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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腾飞 陈志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妈妈在我几个月大

的时候去世了，我平生最

大的愿望就是想看一看她

的样子……” 4 月 7 日，

36 岁的张女士在网上向

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

分局求助，称她刚出生几

个月时母亲就去世了，家

中也没有留下母亲的任何

照片，只有零星的线索和

记忆，想通过公安机关再

看一眼母亲的模样……

张女士是盐城市盐都

区大纵湖镇人，目前在江

苏昆山工作。家庭工作都

很顺利的她，心中却有个

埋藏 35 年的心结，原来

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

去世了，因种种原因，老

家一张母亲的照片也没留

下，相关资料也在拆迁搬

家时全部遗失了。

“年长的亲戚都说我

和母亲长得很像，但我脑

海里对母亲的样貌却没有

印象。” 4 月初，清明时

节，张女士对母亲的思念

更加浓烈。身处外地的

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隔空求助盐城公安，期盼

能“再见”母亲。

“ 你 好 ， 方 便 留 一

下 你 的 联 系 方 式 吗 ？”

看到留言后，盐城市公

安局盐都分局新闻中心

立即响应，依托“平安

盐城新媒体联盟”工作

机制协调属地派出所精准服务。

随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派出所社区

民警商林勇，第一时间与焦急的张女士取

得了联系。

查找 35 年前注销的人员档案难度非

常大，而张女士能提供的线索只有其母亲

姓名和户籍地。

面对这一难题，商林勇首先通过警务

平台，核实张女士身份，但因其母亲离世

年份太过久远，户籍系统并未查到相关信

息，同时因张女士母亲重名太多，工作一

时陷入僵局。

商林勇没有轻言放弃，他和同事们将

与张女士母亲同名的 200余份户籍纸质档案

全部调出，组织人手，逐一翻阅核查比

对，最终排查出疑似档案资料 12份。

为确保身份信息准确无误，随后民警

大量走访相关人员，排查确认了一份张女

士的爷爷当年留存的档案资料。

翻开尘封的档案，最终在户籍根

册中找到了张女士母亲唯一的一张黑

白照片。

在反复甄别无误后，商林勇第一时间

将好消息告诉了张女士。

可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户籍底册存

放太久，仅存的黑白照片，早已模糊不

清、泛黄卷翘。

民警随即找到派出所附近的照相馆，

对老照片进行扫描修复，并借助 AI 技
术，成功将这张照片修复完成，并第一时

间给张女士发了过去。

“这就是我的妈妈啊，我真的好想她

啊！”终于“见”到母亲的张女士，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泪水不自主地夺眶而出，

她哽咽地给民警回了语音。

事后，张女士给民警留下了这样一段

话：35 年日思夜想，想不到，我第一次见

到母亲，是以这种方式。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她的样子。千言万

语，无以言表，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4 月 10 日，张女士专程将一面印有

“为民办实事，人民好警察”的锦旗，送

到派出所商警官手中，表达感激之情。

“群众事，无小事。数千本户籍档

案，每本数十页信息，而且时隔 35 年，

确实不容易，但能尽绵薄之力，帮群众实

现 35 年最大的心愿，我也很开心，这就

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商林勇说。

“为人民警察点赞”“为人民服务在警

察同志这里，真不是一句客套话”……此

事被报道后，引发群众热烈反响，纷纷为

盐城警方的暖心行为点赞。

“我妈妈去世 40年了，原郊区冈中乡

新利村西陈组人”“老公妈妈，也去世好

多年了，没有她的照

片”……一个接一个

为已故亲人寻找照片

的求助出现在“平安

盐城”新媒体矩阵后

台，民警一一联系回

应，用隔空相 助 为

爱牵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5岁小女孩庄恩琪本来只是静静地

站在家门口的路边看热闹，没想到却成

了这场民俗文艺巡游活动的主角。

不久前，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贵屿

镇开展双忠信俗活动，当英歌队经过玉

窖村时，庄恩琪突然挥动英歌槌、跳起英

歌舞，和着英歌队员的节奏“吼”了起来。

眼神坚定、毫不怯场的她，立马吸引了英

歌队员的注意，他们纷纷停下脚步，与她

互动共舞、握手、碰拳致意。

小女孩与英歌队员默契共舞的视

频，在网络迅速走红，不少网友看得热

泪盈眶。网友认为，这是一种刻在骨子

里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孩子就应

该自信、大方、阳光、开朗。小女孩从

“静若处子”到“动若脱兔”的转变，是

刻在潮汕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带来的

强劲力量。也许，最美的相遇，就是最

好的传承。

被称为“中华战舞”的英歌舞，在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一种歌颂

英雄的民俗，英歌舞沉淀了潮汕地区的

文化传统，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民

族心态。在玉窖村村民看来，喜欢英歌

舞的人越来越低龄化了，足见中华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

知道自己在网络走红后，庄恩琪羞

答答地说：“这个英歌槌是爸爸给我买

的，我和妹妹都有一副。”

当时参与巡游的英歌队员至今仍

津津乐道。玉和兴英歌队头槌庄梓龙

说：“本来队伍是要往前走的，但是我

们还是停下来跟她玩几分钟。她打的

招式都是英歌舞里面最经典的招式，

就是上下槌，这么小的孩子能做到这

种动作，还有这种速度，是很难得

的。”玉和兴英歌队队员庄卫挺也惊讶

于这个 5 岁娃的标准动作。他说，后

来有个“碰拳”的动作，就是对她的

鼓励和认可。

在庄恩琪家，客厅里摆着小鼓、

“小蛇”，还有迷你版的英歌槌，这些

就是她和妹妹的玩具。原来，庄恩琪

的父亲庄镕强是当地英歌队的锣手，

庄恩琪时常会跟着爸爸到训练场，耳

濡目染之下，孩子竟对英歌舞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庄镕强说，他专门买了个小鼓，

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把英歌舞当作一种爱

好，感受一下潮汕文化。

起初，庄镕强以为女儿只是好奇跟着

去玩耍，她有时只是坐在角落里静静看

着，有时候也会悄悄模仿。后来他给女儿

买了个英歌槌在旁边玩，没想到女儿玩得

很起劲儿，还跟队员们一起跳了起来，慢

慢地就学会了。一旦有英歌舞表演的机

会，庄镕强就会带上女儿去旁观。他说：

“千变万化的英歌舞似乎有种魔力，牢牢

抓住女儿的心。”

在庄镕强看来，作为“中华战舞”，

古老的英歌舞魅力无穷。女儿对英歌舞的

领悟和爱好，他自然也乐见其成，认为这

是一件好事。

5岁娃的走红，再一次向人们展现潮

汕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蓬勃活力。

这几天，玉和兴英歌队开展日常训

练，庄恩琪受邀到现场参与训练。当激

昂的鼓点响起，她立马变得专注起来，

迅速进入“作战”状态，抡起英歌槌，

融入队伍中。那种投入又自信的表演，

让旁人连连叫好。

玉和兴英歌队领队庄暹洲说，他留意

到庄恩琪，这个小朋友很聪明，经常是家

长带着过来观看。其实现场还有好几个小

朋友，他们都是跟着长辈来观看，在耳濡

目染和家长的支持下，喜欢上英歌舞。

在为期 3 天的贵屿双忠信俗活动中，

不少像庄恩琪一样的小朋友前来为英歌舞

捧场。他们充满童真的起舞互动，让英

歌队在每天 8 个小时的巡游中乐此不

疲。庄卫挺说：“我能够真切感受到越来

越多小朋友爱上英歌舞，他们也继续鼓

舞着我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玉和兴英歌

队这支有着百余年历史的队伍中，有一个

小“好汉”：年仅 7 岁的“小时迁”扮演

者庄润铭，他从 4 岁就开始练习英歌舞。

庄润铭的母亲庄晓华说：“他看着电视

说，妈妈我要买这个道具蛇，我就给他

买，后来他自己就练上了。真是打心底喜

欢那种。”

今年春节，因为甜美的笑容和飒爽的

英姿，只有 16 岁的汕头西门女子英歌队

“头槌”郑梓欣火出了圈。汕头濠江区联

兴英歌队不足 3 岁的“小时迁”杨浩霖，

在阳刚的男子英歌舞中跳出了“萌萌哒”

感觉。

在汕头，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

友爱上英歌舞这一传统非遗项目。从追着

英歌队伍跑的“英歌宝宝”，到加入“梁

山”的“小小好汉”，正是这些新鲜血液

的加入，为 500年历史的古老英歌舞注入

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在玉和兴英歌队鼓手庄燕鹏看来，练

英歌舞强身健体，也可以弘扬文化。现在，

他们队继续招年轻的队员，大多是十几岁

的。庄暹洲说，训练场地都是开放式的，村

里村外的男女老少都可以过来观摩。

“一声哨子响，千百棍子舞”，潮汕英

歌一舞，梁山好汉悉数登场。龙年伊始，

中国非遗潮汕英歌舞“炸街”英国，吸引

了很多人围观。

潮汕英歌舞出海又出圈，海内外华人

共贺中国年。“从没追过星的我追着英歌

舞队跑了两个小时，实在太震撼了！”网

上出现不少潮汕旅游攻略，很多外地游客

来到潮汕，只为现场感受最特别的“年

味”。美团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潮汕

（潮州、揭阳、汕头） 文旅订单量同比上

涨 114.5%，今年 2 月至今，英歌舞表演

“大众点评”搜索量同比大幅上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卜希霆认为，潮汕英歌舞，作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源自广东潮

汕地区的传统舞蹈艺术，以其独特的魅

力在国内外舞台上绽放光彩，成为中华

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英歌舞代表的潮

汕传统民俗带动“创造性消费转化”与

“创新性文旅发展”，具有重要的城市示

范意义。

如今，汕头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4
个，省级非遗项目 51 个，市级以上非遗

项目 160个。这些“绝活儿”在政府的推

动下，在群众的支持下，通过媒体平台，

正逐渐融入年轻人的生活。今年，汕头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当下，汕头也正大力开展非

遗文化保护与传承，推动“非遗进校园”

到“非遗在校园”的转变，吸引更多 90
后、00后甚至 10后、20后成为非遗“新

传人”。

“潮汕地区保护热爱地方优秀传统文

化的氛围浓厚。”汕头市非遗保护中心办

公室主任曾岸夫说，他们引入了英歌舞、

汕头工夫茶艺、潮州歌册等项目，把它们

带入学校第二课堂。寒暑假期间，汕头市

文化馆还开展了非

遗少年行活动，与

学校联合开展青少

年文化志愿者的培

训，成立 非 遗 小

小 宣 讲 团 ， 推 动

汕 头 市 非 遗 的 传

承与发展。

这5岁女娃火了，英歌舞低龄化打开传承之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小伙伴们，我们的微电影又要

‘开机’了，只不过，这次不是现场拍

摄演绎，而是对 15 部作品进行总结提

升和短视频传播转化！”连日来，来自

建筑央企中铁四局七分公司的年轻人又

开始忙碌了，他们工作之余坐在一起，

讨论如何找到原创微电影的核心故事点

和年轻人最感兴趣的画面，琢磨年轻人

浏览短视频的习惯，再进行二次传播。

平日里，这些年轻人都是公司机关

和项目一线的员工，在铺路架桥等建设

一线挥洒汗水。脱下工作服，到了“片

场”，他们是专业的编剧、导演、摄

像、演员和剪辑师。

近 5年，该公司党、政、工、团等

部门选取有摄影、文学创作、后期制作

和表演特长的青年员工，先后拍摄 《阳

光下的抉择》《伙骑兵》《致敬争先者》

《幸福密码》《家的味道》 等 15 部微电

影。电影内容由真实故事改编，一线员

工出演，拍摄地均在工地。这些作品实现

了对企业青年的思政引领和文化浸润。

《幸福密码》 系列中的两部 《男大

当婚》《带着父母建高铁》，以青年员工

婚恋和老人赡养关爱问题为创作题材。

《男大当婚》 取材于该公司服务青年的

工作品牌“青年红娘”，由于工程单位

的特殊性质，很多青年辗转奋斗在国内

外项目，婚恋成了大难题。该公司引导

一线项目书记等群体担任“红娘”，线

上线下服务青年交友。

时任公司团委书记的 90 后赵征征

担任 《男大当婚》编剧，为了让更多青

年喜欢剧本，他采取诙谐幽默和夸张的

拍摄手法，以一条明线和一条隐线的交

织，拍摄一位男“红娘”通过设计求婚

场景、传授穿搭技巧、提升异性沟通技

巧等举措，帮助男主角找到对象的真实

故事。

在赵征征看来，微电影之所以打动

人，不是“创作”出某个故事，而是以

小见大讲述身边的故事。他记得，有一

个场景需要在山顶拍摄，炎炎夏日，蚊

虫特别多，但大家顶着高温从早拍到

晚，没有一点抱怨。

微电影 《带着父母建高铁》诞生于

山东省海阳市的莱荣铁路建设现场，故

事主人公是项目总工程师徐小飞，他在

陕西农村长大，姐姐远嫁，由于工作忙

碌，他无法照顾住在陕西老家的父母。项

目部知道后，特事特办，在宿舍一楼空出

一间房，让徐小飞将二老接来同住。

当时，编剧、项目青年员工鲁颖在采

访、收集素材时询问徐小飞的母亲：“你

到了项目部以后，想不想家？”对方不假

思索地说：“人在哪，家就在哪里。”

这句话击中了鲁颖的内心，也进入

了剧本台词。“这个故事是工程建设者

的缩影，身边人都做着看似普通却又不

可或缺的工作。而小家庭对大企业的融

入，大企业对小家庭的包容，都体现在

了剧本创作中。”

2021 年拍摄的 《亲爱的战友》 讲

述了一对夫妻同事的真实故事，负责编

剧的 85 后员工马易难说，在工程单

位，夫妻更像是共同作战的战友。在编

剧时，主要挖掘平凡人身上的闪光点。

女主角于艳秀放弃了教师工作，跟

随爱人林红岩来到企业，在基层项目办

公室工作，项目办公室业务繁忙，相当

于项目事务承上启下的“枢纽”。她告

诉马易难，自己从来没有为儿子过一次

生日。

这给了马易难创作思路，在电影的

最后一个场景中，项目将夫妻二人的父

母和孩子接到工地，大家一起过生日。

林红岩则瞒着妻子忙碌了一天，负责订

蛋糕和布置生日现场。

当时，儿子给母亲于艳秀递去一块

蛋糕，并说道：“妈妈，你辛苦了。”于艳秀

真情流露，流下了眼泪。看到这一幕，在

场很多演职人员都在偷偷抹眼泪。

微电影 《幸福无问西东》取材自员

工休假问题；《伙骑兵》 以给农民工送

宵夜为创作题材；《西格十三天》 深度

还原了西格铁路的建设故事，拍摄地区

是准噶尔盆地荒漠区的新疆阿勒泰 S21
项目，该地区雨量小，蒸发量大，年平

均风速 3.3m/s，瞬间最大风速 28.4m/
s，极端高温 40.0℃ ，极端低温零下

42.7℃，体现青年的拼搏奉献精神……

在微电影主创团队这群年轻人看

来，拍微电影并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在

工作之余，用受众喜欢的传播方式，把正

能量的观点和思想传播给员工。同时，用

镜头记录和还原项目建设中每个人成长

路上的点滴，也是有意义的。

胡润杰记得，一次在广西崇左市

一个项目拍摄，晚上下着大雨，即使

一个镜头反复拍多次，小伙伴们依然

劲头十足，那一刻，他灵光闪现，想

加一句台词来升

华剧本：“向下

扎根，才能向上

生长。”

他 觉 得 ，

这 就 是 工 程 建

设 者 最 真 实 心

态的写照。

铺路架桥的青年自导自演15部微电影
团黑龙江省宁安市委

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党
聚人政治职责，充分发挥

“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巡
讲团”作用，打造“红领
巾讲解员”工作品牌，持
续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
领；积极组织开展大学生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
动，累计为636名大学生

提供实践岗位；深化与高校团组织对接联
系，与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名高
校常态化开展基层实践交流，探索校地共青
团合作育才新模式；开展“村村都有好青
年”乡村振兴人才培育活动，组织创新创
业培训和交流沙龙，建立乡村振兴人才
库，两名青年入选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
青年先锋”；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做
好“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和“青
春暖流”系列活动，切实做好困境青少年关
心关爱工作。

三
十
五
年
了
，她
终
于
见
到
妈
妈
的
模
样

小鼓、“小蛇”、迷你版英歌槌，这些是庄恩琪和妹妹的玩具。随着呐喊、叩击、舞动一系列动作流畅完成，5岁“英歌舞小女孩”火遍全网，那是刻在潮汕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带来的强劲力量。 汕头融媒供图

江苏省常熟市琴川
街道团工委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扎实推
进基层团组织改革，充
分发挥省级五四红旗团
委的作用，切实肩负起引
领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使
命。通过“青聚海棠下·
young样在琴川”团建项
目，建强青年建功平台，
促进青年城市融入，做深

做实琴青学习社，以“虞青说”“琴青
Talk”等形式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阵
地；创建“琴川友趣”青年社团联盟，8家
青年社团在体育竞技、文化研学、亲子公
益等领域联系凝聚青年、释放青春活力；
打造世茂商圈“锋荟场”青年之家，结合

“联青大走访”关注走近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青年；深挖“青爱的小治”青年志愿品牌内
涵，联合“社区有我 青春报到”行动，紧
盯基层治理热点难点，开辟“青年参与、共
享共治”的工作新格局，全面打造“城市对
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青年发展
友好片区。

团黑龙江省宁安市

委书记 李志坤

江 苏 省 常 熟 市 琴

川 街 道 团 工 委 书

记 周妍洁

左图：微电影《西成不再冷》拍摄现场，演员们在大山里沟通拍摄细节。 右图：微电影《不一样的全家福》拍摄完成后，青年职工一家合影。 中铁四局七分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