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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尚君
通讯员 张倚铭

“不过十五都是年”。按照传统习俗，只有

过了正月十五，农历新年才算圆满收官。回忆

龙年新春，守护仍是锦绣中国年里不变的青

春底色。不少年轻人甚至是 00 后，选择用春

节假期“我在岗”、服务保障“不打烊”的跨年

方式开启万象更新这一年。

在京过年，青年志愿者的
“反向团圆”

26 岁的河北籍青年卢瀚在京过年的新

方式，是来到大兴机场当一名春运志愿者。

从初一开始，卢瀚赶上了两轮客流高峰。

春运期间，人头攒动的机场出发大厅，一位

神色慌张、来回踱步的外籍乘客引起了他的

关注。作为团队里公认的“翻译官”，卢瀚凭

借优秀的英语能力，经常协助外籍旅客处理

突发情况。这时，卢瀚主动上前打招呼，尝试

提供帮助。

原来，这位乘客需要从北京出发赴土耳

其转机回家乡，他的机票出了问题。身处异国

他乡语言不通，购买机票的手机又突然无法

连接网络，这位乘客急坏了。卢瀚了解了该乘

客的困境后，掏出手机不断刷票，联系多家航

司解决票务问题，协助这位乘客订到了由首

都机场出发的航班，经过两个小时的辗转，终

于帮助他完成了登机。

“我们俩留了联系方式，有时还在微信上

互动几句。”卢瀚算是大兴机场的“常驻”志

愿者。往年他是春运大军中的一员，今年父

母来京与他“反向团圆”，他则有时间每天两

小时守护更多旅客的春运路，“也是过了一

个新式春节”。

记者从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获悉，

春运期间，来自首都经贸大学、北京交通大

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等高校的 2000 余名学生志愿者，

围绕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西站、北京南

站、北京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

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开

展志愿服务。

除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北京青年志愿

者的身影也出现在京城庙会、文化街区、网

红景点。

大年初一早上 8点，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

青年志愿者李想早早来到龙潭湖公园，为今

年龙潭传统庙会的首日开放做着上岗准备。

“北京人对春节逛庙会有很深的情结。

今年我和同学们报名参加了龙潭庙会志愿

服务，自己也能在服务中感受不一样的庙会

文化，很有意义。”李想拿起手中的引导地

图，反复熟悉着庙会中各类活动的时间和指

引路线。

结合今年两节期间传统民俗活动集中、文

旅商圈消费火热等特点，团北京市委、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依托新时代首都志愿服务“志愿+”项

目体系，在城市运行、社会建设、生态环保等重

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

北京城市学院青年志愿者朱悦亭作为志

愿服务的“老队员”，从高中起就参与社区志愿

服务。今年春节，她报名参与大年初二、初三两

天的志愿服务，在地坛庙会进行安全秩序维护

和引导。

上岗之前，志愿者们需要进行实地踏勘和

培训，一起梳理游客可能会咨询的问题，希望

带给大家更好的游园体验。“我们不仅要熟悉

所在区域的相关活动和服务设施，也要全面掌

握庙会的整体情况，比如哪条路线能快速到达

活动地点，哪个区域可以品尝到传统小吃

……”朱悦亭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庙会中的

问不倒’嘛！”

驻守营区，共升新年里的一面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市，是祖国陆地最

东端的县级行政区，驻扎在这里的武警佳木斯

支队抚远中队从 1960 年建队起，每逢春节、国

庆等重大节日，都要隆重地举行升国旗仪式。

能成为升旗手或护旗手，是中队官兵引以

为豪的事情。春节前夕，大学生士兵陈志峰主动

找到中队长，表达了自己想担任护旗手的愿望。

他认真观看天安门升国旗的视频，琢磨

动作，反复练习。记得去年 3 月刚刚下队时，

陈志峰 3000 米跑不及格，引体向上上不去，

为了不给中队拖后腿，他在一年多的训练中，

一次次挑战极限、突破自我，最终成为中队的

训练标兵。

2月 10日大年初一清晨，伴着刺骨的寒风，

迎着新年的朝阳，武警佳木斯支队抚远中队官

兵整齐列队，举行升旗仪式。“升国旗，奏唱国

歌，向国旗敬礼！”听到中队长响亮的口令，全体

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护旗手陈志峰挥臂展

旗，望着五星红旗在祖国东极的冰天雪地之间

冉冉升起。

把新年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陈志峰说，

“新的一年，我会再接再厉，站好东方第一哨，守

好祖国东大门”。

天刚蒙蒙亮，驻守在荒山深处的武警甘肃

总队白银支队某单独执勤点官兵和往常一样，

在晨光熹微中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上等兵陈

朗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振臂一挥，五星红旗迎

风飞舞、冉冉升起。

吃过早饭，陈朗智整理好行装，扛起鲜艳的

五星红旗，与战友们再次踏上巡逻路。一路上，

寒风如刀片直戳脸颊。一望无际的荒山和狭窄

陡峭的山路上，一抹鲜艳的“中国红”在荒山深

处穿梭前行。

“右侧 300米处无名半山腰上，有人准备燃

放烟花爆竹，迅速处置！”突然，对讲机里传来值

班员的指令，陈朗智闻令迅速与战友到达指定

地域制止燃放行为，并依规对现场两名村民进

行劝离教育和安全宣传，成功避免险情发生。

“我们地处荒山，守卫的是重要物资，一个

小小的火苗极有可能引发大火，造成无法挽回

的损失。”陈朗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虽然

现在守卫目标区域增加了技术安保力量，相比

以往单纯的人防提高了执勤效率和管控能力，

但春节期间，群众在荒山中迷路受伤、燃放烟花

爆竹、操作无人机误入守卫区域等现象时有发

生，为执勤安全带来极大风险挑战，更需要坚守

在战位的官兵全员警惕、全时值守、全面防范。

陈朗智和战友们检查完巡逻区域所有危险

点后返回驻地。大家欢聚一堂，装扮营区、品尝

美食、浓浓的家味年味从这个小小的执勤点向

外弥漫。

旷野Walk，日均两万步安全保电

一路上，目光所及之处是质朴苍茫的褐色

土地和起伏绵延、挂着雪霜的群山，伫立的电线

杆塔连成线延伸至远方。24岁的输电运维助手

贾吉儒走在线路上巡视，不时地拿起望远镜观

察杆塔情况，耳边能听到的只有风声。

作为国家电网新疆阿克苏供电公司的新员

工，他坚守岗位参与春节期间线路保电巡视工

作。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刚从地震的余威中

恢复不久，过年保供电，比以往更为重要。

贾吉儒所在的输电运维中心共有十余人，

分组轮班进行巡查。贾吉儒和师傅赶上了大年

三十、初一、初二这三天。每天，师徒二人驱车往

返 300多公里，沿着输电线路对县域内 300余个

杆塔进行巡查，途经戈壁、山区等复杂地形，车

到不了的地方靠徒步前进，“我们要重点观察杆

塔是否有裂纹，绝缘子有没有破坏和缺失”，午

饭是在路上解决的，带个馕带瓶水，一天下来，

晚上 10点左右才能休息。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雨雪天气，增大了高压

输电线路主网的安全隐患。“这也是最需要我们

的时候”，24 岁的国网克州供电公司运维检修

中心输电带电作业工付学圣，在大年初七晚上

接到紧急集合通知，与工友开展夜间巡视，“大

风天气，最大瞬时风速吹得人站不稳，沙石能灌

进脖子，‘打’在脸上”。

从除夕到初九，付学圣和在岗的工友们

不得闲，开展线路保电巡视。

这已经是付学圣在巡检路上

过的第二个年了，“每日暴走

两万步”，运动软件记录了他

的新年新足迹，如往常一样脚

踏实地。

“我在岗”，开启万象更新这一年
实习生 陈 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月

细碎的雪花化在了冬日的湖北农村，

鞭炮噼里啪啦铺了一地红屑儿。新郎新娘

下了喜车，围在家门口的青年男女笑闹着

给新人扬喜花、喷彩条。跑在新人们前头的

是一位农村婚礼摄影师，正在用快门定格

幸福时刻。他叫蒋志祥，客户都叫他“蒋花

花”。春节期间是婚礼拍摄最紧张的时候，

蒋志祥回忆，最忙的几天，他凌晨四五点就

起床去湖北潜江拍摄，在暴雪天自己用铲

子给车开道，下午两点多拍摄结束再花将

近 10 个小时赶往河南的另一个婚礼拍摄

地，睡几个小时后 5点起床拍摄，下午再开

8小时车返回湖北，跟拍下一场婚礼。

他的镜头，聚焦的不只是农村婚礼上

美好感人的瞬间，看到疲惫、甚至瞬间恍惚

发呆的新人与宾客，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按

下快门。对他来说，婚礼上，宾客尽欢的喜

庆祥和场景要好好记录。但蒋志祥更希望捕

捉的婚礼瞬间，是新人与亲人间微妙的情感

连接和真挚的情感表达。没有高超的摄影手

法和唯美的滤镜修饰，褪去了模式化的摆拍，

在蒋志祥看来，真实才最动人。

拒绝影楼风，只捕捉婚礼
上最真情流露的时刻

2023年年初，蒋志祥去湖北天门拍摄

了一场婚礼，新娘告诉蒋志祥，她是单亲家

庭，和爸爸哥哥的照片也不多，希望能在婚

礼上多拍摄一些留作纪念。

清晨，蒋志祥来到新娘家所在的村子。

参差排列的水泥房子间就隔着几亩菜地，

家家户户门前的平地上三三两两地停着老

式摩托车，木架子上拉根线晾着腌好的鸡

鸭，几位长辈往外搬着烟酒和喜糖。新娘看

到蒋志祥到得早，便招呼后院厨房的婶子

多舀一碗稀饭，门口的土狗摇着尾巴汪汪

叫，熟悉的乡村生活气息迎面而来。

蒋志祥跟新娘唠起了嗑，得知这只狗是他们重要的“家庭成

员”，于是趁新娘和哥哥忙碌时抓拍了几张狗狗和家人的合照。不经

意间，蒋志祥抓拍到了新娘和哥哥额头相抵的合照，还拍到了墙上挂

着的一幅《家和万事兴》十字绣作品。“看到‘家和万事兴’，一切都连

贯了起来，我也很享受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好像看到了他们小时

候玩耍的样子。穿什么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多记录跟亲人在一起

的真实瞬间。”蒋志祥说。

望着院前蓊郁的棕榈树，蒋志祥很好奇，因为农村家庭种树一般会

选择果树等实用树种，一问才知道这是新娘父亲的独特种植爱好，蒋志

祥想这位父亲一定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孩子们也一定在这棵树旁有

过不少童年记忆，于是邀请新娘家人和棕榈树来张合照。

“我的照片中藏着对新人情感的理解，真心懂真心。”蒋志祥最初也

创业艰难，从跟拍农村婚礼开始，他发现“影楼风”的婚纱照拘谨、模式

化，动辄上万元，有时又缺少真实的情感交流。蒋志祥在亲人间真挚的

互动里，意识到“婚礼跟拍”对于一个家庭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记录新

人华丽的服装、婚礼现场红火的热闹场面，更重要的是记录下那些未来

会离我们而去的农村的风貌和亲人们的笑脸。”

在拍摄中找到共鸣和温暖，也找到新的自己

蒋志祥老家在潜江。小时候，蒋志祥很内向，走在路上甚至不敢抬

头，“有一次我在发小家看电视，别的小孩都在唱《宝莲灯》片尾曲，我哪

怕会唱都自卑得唱不出口”。自卑成了蒋志祥心里的一块疙瘩。步入社

会以后，他为了克服社交恐惧症，特意取了“蒋花花”这样一个可爱的名

字，“我就希望别人来问为什么，我能学着微笑地跟别人沟通”。

为了突破自我，他在连买双品牌球鞋都舍不得的时候，花 3000多
元买了一台微单相机，在网上找教程自学摄影，然后去扫街抓拍。2022
年夏天在武汉街拍，为了锻炼胆量，蒋志祥对骑行者们大声说：“加油！

上坡骑快点！”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像个“社牛”，有人因为他的唐突不理

他，让他惊喜的是也有擦肩而过的路人善意地朝他比个“耶”，就这样，

蒋志祥跨出了摄影生涯突破性的一步。

“虽然有的骑行者头部只拍了一半，但我发现，善意沟通就能获得

拍摄对象的配合。”拍摄得多了，蒋志祥越来越自信。在他看来，街头摄

影、婚礼跟拍，本质上都是普通人的群像，影像是与时代相关联的，当下

生活中的照片，真实自有力量。

婚礼跟拍，被长辈拒绝是常有的事。有一回，蒋志祥被邀请去湖北

荆州拍摄一场婚礼，几位上了年纪的长辈纷纷摆手躲着镜头。蒋志祥没

气馁，笑着说：“这么幸福的时刻，拍下留个纪念，花钱请来的，为啥子不

拍嘛？”然后他找到情绪最高的那位长辈配合着拍了几张，调动起气氛，

其他长辈也都慢慢围过来看镜头，让他多拍几张。

在蒋志祥看来，农村长辈大多很内敛，他们没直接面对过几次镜

头，拍照的途径就只有照相馆，他想通过镜头留住回忆里的他们，让爱

和情感可以翻阅和重温，这也是他拍照的意义所在。

留住爱和时光，镜头记录乡村婚礼新变化

2023这一年，对蒋志祥来说是沉甸甸的一年，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接到了 6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婚礼跟拍订单，跨越全国 7个省

份，拍过 134个家庭，也因此成了聚焦个体低成本创业者的纪录片《这

也能赚钱 2》的主人公。他也从两年前负债 10万元，到在县城买了第一

套房，也即将迎来新生命。他用镜头见证了村民们幸福的小日子和农村

婚礼新景象。

“我跟拍过的农村婚礼最多一场能有 6个摄影师，有的农村新娘一

天下来换了五六套衣服，不比城里新娘少。这几年感觉农村婚礼的整体

消费水平都上来了，新人的个性化消费也让农村婚庆市场有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但蒋志祥也感觉到“小镇婚礼”正在逐渐远去，喧闹的大红

舞台不再是必选项，新人也可以选择在客厅里祭拜祖先。去富丽堂皇的

酒店不再是必选项，在家门前摆起流水席，亲朋好友们举杯相聚，长辈

在一旁慷慨激昂地主持婚礼，同样温暖。

虽说婚礼是年轻人的，但农村新人办婚礼的方式普遍还是尊重

老一辈的想法。蒋志祥在农村见过很多婚俗场面，比如长辈会在新娘

出嫁前，在陪嫁箱里塞“压箱钱”，让新娘子更有底气；在潜江还有“状

元席”……常年在外奔波的年轻人和长辈经常有一些观念差异，但婚礼

上的他们，还是大多会按长辈的想法来。

“跟拍农村婚礼让我觉得我即使是颗螺丝钉，也

是发光的螺丝钉，很多农村人可能一辈子就这么几

张照片，而我在做的就是在时光里尽可能地留住他

们。”新的一年开始了，蒋志祥希望能去更远的地方

拍摄，继续记录村民们的美好生活，留住烟火气中的

爱和时光。

农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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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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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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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龙龙

“煎饼产业如何能提高附加值？”“举办新

春煎饼文化节有多少人能来？”“怎么带动村

民加入进来，让他们一起致富？”“如何实现地

方需求和博士专业的精准对接？”

2月 12日，大年初三，还在龙年春节假期

里，山东省曲阜市辛庄博士小院却异常热闹，

讨论声不时传出。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中国

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青年

博士和辛庄村党支部书记孔祥东以及当地村

民代表围坐在一起，为即将举办的曲阜市辛

庄村“龙年新春煎饼文化节”进行头脑风暴。

青年博士在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一线和村民共同讨论村庄如何发展，这

样的场景经常发生在博士小院中。

2022年 6月，为了更好地联系青年人才，

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山东省驻京办、山东

人才发展集团，发起成立山东博士生联谊

会。成立博士小院，则是该联谊会为推动地

方与青年人才双向赋能、为乡村振兴和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进行的一种创

新探索。

一场基层调研，博士小院缘
起曲阜

博士小院的设想最初起始于一场实地

调研。

2023年 9月 4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

业所、山东博士生联谊会在曲阜市调研时，了解

到地方面临着人才招引和产业升级的难题。

参加调研的孔祥东介绍：“为了发展村集

体经济，带动老百姓致富，我们挖掘村庄优

势，最后选择煎饼作为村支柱产业。咱村的煎

饼都是纯手工生产，没有任何‘科技狠活’，但

就是卖不出去，你们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让

咱这个‘土煎饼’也能找到好销路？”

煎饼起源甚早，晋代《述征记》、唐代《唐

六典》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如何实现创新，满

足现代人的味蕾，是煎饼产业面临的共同问

题。“为了五香煎饼的调馅，辛庄村走访了 20
多位平均年龄 80岁左右的老手艺人，请教煎

饼制作经验，探索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口

味。”曲阜市陵城镇党委书记丛艳芝向调研组

的专家介绍。

听到当地面临的煎饼销售难题，来自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的专家学者和北京

大学青年博士郭东旭立刻着手思考解决办

法，与地方政府商议探索建设博士小院，引进

人才，共同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推动资源流

动互通，以人才带动乡村振兴。

举办曲阜市辛庄村煎饼产业发展研讨会，

把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和企业请到辛庄村，共同

探讨辛庄村煎饼产业发展新模式，便是博士小

院的金点子。

这次研讨会上，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5
位专家和青年博士，以及煎饼连锁企业——虎

头军（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悉数到场。

由此，“土煎饼”开始大步走出辛庄村，一跃

成为新的招牌特色。“我们村总算有了支柱产

业，按照这个发展势头，村集体年收入过百万不

成问题！”孔祥东很有信心。

除了召开研讨会，博士小院还推动曲阜市

陵城镇人民政府和虎头军（北京）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达成协议，在辛庄共同建设煎饼文化博物

馆，举办煎饼文化节，建设煎饼车间和工厂，以

集体入股方式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

有了曲阜的实践和辛庄村煎饼的探索，山

东博士生联谊会通过组建博士生志愿服务团等

方式，团结联系更多青年博士，推动博士小院在

山东德州、泰安、聊城等地落地生根，为更多的

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逐步探索，博士小院纷纷落地

博士生平日科研压力大，需要长时间在实

验室做实验，有时一忙就是几个星期，博士小院

怎么线下开展工作，怎么了解当地实际情况？

面对时间协调难题，博士小院建立线上线

下结合的工作机制。青年博士充分利用周末和

假期，定期到博士小院所在地开展线下工作，走

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社区一线。

“青年博士定期到博士小院线下开展工作，

形成连续稳定的‘传帮带’机制，确保人才赋能

不断档，进而培育新生人才力量。”北京理工大

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张薇说。

除了时间协商上的困难，博士小院也面临

着一些不理解。

“这些博士凭啥白给咱们帮忙？”“理论多，

实践少，外行来看看门道，走走过场”……

面对质疑声，青年博士们并不气馁，而是选

择迎头赶上。

在东营利津，山东博士生联谊会邀请北京

医疗领域专家学者前往当地为老百姓免费义

诊，缩短老百姓与优质医疗资源的距离，让老百

姓获得看得见的实在、摸得着的放心。

“通过博士小院平台，我们利用工作之余走

进县级医院，为当地老百姓解除病痛，这既是我

们做医生的初心，也能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北京

积水潭医院心理行为医学科主治医师赵福君说。

在聊城冠县，山东博士生联谊会邀请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吕宁教授团队，

为冠县大杨庄村规划设计了“文旅+研学+特色

产业”乡村振兴路径，为大杨庄的发展插上了

“智力翅膀”。

在泰安岱岳区，为解决当地企业面临的中

药产品精细加工和延长产业链增强药用价值的

技术难题，博士小院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现场

对接企业技术需求，合作开展科研攻关，切实解

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2023 年 10 月，首批博士小院落户山东济

宁，已源源不断释放活力，初步实现了青年博士

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目前，山东济南、青

岛、泰安、德州、聊城、东营、烟台、菏泽、滨州、日

照等 10地第二批 15家博士小院已经落成或正

在筹建。

看到博士小院的快速发展，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成鹏告诉记者，“在共青团

山东省委和地方政府帮助下，博士小院已从蓝

图变成了现实。后续我们将持续规划品牌项目，

真正实现博士小院联农带农，带动集体增收、农

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根据博士小院主要发起人、北京大学青年

博士郭东旭的设想，博士小院将逐步链接政府、

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从发展规划、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文化推广、技术帮扶、资源导入

等方面促进产业发展、集体增收、农民致富。

“博士小院都是在村上、镇上安家，然后辐

射全县，就是要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平台，同时为青年博士的课

题调研、资料收集、实践锻炼、产学研转化等提

供广阔空间。”郭东旭告诉记者。

未来，山东博士生联谊会的 5000 余名专

家学者和青年博士将继续通

过博士小院到老乡最需要的

地方做好服务，逐光而行，追

梦不止。

（浙江大学博士生韩彩琼对
此文亦有贡献）

博士小院汇聚青年智力 赋能乡村振兴

把“家”安在村里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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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1月 10日，博士小院的部分专家学者和青年博士在山东省曲阜市辛庄村进行调研，与当地村干部一

起交流煎饼产业发展。 受访者供图

大兴国际机场青年志愿者护航春运。 受访者供图

武警甘肃总队白银支队某单独执勤点官兵踏

上巡逻路。 受访者供图

国网克州供电公司运维检修中心输电带电作

业工在大风天气对线路进行巡查。 受访者供图

此刻，婚

礼还未开始，

蒋志祥抓拍到

了新娘和哥哥

额头相抵的样

子，像是穿梭

回童年玩耍的

时光。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