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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电
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团委牢记“全心全
意为同学服务”的宗
旨，当好桥梁传递青
年声音，做好纽带团
结广大同学，引领学
子在学思践悟中坚
定信仰，持续打造电
院学生骨干能力建
设平台——E军培训
营等；在躬行实践中
涵养品格，2023 年度

开展的“E起向山海，青春共实践”暑期社会
实践共 125 支队伍，2000 余人次参与；在创
新创业中开拓进取，成功举办八届“新生杯”
科创大赛；在文体舞台上挥洒青春，举办班
级风采大赛、个人风采大赛、迎新晚会等多
种形式彰显学子精神风采；在劳动志愿中服
务奉献，组织开展电院特色劳动教育活动

“‘电亮生活’，‘工’创未来”活动20余次。

□ 沈杰群

在网购相当普及的当下，周围人买菜都优先
网购，我们走进小店的时间变少了。有时候，也许
错过了一些热气腾腾的故事。

我曾加过几家不同类型的小店店主的微信，他
们朋友圈的风格就很鲜活，除了销售，还有个人生活
的轨迹与情感：有家杂货店老板进货时偶遇清净而
美丽的街景，某个牛奶站老板娘似乎花很多时间热
心帮助周边居民，一个快递站负责人在门口种了一
盆小花，城市深处小书店店主感慨雨天里依然有人
撑伞前来读书一日，还有个音响店老板喜欢悠悠讲
述每张唱片背后的私人记忆。

小店很小，与每个陌生人的距离却很近。小店
盛满了平凡人真真切切的悲欢，镌刻着一个又一个
努力生活的脚印。城市因此变得可爱。

最近有一档名为《加油！小店·人间烟火季》的
节目，就描绘了小店的人情温度与众生纷繁侧面。
该节目以纪实拍摄形式，深入挖掘8家“承载着不
同群体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小店故事：菜园、面店、
火锅店、废旧物品修理店、武馆、乐器修理铺、3D
打印模型店、摄影工作室……

最好的观察方式，是做“时间的朋友”。透过这
些小店的经营故事，我们看到了店主们每一天的
所思所想，比如，如何平衡开店与生活的关系？怎
样规划小店的发展？在遭遇令人不安的经营状况
后如何设法自救？

过去一年，“种地热”风靡年轻人群体，大家去
认真分析、解构种地本身这件事的能量。我看到

《加油！小店·人间烟火季》最新一期节目里，就讲
述了一个经营蔬菜网店的90后女孩儿的故事。她
昼夜忙碌，为顾客提供新鲜的蔬菜，而成长的能量

就是她人生最好的营养。
这个女孩儿的小店名字非常好听，叫“甜豆家的

菜园”，是一家定位于上海南汇的蔬菜网店。田虹是这
家网店的创办者，她喜欢别人称呼自己“甜豆”。

这个安徽女孩4岁时因病导致严重听力障碍，
20岁一个人来到上海开始打拼——你难以想象，这
个女孩儿有多“拼”。为了节约成本，田虹既是老板，
又兼任客服、采购、分拣、运营等，一个人包揽了一群
人的活儿。

田虹的“菜园”是“不打烊”的。
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去市场与菜农议价拿新鲜

菜，一个人开车载着成箱成筐的蔬菜回来。在店里，她
坐到小板凳上打印订单、分拣装箱、物流发货、客服备
材，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南方多雨时节，发货不能停，
晚间发货时，这个善良的女孩儿为快递员撑伞遮雨。

节目中，田虹笑言，这么辛苦“理由很简单，根本
雇不起别人，最惨的时候一天一个馒头”，毕竟钱还要
花在升级助听器上，而这费用只会越来越高。

在她的努力下，网店订单从一开始三四十单，到
如今日均超过150单，经常霸榜。去年9月，田虹的第
一家分店也正式营业了。

生意渐好的过程，伴随着日益增加的问题：
多样的问题咨询、与菜农斗智斗勇、和买家据理
解释……但这个女孩活得很积极，勇敢面对。与此
同时，她再忙也要打理好生活其他侧面，比如会买一
些护肤品，还精心照顾着一只流浪猫。

荧屏上的“甜豆家的菜园”，既让我们看到女性独
立、强大生长的模样，也看到她真实细腻的心路历程。

随着生活渐渐稳定，爱情也轻轻靠近了：在寻觅
创业合伙人过程中，田虹觉察到每天见面的快递员
对自己暗生情愫。经过慎重考虑后，她决定接受这份
感情。“感谢缘分，让我不仅找到了小店的合伙人，也
找到了人生的合伙人”。

除了“甜豆家的菜园”，《加油！小店·人间烟火
季》其他小店各有丰富底色。

放弃外企高管的工作、转型面店老板的黄毅，坚
信人生一定有不能放弃的坚守；为罹患罕见病的儿
子艰苦创业的坚韧母亲肖丹，用热腾腾的火锅店为
孩子筑起抵御风雨的港湾；沉迷于废旧物品维修和
创作的手工艺匠人吴阳德，在摩托车修理店里放飞
梦想的力量；爱上咏春功夫的“老外”白麒柏与秦保
罗，在上海搭起中华文化的擂台；十几年专注修理乐
器的上海爷叔冯顺诚，人到暮年却依然花开芬芳；延
续儿子梦想的3D模型店店主任红梅，用小店连接过
去的记忆；摄影工作室店主唐振飞，在一张张底片中
洗映出生活的不同面貌……

小店是城市的“微表情”，喜怒哀乐都深藏其中。
上海有十几万家小店，也就蕴藏了十几万个散落在
街头巷尾的动人表情。

无论是误打误撞开起小店，还是在迷茫中以小店
为突破口，又或是秉持志向初心不改……店主们的成
长环境、创业原因或许不尽相同，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方向：在起起伏伏中拼尽全力往前冲，保持热爱的态度。

走在城市“小店”的得失之间，他们和我们，一起
做时间的朋友。

走在“小店”的得失之间，我们一起做时间的朋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浑身是孔，却

滴水不漏，这是景

德 镇 四 大 传 统 名

瓷 之 一 的 玲 珑 瓷

的特别之处，90 后

非 遗 传 承 人 吕 雅

婷 的 抖 音 号 和 店

铺里就陈列着各色制作精美的玲珑瓷。

吕雅婷从小在景德镇长大，一家五代制瓷，

父亲吕森林靠着做贴牌陶瓷酒瓶起家，为了摆脱

“哪家有单就贴哪家牌”的经营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末，吕森林决定创立自己的牌子“富玉陶

瓷”，复兴青花玲珑技艺。

玲珑瓷采用的是破坏性工艺，要先在完整的

瓷器坯体上镂刻出小孔，再填釉、绘画、烧制，因为

工艺难度系数高，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存品极少。

2014 年，21 岁的吕雅婷从海外留学回国，从父亲

手中接过传承青花玲珑瓷的接力棒，从研究泥料

釉料开始系统学习玲珑瓷制作。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只是一味地继承传统

制瓷工艺，往往很难走远，正是意识到了这一

点，掌握制作生产步骤后，吕雅婷开始在技术革

新上下功夫。

配制玲珑釉是制作玲珑瓷最重要的一环，玲

珑瓷的每种颜色都有独家配方，釉料配制比例甚

至需精确到 0.1克，而只有通过高温烧制出成品，

才能知晓玲珑釉的配方成功与否，等待烧窑出炉

的过程是充满未知的。

接手了家族的釉料配方后，吕雅婷开始大胆

尝试研制新的釉料配方，几年里，她与团队不断调

整配方比例，历经百余次烧制试验，在传统白色玲

珑釉的基础上，研制出了翡翠微晶玲珑釉和彩色

玲珑釉，并申请了关于釉料的国家发明专利。2019
年,刚满 26岁的吕雅婷,被评为景德镇市玲珑釉配

制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非遗需要活态传承，而不是一直待在博物馆

里。”作为富玉陶瓷的新一代“掌门人”，吕雅婷认为买

卖是最好的传承，“卖的人多了，做的人也就回来了，

有了市场份额，老匠人们愿意去研究玲珑瓷，年轻人

也愿意从事玲珑瓷的创新工作，给玲珑瓷注入新活

力。”她希望玲珑瓷能作为日用品出现在大家的生活

里，甚至能成为一种潮流。

传统碗、盘一类的设计，在当代年轻人看来多少

有些“过时”，吕雅婷知道必须改良玲珑瓷样式，创造

更多表现形式，才能吊起年轻人胃口。国外留学的经

历，让吕雅婷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也打开了她的

眼界，她尝试将金属、木材、不锈钢等不同材质与玲珑

瓷结合，做出了可以边喝边转的陀螺杯、不用担心打

翻的不倒杯、满足喝水、泡茶、存放食物

等多种需求的胶囊杯和好玩有趣的表

情杯。这些能拿在手里玩的解压神器，

兼具实用性和功能性，让“玲珑”这一古

老的技艺，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非遗玲珑瓷，因90后而青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徐丹阳 白 杨
实习生 邱 岚

打个喷嚏把腰闪了，换条裤子腿抽筋

了，玩个游戏气进医院了……不少青年在

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脆皮”故事，让人哭

笑不得。“脆皮青年”一词也在网络上走红。

什么是“脆皮青年”？青年为什么自称

“脆皮”？如何摆脱“脆皮”？在中国青年报社

出品的新一期《参数》节目中，一些受访者

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什么是“脆皮青年”

“脆皮”原本在游戏中是指一些防御力

比较低的角色。后来，“脆皮青年”一词在网

络上流行起来，是部分年轻人自嘲身体或

心理状况不佳、容易受伤的一种说法。

“我一到体测就心慌，跑完 800 米要

休息很多天才能缓过来。”00后大学生殷

逸琛在记者街采的过程中，分享了自己的

经历，她坦陈自己算是“脆皮青年”。

大三学生肖沂辰坦言，自己初入大学

时因为不适应新环境、学业压力大，导致

精神紧张，产生过失眠问题，后来经过调

整逐渐转好。

“现在有许多诱惑摆在我们面前，一些

青年过度放纵，忽略了对自己身体的健康

管理。”今年 17岁的凯文（化名）觉得，缺乏

运动、饮食不健康、经常“刷手机”等都会影

响青年健康。

68 岁的退休职工胡永平经常在公园

里锻炼，他十分关注如今年轻人的健康问

题，他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爱锻炼，

“一些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锻炼

身体，我担心他们的视力会受到影响，再

就是失眠的问题”。

22 岁的李欣磊正在找工作，他坦言，

就业压力是让他变“脆”的主要原因，“我

处于‘脆’的临界点，心里焦虑，睡不着觉，

掉头发”。

不只在身体上，心理压力也给年轻人

的健康状态带来一定挑战。大三学生王熙

表示，“现在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就业压

力比较大，一些青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

会差一些”。

“一些青年身体和心理的承受能力都

比较弱。”00后大学生熊思怡认为，目前

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心理压力普遍较大，这

种状态会反馈到身体状态上，而身体变差

又会进一步影响心理健康，形成一种“恶

性循环”。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南京理工大

学动商研究院院长王宗平也关注到了“脆

皮青年”现象，他指出，当前我国青少年的

近视率、肥胖率、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以及

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都有所上升。

是自嘲还是健康意识不够

大三学生王熙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了很

多“脆皮青年”相关内容，她认为不少人自

称“脆皮”是在疏解压力，像大学生喜欢用

“脆皮青年”这样的词汇来释放学业压力，

实则想督促自己保持更加积极的心态。

00 后大学生马紫晨也经常看到网上

有关“脆皮青年”的事例，她认为将自己的

“脆皮”经历分享出来，是一种乐观的表达

方式，同时是一种宣泄内心情绪的好方法。

“以娱乐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些消

极遭遇，是一种社会心态上的转变。”大三

学生荆亦秦认为，“以前十分避讳生病的观念

正在慢慢改变，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大家可

以很方便地通过网络发泄一些小情绪”。

李欣磊觉得，现在很多青年面临的工

作和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些压力影响到日

常的睡眠和饮食，在网络上自称“脆皮”，是

希望能够引起有相似经历的青年的共鸣，

寻求归属感。

“我认为青年自称‘脆皮’除了是调侃，

也是意识到自身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殷逸

琛表示，年轻人将自己的“脆皮”经历分享

在网上，也是呼吁大家重视身体健康，并希

望获得关注和支持。

“很多青年压力大，工作时间长。”70
岁的退休职工季家俊最近了解到了“脆皮

青年”这个新词，谈及青年自称“脆皮”的

原因，她有些无奈，“他们不是不想锻炼，

而是没时间、没精力锻炼，导致他们越来

越不爱运动”。

熊思怡觉得，一些青年自称“脆皮”是

一种自嘲，也是一种自救，“自嘲是青年面

对外界压力时对自身状态的认知，而自救则

是青年宣泄情绪、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脱“脆”行动要跟上

马紫晨觉得，青年可以通过体育活动

来放松身心，“但是在参加体育活动时要量

力而行，不要让自己受伤”。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93.4%的受访青年为健康购买

过产品或服务，添置运动健身器材的年轻

人相对最多。

“要调整自身的心态，学会接受不确定

性，合理地分配任务和安排计划，分解任务

指标能够有效缓解压力。”熊思怡提到，青

年要不断提高承受压力、疏解压力的能力。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要想开

点。”李欣磊觉得，只有自己的内心足够强

大，才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压力和挫折。

“加强锻炼，同时也要找到合适的方法

来释放压力。”王熙认为，青年要提高自己

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她也希望社

会能够提高对青年身心健康的关注程度。

“希望能够减少加班时间，给青年多一

点自己的时间。”季家俊呼吁社会对青年的

身心健康予以重视，给青年留出足够锻炼

和生活的时间。

肖沂辰觉得，社会需要在健康教育和

医疗保障方面下功夫。“加强健康教育宣

传，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是身体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定期体检排查问题，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医

疗保障体系。”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91.1%的受访青年支持校园时

期系统全面地推进健康教育。

“学校可以给学生一些督促。”殷逸琛

觉得，可以在大学的日常生活中给学生提

供锻炼机会，而不是只有每年定期完成体

测任务。新学期开始后，殷逸琛也打算努力

保持积极的生活状态，尽量不熬夜，多和同

学到公园散步、运动。

王宗平认为，摆脱“脆皮”现象，要加

强体育锻炼。他指出，人体只有在中等偏

高的运动强度，也就是达到最大心率的

70%-75%，并且持续 30 分钟以上，才能产

生多巴胺，从而体会到乐趣。但目前体育课

运动强度有限，有些青少年小时候有体育

运动的乐趣，但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加，运动

锻炼时间变少，而且有些家长把体育当作

学习的“调味品”，觉得学习太紧张，通过运

动来放松，最终目的是提高成绩，但体育的

本质功能不是这样的，体育的作用不仅是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更重要的是对意志、

精神方面的锻炼。因此，在学校要认真上好

体育课，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此外，要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生活作息，晚睡晚

起、不按时吃饭等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荆亦秦对此深有同感，脱“脆”需要提

高对体育锻炼的重视，而不是将体育锻炼

作为任务强加到青年身上。

熊思怡希望，社会可以对青年的心理

健康给予更多关注，积极引导青年释放压

力，增加压力排解的渠道。

远离健康危机，支棱起来吧！

假冒账号在网络上广泛存在，严重扰乱了健康的舆论环境，被比作网络的“牛皮癣”。为了治理这一问

题，《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和专项行动已经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依

然存在。这些行为背后是因为仿冒可以快速吸引流量和获得利益，加之自媒体平台注册机制不严和缺

乏有效监管，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此外，大数据算法的推荐机制也无意中放大了这一问题。面对这

种情况，加强监管和提高公众的甄别能力刻不容缓。 漫画：程 璨

永不停息
地打击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
镇团委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不断强化团组织桥
梁纽带作用，压实组织覆盖、落
实关心关爱，重点做好 3 类人
群团结凝聚工作。一是新业态
加强关注。开展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暖新行动”，将温暖送到
快递员、外卖员手中。坚持党建
带团建，构建新就业群体暖

“新”驿站“1＋N”服务矩阵，畅
通诉求表达通道，积极探索新

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二是青少年持续
关爱。传统节日来临时，对全镇32户困境青少年进行走
访慰问，并结合全市“蒲公英计划”“梦想改造+”活动安
排，联系青少年及其家庭，征集微心愿，提供免费体检服
务。三是非公领域纵深推进。利用镇级青年之家和村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打造青少年暑托班服务矩阵，并
联合上级团委、教育局、吴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不断丰
富课程内容，创新开设企业内嵌入式行业性暑托班，切
实缓解非公领域青年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

口镇团委副书记 张涛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

与电气工程学院团委副

书记 郁琦琛

制图：林天羽

田虹。 节目组供图

吕雅婷在素坯上进行镂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