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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们
打造“守护稚翼”三
岔希望小学关爱行
动志愿服务品牌，
帮助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70人次，打
造书香之旅、文化
之旅和科技之旅；
中建科工的年轻人
履职担当，参与 20

余个江苏省高新、惠民项目建设，组织公
司青年承担新型铝蜂窝复合墙板、快装
折叠房（中施协青年研究项目）等多项课
题研究；带动青年技术人才以科技创新
驱动建筑现代化产业拓展。今年，中建科
工集团江苏分公司团委将充分发挥团员
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拓展“十难十
有”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承接民生
工程，让群众住得更满意，打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典范，做青年朋友的
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
引路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安 俐
实习生 汤苇婷

“判断适不适合跟一个人在一起，

姐有一个观点叫‘60%定律’。你在心

里画一个表格，把他的优缺点列出来，

看优点是不是占到 60%，缺点是不是在

40%以下。优点达不到六成的话咱不考

虑，但是你要想追求百分百符合要求的

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在“红娘袁

哲”的直播间，面对主播袁哲“掏心掏

肺”的“输出”，前来寻求相亲帮助的

女嘉宾若有所思。

如今，依托短视频平台的社交属

性，庞大的相亲交友需求与互联网直

播相互碰撞，直播间成为单身男女的

相亲聚集地之一，“红娘主播”这一新

职业应运而生。陪伴别人追寻爱情的

旅途中，一些红娘主播也发现了新的

自己。

这个相亲直播间没有套
路，全是真诚

“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哈

尔滨有房吗？”“平时有啥爱好呀？有啥

才艺？”不用担心问题太过现实和赤

裸，也不用怕因为初次相识找不到话题

而尴尬，直播间里，关系的破冰由红娘

主播们完成。

丹凝是在一年多前成为红娘主播

的。几年前，她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

婚姻，从和前夫合伙的工作中抽身，独

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有一天刷短视

频，无意间刷到一个相亲直播间。主播

情况和我挺像的，也是离异。”或许是

由于经历相似产生的惺惺相惜，丹凝成

了直播间里的常客。“我感觉我俩三观

很一致，她能察觉到我内心的纠结和不

安，告诉我别着急，在直播间碰见有眼

缘的，先接触着看看。”

了解到丹凝的个人情况后，热情的

红娘主播收丹凝为徒。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学习了相亲直播基本技能后，丹凝

正式开播。“这份工作的好处就是可以

在家里干。不耽误照顾两个孩子，还能

有一份养家的收入。”丹凝说。

红娘主播们过去的职业经历五花八

门。除了像丹凝这样半路出家的“新

手”，还有从业多年的相亲节目主持

人。袁哲拥有 10 余年的电视节目制作

经验，她尝试把相亲节目搬上直播间，

拥有了意外的收获。

“直播间网友给予的即时反馈是传统

电视节目给不了的。”在袁哲看来，手机

端的直播更加注重真实的反馈，“有时候

男嘉宾说一句话，或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个

眼神，网友都能分析出小伙子的性格，分

析两人合不合适谈恋爱。”不同于大多数

主播“九宫格”连麦相亲，袁哲还会把条

件相当的年轻男女约到演播室线下见面，

帮他们营造灵活的交友场景。袁哲觉得，

这不仅能增强直播的可看性，还能在交流

间看到真实的情感流露、生活习惯。一

次，袁哲把直播地点定在一位男嘉宾家

里，在做饭环节，少言寡语的男嘉宾仿佛

“开了挂”，做了一桌子菜，弹幕里立马就

有网友留言“这小伙可以，挺顾家”。

“你俩合不合适处对象 ，
姐先帮你把关”

成为“红娘主播”1年半后，丹凝发

现，选择来直播间相亲的男女，一方面喜

欢以“先交个朋友试试”为前提，选择社

交属性较强的联谊方式，另一方面，也期

待有人为他们筛选把关。

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信任是个漫长的过

程，坦诚相待是建立友谊最简单直接的方

法。“做朋友意味着你要结合他的实际情

况，真的为他的未来着想。”丹凝有几个

厚厚的本子，上面记满了前来寻求相亲

帮助的男女嘉宾的信息：姓名、工作、

择偶标准等。“这些都是我在直播或私信

里挨个问的。遇见条件、性格比较匹配

的男女嘉宾，我会约他们上麦在直播间

里聊。来过我直播间几次的人，我会对

他们的条件和性格有基本了解，双方都

是奔着追寻爱情目的来的，我才会让他

们相互认识。”

丹凝也担心过男女嘉宾存在信息隐瞒

或信口开河“画大饼”的问题。她告诉记

者，在一些网络平台，红娘们可以通过直

播的形式对相亲资料进行高效筛选、匹

配，这让相亲变得更加透明。

在丹凝和袁哲的直播间，不管是去

现场还是线上连麦，都不需要任何费用。

主持相亲节目多年的袁哲，深受黑龙江叔

叔阿姨辈观众的喜爱。因为这份信任，不

少家长在袁哲的直播间给自家孩子报名

相亲。

一天，袁哲接到一位阿姨的连麦，对

方称自己帮女儿相中了直播间里的一个小

伙子。“小伙子非常质朴，和女孩的条

件、性格也匹配，下播后我立刻让他们交

换了联系方式。”令袁哲没想到的是，一

年后，收到了两个人结婚的消息。“把结

婚照发给我了，我当时特别感动。又过

了几年，他们的小宝宝也出生了，我们

在他家里做了一场直播，当时我抱着小

宝宝，特别感慨。直播间里的粉丝们都

在刷‘这是我们一起见证的幸福，是我

们直播间家人们共同的宝宝’。”

有人找爱情 有人找自己

点进相亲直播间的网友，有的满怀期

待渴望一份真挚感情，也有人对爱悲观，

想寻求开导。

袁哲认为，技术改变了人们对于爱情

的看法与想象，建立了更广阔的社交范

围。受困于快节奏生活与闲暇时间稀缺的

年轻人，来到直播间，渴望刹那间的电光

石火。“我希望年轻人不再将相亲视作爱

情的‘枷锁’，而是为爱情创造缘分的机

会，与异性接触的途径。”袁哲会在年轻

人专场直播间设置“心动”环节，“10秒
的时间，嘉宾彼此拥抱，用心感受着对

方。很多人告诉我，之前对爱情持怀疑态

度，甚至不再相信爱情的存在，但在刚

刚，他们感受到了心动的感觉”。

不久前，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中

国青年网、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主办，

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青春有约”联谊

交友平台承办的“青春火焰蓝·温情聚初

冬”单身青年联谊交友活动在“中国青年

网”快手官方账号进行了直播。来自机关

事业单位、央企国企、大型私企等单位的

单身女青年，与适龄消防员们开启了一场

美丽的邂逅，在游戏和互动间，一颗颗年

轻的心慢慢靠拢。

在丹凝的直播间里，不少人站在爱情

的门外，小心观望，不敢迈步。“有的人

在之前的感情中受到伤害，因此不敢开启

新的感情。我曾经历过，所以特别理

解。”丹凝说。四川女孩梅梅 （化名） 在

丹凝直播间里“潜伏”了好几天，对直

播间一位名为“风铃”（化名） 的男嘉宾

颇有好感，但刚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的

她对自己不太自信。“他们俩其实挺合适

的，男生也是离异经历相似，为人善良

体贴。”丹凝打算让男生开导梅梅，她把

二人邀请上麦，彼此分享这些年的感情

经历、感情失败的原因。“两个人都很坦

诚，我很心疼他们。聊天间两个人发现

彼此的三观都很合适，就这样交换了联

系方式。”丹凝没想到的是，一周后，两

个人一起来到丹凝直播间“秀恩爱”。“现

在两个人已经订婚了。经历了这么多的坎

坷，终于遇到了对的人，真的很为他们感到

开心。直播间的家人已经是我的朋友了，我

希望他们都好。”

陪伴他人寻爱的旅途中，红娘主播们

也在研究着爱的课题。“爱是永恒的话

题。做相亲直播这些年，看到了太多人生

百态。那么多人苦苦寻爱，终于尝到了爱

情的滋味，又有那么多人在失去爱后重拾

信心，再次为爱出发。这些让我对爱、对

家庭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袁哲说。

帮助“老铁”寻觅合适的爱情对象的

同时，丹凝翻开了自己人生新的一页。

2023 年，刚开始做红娘主播一个多月之

后，丹凝查出了乳腺癌，多次化疗导致

的脱发和肥胖让爱美的她陷入了焦虑

之 中 ，“ 我 真 的 不 想 再 出 现 在 网 络

上”。直播间里粉丝一句句的鼓励让她

重拾信心，“生了病之后，工作不能太劳

累。现在有一份收入的同时还能陪伴孩

子，我很满足了。”走出失

败感情阴影的丹凝，对感

情也有了新的期待，“最近

收获了几个追求者，我正在

考察中”。

她们在直播间里，帮别人找爱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1月上旬，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西

湖镇农林村的皖美盆景园内，100余亩

面积内，摆满了老鸦柿、三角梅、雀

梅等盆景作品，有的挺拔，有的清

秀，姿态万千。每逢周末，村里的 18
家农家乐生意红火、一座难求。整个村

子的旅游产业呈现红火姿态，迎接春节

的到来。

农林村的发展和改变离不开一群年

轻村干部的奋斗，方进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 90 后小伙

大学读的是商务俄语专业，曾于大二公

派出国留学，毕业后曾在大连、北京、

铜陵的国企和外贸企业从事翻译工作。

2018 年 11 月他返乡考取村后备干部，

目前任农林村副书记、副主任。

为 什 么 要 放 弃 优 厚 的 工 资 条 件

回村？

方进坦言，是出于骨子里对家乡和

农村的热爱和情结。

在他儿时印象里，父母用起早贪黑

的努力承包了茶园、种上了果园，1998
年，父母成为村民组里第一个盖起两层

楼房的人。方进打小也吃过农业的苦。

他在村口放过牛，下地割过油菜，插秧

打稻，种过草莓，采过茶，对农村生活

满是眷恋。

当时，几乎所有亲戚和朋友都反对

他回村就业的选择。“好好的年薪不要

了吗”“回到农村工作根本挣不到钱”

等声音出现在他耳边。

方进坚持认为，自己打拼了几年，

买了车和房，有条件也有底气“转

型”。他软磨硬泡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

回到熟悉又陌生的村庄，方进逐渐

适应了环境和节奏，村集体经济收入

不足 5 万元的困境，摆在他和村两委

面前。通过走访，他摸清了村里三大

“支柱产业”——传统苗木花卉、盆景

和茶叶。

建基地、促发展、培育特色产业……

近 3年，在方进等村干部的努力下，农

林村采取“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积极帮助能人大户发展产业，积

极创办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该村新增和

培育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10 余家，将产

业建在家门口，每年 3月至 7月可吸纳

本村村民 300余人就业。

在这一过程中，方进作为村乡村

振兴工作推进专班的一员，推动土地

流转和集约化，上门解决农户遇到的

难题。

2022 年，农林村阳阳家庭农场由

于初期发展过程中，在土地整治、基础

设施设备、日常生产管护等方面投入

较多，出现了周转资金缺乏的问题，

制约其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及生产规模

的扩大。方进积极帮助其整合项目资

源，并与相关部门对接，成功为农场

争取到上级政策资金，帮助家庭农场跨

过发展瓶颈。

农林村属于丘陵地形地貌，地块小

而分散，农业机械化耕种受限，加之个别

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致使农井人家家庭

农场难以集中成片流转土地，不利于统一

规划发展生产。

方进得知后，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

况，每天利用农户下班回家时间，去农

户家拉家常、唠发展，争取周边农户支

持，通过半个多月的努力，他帮助农场

成功流转 20 余亩的成片土地，解决发展

瓶颈。

农林村永裕家庭农场种植草莓缺乏专

业知识支撑，家庭农场主缺乏必要的专业

技术知识，生产经营管理粗放，产品特色

不明显，缺乏对市场信息有效的分析能

力，不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和日趋激烈的市

场竞争。

“我发现对方的难题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扩大种植基地，二是拓宽销售渠

道。”方进走访了解情况后，加班将外出

考察学习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营销模式整理

成资料，及时分享给农场负责人，同时积

极联系驻村的科技特派员到家庭农场兼职

指导。

一有空，方进就上门和农场负责人聊

天，商量如何通过改进设施和大棚，降

低成本，进一步提升草莓口感，提高市

场占有率。目前，农场的销售范围远不

止几家定点的水果店，市民也会在周末

前来采摘。

这些年，方进前往浙江、上海等地考

察、学习，瞄准农林村距离市区较近的区

位优势，鼓励农户因地制宜打造民宿，

成立农家乐餐饮协会，将茶园打造成研

学、观光旅游一体的平台。随着柿子、

桃子、樱桃、枇杷、草莓等水果树越种

越多，村子被装点得更加漂亮，周末前

来旅游观光的人逐渐增多。

2023 年，农林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03.3 万元。如今，农林村的村容村貌日

新月异，村风民风步步提升，幸福指数蒸

蒸日上。方进先后获安徽省“乡村振兴青

年先锋”、铜陵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铜陵市“2022 年度农业农村工作优秀个

人”等荣誉。

他和大学室友一直保持着联系，其中

3人在国外工作，两人在国内一线城市就

业，只要有一位室友结婚，无论在哪个城

市，其他五人必定赶到现场庆祝。在彼此

交流过程中，方进从未羡慕过室友的工

作，更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既然选择了乡村振兴这条路，就要

转变和适应角色，抛开包袱，咬咬牙往前

走，为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贡献一点自己的

力量。”方进觉得，在农村工作了 3 年，

自己对家乡深沉的热爱没有变，更愿意沉

下心来扎根基层，年轻人在乡村振兴舞台

上可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大。

作为农林村团支部书记，方进还对

接新落户村内的企业，了解企业的用工

需求和用工信息。2023 年，村团支部推

荐 3 名青年前往驻村企业工作，目前均

已签订就业合同。在方进看来，发展产

业的同时，要为村里留住年轻人才，注

入新鲜血液。“未来 3 到 5
年，这些年轻人将在农林

村整体发展中起到关键作

用，我们都期待着这座村

庄的质变。”

学俄语的小伙不当白领回村谋发展

□ 蒋肖斌

新春将至，博物馆的文
创美食又上新了。“国博美
馔”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明代《燕京八景图卷》作为灵
感来源，选择8种干果，置于
古朴典雅的“龙腾八景”提盒
之中。每款干果包装都呈现
了北京的一处特色景观，让
观众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
受金台夕照的宁静，太液晴
波的澄澈，琼岛春云的氤
氲，玉泉垂虹的绚丽，居庸
叠翠的繁茂，蓟门烟树的缭
绕，卢沟晓月的朦胧，西山霁
雪的皎洁。

这不是国博第一次推出
春节文创美食。2023 年癸卯
兔年，适逢圆明园兔首铜像
回归10周年，国博打造了一
款兔首铜像文创巧克力；
2022 年，国博和老字号全聚
德联手，上架了一款全家福
金汤佛跳墙礼盒，外包装取材
元素为国博馆藏《宪宗元宵行
乐图卷》，描绘了明成化年间
宫中过节时热闹的气氛。

城市中的大商场现在往
往被称为“综合体”，因为只
要走进这个建筑，文娱、购
物、餐饮，可以一站式满足。
如今，逛博物馆已成为年轻
人的新年俗，博物馆文创也
是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再加
上博物馆春节美食的日益兴
起，博物馆正在成为一个“春
节综合体”。

要吸引年轻人来，展览
自然是博物馆的看家本领。
故宫博物院在午门展厅同日
开放3个大展，“中国与西亚
古代文明交流展”“伊朗文物精华展”“阿拉伯
半岛的奇迹绿洲”，观众可以在中华文化集大
成的紫禁城展开一场文明互鉴之旅。各家博
物馆的新春特展也在陆续上新。

博物馆要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
界”，因为能到馆的观众数量和每位观众的参
观时间始终是有限的，而文创的功能在空间
和时间上拓展了博物馆的价值与影响。这也
让博物馆成为“过年综合体”有了更大可能性。

有的博物馆文创已经持续多年，让观众
产生“一年一会”的期待感。这种“盼望着盼望
着”的感受，不正是我们对春节的感受吗？

故宫博物院最畅销的“过年伴手礼”当属
《故宫日历》，它已连续出版15年，畅销500余
万册。2024年，《故宫日历》已经升级成为“家
族”：除了以生肖、节庆为主题的传统版本，还
有书画版、儿童版、汉英对照版。

上海博物馆近年来每到春节，都会推出
相应的生肖展览，并从展品中挑选文物作为
灵感来源，创作系列文创产品。其中，从上一
个羊年开始，生肖颈枕已成传统，甚至有不少
粉丝等着集齐一轮12款。2024年的Q版龙已
经准时上线，其造型源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
谷纹玉、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胭脂红云龙纹
双耳扁瓶中龙的造型和纹饰。

其实，美食也是文创的一种，毕竟博物馆
出品的美食，都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基础上自
带高文化浓度。而美食天然的亲切感，让这文
化浓度又润物细无声地洒入寻常百姓家。国
博从2020年开始推出春节文创美食，如今和
年夜饭一样年年不缺席，“文化年夜饭”不再
仅仅是一个比喻。

春节吃什么、用什么、玩什么，博物馆提
供“从文物里来、到生活中去”的解决方案。春
节是一年一度的特定时令，但博物馆并非“快
闪店”，相应的展览、活动与文创也不是“快消
品”。相反，博物馆特有的“固定时空”的原始
功能，能将春节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贯穿
到全年。即便过完春节，展览可以继续逛，美
食可以继续尝，而带回家的文创产品更得用
上些年月。从这个角度，博物馆作为“春节综
合体”，为春节赋予超越那7天假期、那一个
正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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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龙腾八景”提盒。

“国博美馔”供图

①通过袁哲（左一）相亲直播相识的一对夫妻携宝宝来到直播现场报喜。②③④“青春火焰蓝·温情聚初冬”单身青年联谊交友活动帮助适龄青年拓宽交

友渠道。 受访者供图

方进（左）在盆景园里工作。 潘 伟/摄

近年来，中国
石化镇海炼化公司
团委构建“1+3+4”
工作格局，以实现

“高质量团建”为
统领，秉持“反映
时代热度、传递青
春温度、彰显组织
效度”理念，实施

“青春筑梦”“青春
兴企”“青春育人”

“青春强基”四大工程；开展党章学习小
组、青工政治轮训、青马工程、青年精神
素养提升工程为核心的青年大学习思
想引领工作，打造浙江省企业青马工程
培养基地；创新“总教练+主教练+助
教+师父”导师带徒“教练员”网格体
系，打造浙江省级示范青年之家赋能青
年成长发展。未来，我们将着力通过“分
众化”引领、“分队式”建功、“平台化”赋
能、“一体式”强基，唱响“我在窗口写青
春”最强音。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

司团委书记 袁媛

中建科工集团江苏分

公司团委书记 邱实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