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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俞希 范 雪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字正腔圆、饱含情感，这

是来自苏丹的留学生雨拟每每想念自己的

家乡时，都会吟诵起的唐诗。那一刻，她仿

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雨拟从

小就有在中国生活的记忆。她在 2004 年、

2014 年先后两度来到中国，陪伴母亲求

学深造。正是在与中国的两次邂逅中，她

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2013 年年末，她

在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诗教中

国”诗词讲解大赛中斩获全国一等奖。

“我在中国度过了 10 多年的时间，对

诗词的热爱和理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

积累起来的。每一首诗都像一个小故事，既

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生活，也体现了他们

的情感和思想。”

回忆起第一次学习李白的《静夜思》，

雨拟就被“短而美”的唐诗所打动。“短短

20个字里有很多意思，这里有人、有时间、

有地点，有对家乡的思念。”

热爱文学的雨拟也曾读过苏丹诗人哈

桑的诗《茅舍》。“同样是写思念故乡，哈桑

的诗很长很细，而简短的唐诗反而有大的

想象空间。”在她心里，不管住在哪里，只要

在有月亮的晚上，安静地想念家乡，自己就

成了李白《静夜思》里的人。

在中国的时间越长、接触的唐诗越多，

雨拟越觉得唐诗好听、有节奏。“七言绝句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如果

变成八字一句的‘朝辞白帝彩云之间，千里

江陵一日回还’，节奏就不一样了。”谈及李

白的《早发白帝城》，她感慨诗词格律的精

妙，“仅一个字的变化，诗词可能就会从有

韵律的诗变成普通的语言”。

和普通日常用语相比，古诗词短小却

寓意丰富，让雨拟沉迷其中。在她看来，中

国古诗词里的情感，能够打动全世界。“当

朋友送别，会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很爱一个人，会说‘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爱自己的国家而不怕

死，会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这些美好的感情是属于全世界的。”

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的联

接，也让雨拟感叹唐诗之妙。“李白写的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一个人和山

互相看着都看不够，这个感情真好啊！”

雨拟说。

“含蓄的、好听的、有感情的唐诗应该

传播给全世界。”在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

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全国总决赛

的舞台上，雨拟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苏丹，雨拟有不少朋友也对中国文

化和中国故事感兴趣。这源于阿拉伯国家

的名言：“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雨拟说，这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

过的话，表达了阿拉伯人民渴望学习中

华文明和中国智慧，并且这句古训至今

仍在流传。

有时，读到有哲理、有共鸣的诗词，雨

拟情不自禁地想要分享给家乡的朋友。尽

管用阿拉伯语翻译出来便失去了节奏和韵

味，她依然坚持分享。受到雨拟的影响，远

在苏丹的朋友也会主动向她了解关于中国

的点点滴滴。

在学习中文的漫长过程中，雨拟已经融

会贯通。从《家有儿女》到《甄嬛传》《中国诗词

大会》，同龄的中国孩子看过的电视剧、综艺

节目，她也一个不落。她不仅从节目、影视剧

里学中文，还能够从中了解诗词歌赋。

如今，雨拟成为妈妈的“学妹”，在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读计算机专业。中

国石油大学 （北京） 国际教育学院的

2008 届留学生毕业生展示榜上，还留有

雨拟妈妈的照片。在雨拟的回忆里，小时

候和姐姐一起在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校

园里跑闹的场景依然清晰。“校园还是那

个校园，老师也还是一样可爱可亲。”

在中国 10 年有余，雨拟还喜欢上剪

纸，学习之余她会在房间里一连剪上好几

个小时。中国美食也是她的“心头爱”，

传统中国节日里，她们一家人会一起包饺

子。目前，雨拟正忙于本科毕业事宜，并

为继续深造作准备。

雨拟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她和中

国的不解之缘还将延续。“毕业之后还是

想 继 续 留 在 中 国 。”她

说 ，“ 很 多 年 后 回 到 苏

丹，晚上看到月亮，我会

想起《静夜思》，我会想

念 中 国 ，也 会 想 起 那 句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

何曾是两乡’。”

一个苏丹女孩与唐诗的不解之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军利 毕若旭 程 思
实习生 孔令文

“我们天水除了麻辣烫，五月还有大樱桃，六月有

伏羲大典，七月有香甜的秦安蜜桃，八月有花牛苹果，

九月有鲜核桃，咱啥时候来都不晚。”当全国众多网友

奔赴甘肃省天水市品尝一碗麻辣烫时，许多大学生在

网上已将天水未来几个月的特色推介得明明白白。

天水的风不仅吹遍了国内，在日本参加交流访

学项目的闫冠璋发现，天水麻辣烫也受到了国外朋

友的关注。闫冠璋也在线下向朋友、日本同学推荐了

天水的美食及文化，“天水的辣椒只香不辣！作为天

水人，天水出圈我感到很自豪。”

随着文旅的火热，不少年轻人正在以各种形式

参与到文旅发展之中。近期，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

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有

效问卷 3418 份。结果显示，超九成受访者愿意为文

旅发展出一分力，其中 62.23%的受访者非常愿意为

家乡、工作学习所在地的文旅做力所能及的事，

29.29%的受访者表示“比较愿意”。

年轻人热衷“边逛边分享”

在众多参与文旅产业发展的方式中，72.53%的

受访者想担任文旅相关志愿者，62.81%的受访者会

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传播旅游见闻，62.58%的受访

者会向身边人或者网友推荐区域特产，38.91%的受

访者会向文旅相关部门提供意见建议。

“强推”柳州的螺蛳粉、拍下像锦簇花团一般的

老北京糕点、分享在西北大漠旅行时如何穿搭……

从去年开始，湖南大学的游梦婷陆陆续续发了百余

条旅行攻略。“以前我一直在做一个学习、实习方向

的账号，有 2000多个粉丝。因为我非常喜欢出去玩，就

想着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些旅行的感受呢？”这个小心

思，让游梦婷体会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乐趣。

去年夏天的苏州、扬州之行成为她实现这一想

法的契机。她分享了一路上的行程、照片后，推文一

下就火了，点赞、收藏双双破万。此后，去青岛、成都、

天津等地旅游，她都会分享到社交网络。

毕业后一头扎进晋江红色旅游工作的许涪灿同

样热衷给朋友推荐旅游目的地。“因为本身从事文旅

相关的工作，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对路线设置、景点

分布、文化特色等要素格外关注。”他在福建莆田、湖

南长沙等地都留下了足迹，并且在朋友圈实时分享

游览体验测评。

无论是西安、南京、厦门、成都等“网红城市”的

兴起，还是婺源、延吉、大同等宝藏旅游目的地登上

热门排行，背后都离不开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一次

次的分享。近年火热的“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天水麻辣烫”，更是凭借“图图相传”“沉浸式体

验”的扩散传播，成为一个又一个“顶流”。

游梦婷发现，越来越多的网友看到她的攻略后，

私信她询问旅途中的体验、注意事项。她也带动不少

网友当起了“线上导游”。她到沈阳旅行的攻略中，有

网友在评论区问她住什么酒店、有什么好吃的、衣服

在哪里买，有很多沈阳当地人就在评论区里帮忙解

答，还有一些人说“下次来东北就找我”。

能被大家喜欢，本身就让游梦婷感到开心，做社

交媒体账号期间，运营、文案写作、图片处理乃至分

析管理等能力的提升，也让她感到收获颇丰。而她也

在有意无意间成为文旅宣传中的一环。

北京化工大学的赵文垚自称是“无偿的网络文

旅宣传员”。他曾在社交平台发布家乡景区的风景

照，没过多久就有同学来咨询景点的详细情况。每当

这个时候，赵文垚总是热情介绍，并邀请同学前来旅

行。“青年大学生为文旅作贡献的第一步就是成为家

乡文旅代言人。”赵文垚说。

“欢迎来我的家乡”是期待，也是行动

除了成为活跃在网络中的传播者，一些大学生

也开始身体力行，在不断踏上旅途、探寻祖国山川大

河美景的同时，成为文旅志愿队伍的一员，赵文垚便

是其中之一。

大一暑假，他在家乡陕西安康的 4A级景区瀛湖

做志愿者。“主要工作是在园区不同点位清除垃圾，

确保景区内干净整洁，保证游客的参观体验。”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身穿红马甲的赵文垚经常被来往

游客提问：“景区某个景点怎么走？这里附近有什么特

色美食？到某条美食街大概要多久？”面对游客五花八

门的问题，为了做好这份“随机兼职”，赵文垚没少提

前储备，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让游客更好地游玩。

在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支教期间，天津大学建

筑专业的邓靖凡被那里秀美的风景、独特的气候环

境和风俗民情所吸引。邓靖凡发现，当地旅游资源丰

富，却因知名度不高、交通不便等问题而发展受限。

于是在第二年的社会实践中，邓靖凡着重考察

了当地建筑和旅游线路。通过实地探访景区、走访村

落，队员们详细了解了当地的建筑特色和旅游资源。

“一条合理的游玩路线，会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使游

客感觉旅行更舒适、更有趣。”因此队员们结合建筑

学相关知识，为鹿仁村景区设计了分区规划，并把不

同景观串接成一条完整的旅游路线。这个方案也得

到了当地文旅部门的认可。

赵文垚之所以决定做文旅志愿者，缘于一些有

关家乡文旅的负面消息。“之前有一些关于安康‘坑’

外地游客的消息，我看到以后觉得很愤慨，希望能做

一些事情为家乡正名。”有时游客会咨询他在安康当

地的游玩建议，他会提醒他们避开哪些地方。“希望他

们觉得物有所值，把真正的家乡特色展现给他们。”

年轻人投身文旅，想让“流量”变
“留量”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34.73%的受访者希望参与

到文旅行业或相关工作中。从本科入学到从中国传

媒大学硕士毕业、再到如今参加工作，李姝婧已在文

化和旅游专业领域深耕了 10年。

李姝婧认为，科技对文旅产业的影响力度越来

越大，大数据、AI等新技术的涌入为文旅产业注入

了新的活力。另外，产业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力度和

保护程度显著提升，将文化和旅游相结合进行创新

表达，也成为很多文旅项目发展的方向。

2021年，当时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李姝婧跟

随导师的课题组，开始了“黄河文旅大调研”，深入黄

河沿线 9个省市，调研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

经验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黄河文化资源整体上的活化利用还是比较少

的，我们的调研所收集到的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的

经验也为文旅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李姝婧

调研的首站就是开封。她发现，作为“八朝古都”的开

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城市，州桥及汴河遗

址便是黄河璀璨文明的有力见证。

一边调研一边思索，李姝婧发现，黄河流域流

传着很多民间传说，如大禹治水、河图洛书、鲤鱼

跃龙门等。“这些传说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如果

能够将这些传说故事作为原型，开发出电影、动

漫、小说、游戏等系列文化产品，构建以黄河传说

IP 为核心的文化生产链条体系，可以通过文化价

值与产业价值的相互赋能，创作出黄河文化新产

品、新业态。”

天水的火热并没有让闫冠璋“一下子上头”。“每

年伏羲庙都会吸引很多海外华人来此祭祖，麦积山

石窟的关注度也在提升，但天水的交通和住宿较之

东部地区确实不太完善。”闫冠璋觉得，要把“流量”

变“留量”，不能只是满足于一阵风，更需要整个城市

来一次升级焕新。

游梦婷觉得，处在不同位置的年轻人可以为文

旅做出不同程度的努力。“在文旅相关岗位上的人可

以策划更好的服务、活动；现在也有一些年轻人帮景

区打造文创产品，设计文旅小镇、主题剧本杀、礼乐

大会等有特色、年轻人又喜欢的文旅活动。”不过能

为文旅作贡献的不仅是这些从业者，“普通年轻人也

可以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游梦婷在网上看到，

哈尔滨旅游热期间，很多市民开车送游客、当志愿

者、给游客送食物等，“都会让人感到这座城市的真

诚与热情”。

苏丹的留学生雨拟在辽河油田高凝油展示馆参观。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出游随时分享 提供热情服务 投身文旅行业

年轻人开启与文旅的“双向奔赴”

受访者可能选择怎样的方式参与
文旅产业发展？

参与到文旅行业或相关工作中 34.73%

通过社交媒体或人际网络传播旅游见闻和体验
62.81%

向身边人或网友推荐家乡或工作学习所在地特色
旅游产品 62.58%

为文旅相关部门提供意见、建议 38.91%

担任文旅相关志愿者 72.53%

通过直播等新兴形式推介文旅或特产 26.97%

其他 1.55%

令人心动的社团

江西农业大学新媒体中心

“百草青年”成立于 2013年 9
月，由共青团江西农业大学委员

会指导、江西农业大学新媒体中心

负责运营。“百草青年”始终围绕

“你关心的江农人，刚发生的江农

事”运营核心，发布实时校园资讯、

分享有趣校园故事。不忘初心，坚

持做好青年思想引领工作；勇于创

新，不断向前发展。“百草青年”现

已入驻微信视频号、抖音、B站、新

浪微博等多个平台，形成校内最

具影响力的新媒体矩阵之一。

北京林业大学悦野车协

北京林业大学悦野车协成立于

2004年 11月 5日。“悦动于心，鸣野食

苹”是对“悦野”二字最好的注解。因为

对单车共同的热爱，一群人在此相聚。

他们是绿色骑行文化的传播者、公益

环保的践行者、自行车运动的推广者。

悦野的车轮滚滚向前，车辙遍布北京

市及郊野，也通过寒暑假的远征把足

迹印刻在祖国各地。

同济大学橄榄球协会

同 济 大 学 橄 榄 球 协 会 始 创 于

2013 年，传承至今；一代代“Tongji
Strikers”以橄榄球为媒介，建立了一个

互相信任、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温

暖大家庭。作为推广中国大学橄榄球

的先行者，同济大学橄榄球协会以

“团队”为基、以“勇气”铸魂，始终致

力于让更多青年体验到这项团队运

动的魅力。

邵阳学院森蓝环保协会

森蓝环保协会创立于 2007 年 6
月，由一群对大自然无限热爱、对美

好生活无限向往的青年志愿者组成，

宗旨是普及环保知识，宣传环保理

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注校

园环保、生活环保。通过组织开展环

境保护、宣传维护环境权益等活动，

提高师生以及社会人士的环保意识，

主动承担起环境保护责任，努力为生

态文明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福建警察学院学生仪仗队

福建警察学院学生仪仗队成立于

2015 年，着力打造“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学生团

队。建队以来圆满完成包括迎接中非

总统代表访问团等 115 项司礼任务，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忠诚教育、国防

教育和国旗文化教育，向社会各界展

示福建警察学院学子别样的青春和魅

力，赢得广泛赞誉。

梅从政 罗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