻易被风吹来吹去。

所以你们在面对一些不好的评价，面对

质疑时，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相信自

己，你也能像蝴蝶一样。”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应当是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听到

姚老师讲的话，同学们似懂非懂，但姚雅

倩觉得没必要强求，“生命需要经历，也

许多年以后同学们在遇到质疑与否定时

会突然想到这句话，能够给予他们力量，

这就够了。”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李行、
唐轩杨均为化名）

90后老师和她的10后学生们：相信相信的力量

姚雅倩与所带

班级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国有施工
企业团组织在
企业改革发展
稳定中长期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作为群团
的基础组织、
开展工作的基
本单元，中铁
十局二公司团
委将不断夯实
基础，全方位
加 强 体 系 建

设，矢志不渝当好党的忠实助手和
后备军。扎实推进“凝心”“聚力”“破
茧”“成蝶”四大行动计划，注重青年
思想引导，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做到
与党同心同行；深化生产攻坚活动，
发挥青年突击队作用，引导青年岗
位建功；激发团青组织活力，加强队
伍建设，打破能力素质瓶颈；贯彻青
年优先发展理念，构建全面育才体
系，加强青年优秀先进典型选树，发
挥榜样引领作用。青春由磨砺而出
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让我们在扛
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中奏响新时
代的青春之歌！

中铁十局集团第二工

程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李晨朝

新思想引
领新青年，新
使命呼唤新担
当。如今“恰同
学少年，风华
正茂”的美妙
年纪，是我们
要 昂 扬 斗 志
去 挥 洒 青 春
汗水的时代，
我 们 将 聚 焦
联系青年，服

务青年，凝聚青年，像海绵一样汲
取知识、智慧和经验，再以自己为媒
介把这些都变成势不可当的磅礴力
量，展现有思想、有能力、有本领、有
担当的新时代青年的新风采。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

石桥镇团委书记

李胜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