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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川
通讯员 邹仕珏 王媛英

“从我们大凉山的西昌市往昭觉县方

向走，大概出来 80 公里就可以看到梭梭

拉打村，那一片山就是我的蜂场……”身

着彝族服饰，何桂枝在抖音账号“小酿蜜

枝枝”里置顶着这样一段介绍自己“蜂

农”身份的视频，真诚而又朴素地向网友

展示着美丽的梭梭拉打村蜂蜜园。

“真诚”是“小酿蜜枝枝”抖音账号的最

大特色。每次直播，何桂枝都身穿彝族服饰，

言语间满是对家乡大凉山的热爱。从默默无

闻到建立蜂场，再到抖音账号粉丝 34.4万，

何桂枝和丈夫张晓骐一起努力了 10年。

2014 年，在成都闯荡的何桂枝夫妇

始终感觉缺少归属感，直到亲友送来的大

凉山土蜂蜜勾起他们儿时的记忆。

“我们回凉山去吧，这样好的蜂蜜应该

让更多人尝到。”当时 24 岁的何桂枝不顾

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着张晓骐回到

他老家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成立阿米

子食品有限公司，开始了卖蜂蜜之路。

“阿米子”取自彝语，是“美丽姑

娘”的意思。何桂枝希望能让“阿米子”

代表大凉山，把大凉山更多的好产品卖出

去。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大难题：

作为没有任何养蜂经验的 90 后，怎么找

到蜂蜜？怎么辨别蜂蜜好坏？

为此，夫妻二人跟着当地蜂农一起

辗转于鲜花盛开的大山里，跑遍了凉山

1379 个村落，又拜访云南、福建等高校

的农业专家，学习如何利用化学试剂分

析蜂蜜中的微量元素，保证原料天然无

污染。 （下转3版）

探索如何做好青年电商人才培养工作

“青DOU计划”引领返乡青年共筑乡村振兴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养老事关民生，加强养

老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是推动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公布了 10
件高质量审议代表议案、办

理代表建议典型案例，“加

强高素质养老护理员队伍建

设 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位列其中。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上，多名全国人大代表

提出了完善养老服务政策措

施、提高养老服务人员薪酬

待遇等建议，这些建议被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确定为

重点督办建议，由民政部牵

头办理，全国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督办。

为此，民政部深入 10个
省份、25 个地（市）、42 个村

（社区）和 62 家养老服务机

构实地调研，通过建议办理找

准制约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

的症结和相应对策。2024年 1
月下旬，民政部会同 11个部

门制定的《关于加强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出台，这是我国

首个关于养老服务人才建设

的综合政策性文件。

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城

摞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晓在听取 《关于加强养

老服务人才培养的建议》的

答复意见时，表示“对答复

内容非常满意，对你们的工

作点个大大的赞”。

多名全国人大
代表建议完善政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

断加快，我国养老服务业人

才缺乏、专业素质偏低、队伍

不稳定等问题日益显现。养

老问题日益严峻，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加大，完善各

项养老政策，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养老体系刻不容缓。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龙倜代表提出

《关于进一步构建多元化、可持续养老体系的建议》、

吴惠芳代表提出 《关于完善养老互助志愿服务政策的

建议》、赵明枝代表提出 《关于提升养老护理队伍水

平的建议》等。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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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0日，人们在贵州省石阡县仡佬毛龙节上参加毛龙巡

游。当日，贵州省石阡县举办“龙腾盛世·锦绣阡城”为主题的仡佬

毛龙节贺新春活动。每逢春节期间，石阡县各仡佬族村寨会自发

组织编扎毛龙，行走于各村寨之间贺新春。2006年，仡佬毛龙节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通讯员 杨芳奇

2 月 18 日 10 时 ， 甘 肃 天 水 境

内，天华铁路上一列满载煤炭的“钢

铁长龙”呼啸而过，穿越六盘山隧道

后向着川渝地区驰骋。

天华铁路是一条纵贯陇东南、辐

射周边地区的干线铁路，是陇东地区

煤炭资源运输和群众出行的重要通

道。六盘山隧道是天华铁路第一长隧

道，全长 16714米，因地质复杂，构

造裂隙水及岩溶裂隙水丰富，给铁路

设备带来严峻挑战。

“今天是在六盘山隧道开展设备

检查作业，大家戴齐头灯，规范穿戴

劳动保护用品，注意脚下安全，防止

滑倒摔伤。”这天上午，兰州铁路局

定西工务段张家川检查监控工区工长

车驰向作业人员强调安全事项。

今年刚满 30 岁的车驰与天华铁

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5 年大学毕

业后，他在这条线一干就是 8 年多。

他的话音刚落，大家便迅速起身戴好

安全帽，收拾整理轨道检查仪和检查

锤等工机具，乘车向作业地点挺进。

“这支青年队伍的队员平均年龄

不足 30 岁，但他们的责任重大，春

运期间，担负着管内近 110公里的设

备检查任务。”张家川线路车间党支

部书记王凯在前往作业现场的 7504
次“慢火车”上介绍。

六盘山隧道位于六盘山山脉中山

区，沿途山势陡峭、沟壑纵横，交通

极为不便。作业人员需要从六盘山隧

道的麻庵河侧隧道口进入，徒步

16714米后从青林侧的隧道口出来。

“大家这会儿再抓紧吃上一口，

作业开始后就顾不上了。”下了火车

后，车驰带领大家就近坐在作业通道

门外，从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掏出菜夹

馍，就着保温水壶里的热水来饱餐。

12时 30分，检查作业正式开始，按照分工，有

的人双手推着轨道检查仪、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跳动

的波纹，有的人手持检查锤、叮叮当当敲打着扣件，

还有的人在钢轨焊缝处蹲下身子、拿出镜子仔细打量

着……大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一路走走停停，生

怕漏掉一处安全隐患。 （下转2版）

六
盘
山
隧
道
里
的
青
春
守
护 □ 任冠青

这个春节，国潮奔涌，传统文化
的亮眼“存在感”令人印象深刻。不
少年轻人做起了新一代过年“主理
人”，不仅自己精心挑选了新中式

“春节战袍”，还手写新春祝福，用灯
笼、糖画、手作龙头帽等装饰营造过
年氛围，将仪式感直接拉满；春晚

《年锦》等节目展现的中国传统服饰

灿若云霞，让网友直呼“你永远可以
相信中式审美”；还有那些推动传统
文化走出去的年轻人，他们或是自
信地站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用传统
华服点亮世界地图，或是对打铁
花、壁画、漆艺等非遗进行创造性
传播，言辞间无不洋溢着珍视与自
豪之情。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充分而深入
的文化自知。近些年，传统文化早已不
是只可远观、束之高阁的抽象概念，而
是融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熟悉
而可亲的日常元素。“不入园林，怎知
春色如许”，在天朗气清的时节，搭一
班高铁前往苏州，沉浸式体验一场实
景版《游园惊梦》，生活中的疲惫和烦

恼都随着婉转的唱腔而逝。冬日大雪纷
飞，约上三五好友围炉煮茶、叙旧闲谈，
惬意自如。穿上马面裙“出街”，将简约的
明式家具纳入生活空间，肩颈僵硬时练
上一段八段锦……

正如不少人感慨的那样：总有一个
时刻、一个入口，会让你意识到自己

“传统文化的DNA动了”。在不知不觉
中，传统文化已融入年轻人日常的点点
滴滴，谈论分享起来自然如数家珍。这
种基于了解认同所生发的雀跃欢欣之情
自然而真实，他人听来也会饶有趣味，
感染力十足。

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有时仅取一
瓢饮，便足以让人心醉神迷。一个值
得关注的现象是，如今，年轻人推动

传统文化走出去，并非只是简单直白
地展现视觉美感，而是以器物、服饰
等为切口，延展至对中国茶道、园林
营造之道、东方美学、自然哲学等层
面的解读，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丰
富意蕴。

以近年来备受追捧的汉服为例，除
了对传统华服的生动演绎，年轻人还会
兴致盎然地分享布、纱、绫、罗等多种
服饰面料的质感和织法，各类纹样对日
月星辰、山川风物的精巧化用，鹅
黄、松花绿、棠梨褐等中国传统色彩
的“养眼”搭配，以及服饰背后余韵悠长
的典故传说和礼制文化。与外国友人
共烹一壶茶，他们可以从中国茶的基
本分类，谈到点茶、斗茶、茶百戏等

传统，从兔毫盏、龙泉青瓷等各地特
色茶具，聊到“吃茶去”背后的禅理故
事，可谓大有乾坤、妙趣横生。

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赋予了年轻
人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面对世界，他
们无须刻意迎合，用平视的姿态真诚分
享、大方交流就好。就像一位外国友人
在完成一幅木版年画后所说的：“中国
文化真是太神奇了！”诗词、典籍、古
建筑、曲艺……中国传统文化就像是取
之不尽、永远都会给人带来惊喜的宝
藏，其自身具有的迷人魅力，足以令人
心驰神往。而青年发自肺腑的热爱和认
同，以及他们敏锐的感知力和活跃的创
造力，也会进一步助推传统文化走出
去、走得更远。 （下转3版）

年轻人“主理”传统文化出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马忠先和

他的同学，与一大片玉米相伴度过。

这名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的生物学博士每天都要下地精心“照

料”育种材料。过年这几天，他多加了

几道可口的菜肴，还特意从镇上买来

了煮玉米。“吃着甜糯的玉米，看着长

势喜人的玉米株，这个年过得别有一

番滋味。”他说。

马忠先的研究方向是育种，用他的

话说，“选了一个最苦最累也最难出成

绩的方向”，但他觉得这条路很值得。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搞农业的，如

果能让老百姓用上自己研发的品种，那

得有多牛！”玉米育种周期较长，选育

一个大品种少则七八年，多则 10 年甚

至更长时间，为了能够加代选育，“夏

季在安徽，冬季到海南”成了常态。

这已是马忠先连续 4 年来到南繁基

地，“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候鸟，跟着阳

光跑”。

今年寒假一开始，他就从 2000公里

外的安徽合肥来到这里，连同老师以及

30多名师弟师妹，在田间地头开启玉米

育种实验。2月 12日，正月初三早晨天刚

亮，海南省乐东县玉米田一片静谧，一人

多高的玉米株青翠挺拔。一阵微风拂过，

玉米叶沙沙作响，似乎还能听到拔节生

长的声音。马忠先带着师弟师妹斜背着

草帽，拎着授粉袋你说我笑，打破了这静

谧的氛围。

到了地里，马忠先两手一举，扯着嗓

门喊：“伙伴们，咱们今天的任务是分区

域考察性状，然后给玉米授粉。看哪一组完

成得又快又好。”

“太阳一出来，花粉就开始散落，我们

必须尽快授粉。”多年的田间实践，让马忠

先现在成了“大师兄”。在玉米雌穗吐丝前，

用白色牛皮纸袋套住雌穗防止串粉，随后

用取粉袋套住雄穗并轻轻拍打获得花粉，

再去掉花丝上的白色纸袋，快速套上取粉

袋并轻轻拍打。此时，玉米花丝上就会均匀

地沾上花粉，完成授粉。

马忠先一边熟练地授粉，一边盯着师

弟师妹的操作。 （下转3版）

青年田间地头过春节 钻研玉米育种

土地上跳动着青春脉搏
2 月 20 日，韩国民众

在韩国爱宝乐园参观大熊猫

福宝。

近期，韩国爱宝乐园宣

布旅韩大熊猫福宝将于四

月回中国。许多韩国民众慕

名而来与旅韩大熊猫福宝

告别。

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摄

旅 韩 大 熊 猫
福宝四月回国

新华社记者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行走在厦门，人们总会与美景

不期而遇：筼筜湖白鹭翩跹起舞，鼓

浪屿绿树红瓦交映，五缘湾海天浑

然一色……

“抬头仰望是清新的蓝，环顾四周

是怡人的绿。”习近平总书记对厦门充

满感情，珍惜这里的一草一石。当年，

从来到厦门市工作，到担任福建省领

导，再到后来在中央工作期间，习近平

同志对厦门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的一系

列部署，已结出累累硕果。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

育地和先行实践地，30 多年来，鹭岛儿

女牢记嘱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系

统治理、久久为功，以高水平海洋生态修

复助力高质量发展，描绘出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

锚定长远目标：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

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国家

森林城市……这些美誉，都是属于厦门

的。但厦门的美，却并非一直如此。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

区范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习近平同

志风尘仆仆从河北正定南下厦门履新，

担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彼时的厦门，虽然是个沿海城市，

但市容市貌很旧，有人形容“厦门像一

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

裳”。而污染严重的筼筜湖给厦门人摆

出了一道难题：如何处理好发展和保护

的关系？经济发展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吗？

习近平同志经过深入调研思考，

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来自

北方，对厦门的一草一石都感到是很

珍贵的。”

“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

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

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

发展。”

方向明确，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

“最爱月斜潮落后，满江渔火列筼

筜。”筼筜湖，原先是深入厦门岛的内湾

渔港，“筼筜渔火”是厦门历史上的八大

景之一。

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围海

造田、筑堤围湖，筼筜港变成了近乎封闭

的筼筜湖。工业和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水

体发黑发臭，周边百姓叫苦不迭。“筼筜

湖何时不再黑臭？”当地群众发出了治理

筼筜湖的呼声。

“筼筜湖要治理，截污、清淤、建污水

处理厂，哪样不是硬骨头？那时候厦门刚

设立经济特区，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

花，太难了！”81岁的张益河是筼筜湖治

理的亲历者之一，见证了筼筜湖从污水

溢流、鱼虾绝迹到鸥鹭翔集、重现光彩的

巨变。

1988年 3月 30日，习近平同志主持

召开了一场专题会议，主题就是加强筼

筜湖综合治理。

在这次会上，厦门市成立了筼筜湖

治理领导小组，明确了“市长亲自抓治

湖”“市财政今明两年每年拨 1000 万

元”，并创造性地将治湖方略总结为“依

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

美化环境”20字方针。 （下转2版）

擘 画 鹭 岛 新 画 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厦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