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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刘亚伟在打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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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朱蒙佳打磨核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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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徐宁（左）教学生操作杖头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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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返乡创业的第五个年头。一路走来，虽然经历过失败

坎坷，但看到家乡的巨变，我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欢喜。

远处峰峦叠嶂、云雾缭绕，身边流水潺潺、小道蜿蜒，这是我的家

乡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常有的美景，但它曾是国家

级贫困县，就业岗位缺乏，乡亲们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城市谋生，美丽

的村寨成了“空心村”。2017 年的冬天，单位派我去丹寨县龙泉镇出

差，刚到镇里，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原先荒废的空地上建起了

古色古香的客栈，以往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硬化的水泥路，还有外

地来的游客。经过一番打听我才知道，国家“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

行动惠及了丹寨，创造了很多家门口的工作岗位。和家人商量后，我

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回到丹寨担任丹寨万达小镇的轮值镇长助理，助

推帮扶项目在丹寨落地生根，助力家乡产业振兴。

建茶园，是我和同事们啃下的一块硬骨头。丹寨的气候和土壤

适宜茶树生长，但很多农户的茶田七八年没人管，撂了荒，锄草、施

肥、修剪后也达不到标准。当得知有企业家要来丹寨万达小镇做轮

值镇长，且要办茶园，我十分激动，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企业

家尽快了解农户情况，帮乡亲们找到致富增收的途径。我和同事们

一起在村寨里挨家挨户走，了解有多少劳动力，都是什么年龄，擅长

做什么农活，甚至细到每一户人家离茶园有多远，曾经有过什么技

术，文化水平如何。经过多次沟通，乡亲们同意按照规范种茶，茶叶

质量明显改善，大伙儿也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这些年，作为镇长助理，我就像外来帮扶者和乡亲们之间的一座

“桥梁”，一方面促使更多人了解丹寨、走进丹寨、看到丹寨的未来，一

方面帮助乡亲们了解好政策、好项目，不断更新观念，抓住机遇。我

发现，像我一样回到家乡干事创业的年轻人可真不少，从发展种植养

殖业、开办农家乐，到成为非遗传承人、发展农村电商，再到开发乡村

旅游、创办小微企业……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我坚信广袤的乡村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与希望，我也愿意在生我养我

的土地上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者为贵州省丹寨县丹寨万达小镇轮值镇长助理，本报记者易

舒冉采访整理）

在乡村种下梦想的种子
蒋芳芳

日前，共青团中央公布了 2022 年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名单。入选的

好青年中，有的是长期扎根基层的一线

员工，有的是致力于高精尖产业科学研

究的技术带头人，有的是为搜救被困群

众壮烈牺牲的消防战士……他们的故

事动人心弦、感人至深，成为新时代广

大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激荡起奋发向

上、崇德向善的青春热潮。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

大共青团员“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

模范，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严

格遵纪守法，严格履行团员义务”。广

大青年是否崇德向善，不仅关乎人生

道路能否走得正、走得远，更关乎整个

社会是否风清气正、朝气蓬勃。青年

在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严守纪律准则至关重要。

明大德，铸牢理想信念。坚定的信

念，令青春的脚步铿锵执着。当面对生

活的压力、现实与理想的落差，是只关

心一己得失，还是在更广阔的天地书写

精彩的人生？扎根乡村 9 年、无悔奉献

的 85 后驻村第一书记谭翊泉，帮助 30
余名残障人士就业的特殊教育学校教

师贾君婷仙，在新疆阿勒泰为河狸修巢

穴、建“食堂”的 90后女孩初雯雯……这

些年轻人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作出了表

率。青年有信仰，民族有力量，国家才

有希望。心怀大德，才能在大是大非

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在大风大浪

面前挺直腰杆、站稳脚跟，在大战大考

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

守公德，强化宗旨意识。青年是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崇尚造

福人民的公德，才能以人民为中心、以

天下为己任。看几组数据：截至 2021
年，47 万名“三支一扶”人员参加基层

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扶

贫），数百万名青年学生参与“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中 14 岁至 35 岁的注册志愿者已超

过 9000 万人；32 万余支青年突击队、550 余万名青年奋战在医疗

救护、交通物流、项目建设等抗疫一线……他们把青春奋斗融入

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

中国青年当肩负时代赋予的重任，勇挑重担、奋勇争先，在担当中

历练，在尽责中成长。

严私德，守牢纪律底线。欲事立，须是心立，青年唯有树立正

确的道德认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严守纪律规矩，才

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

内，悬挂着一面“仁义之师”锦旗。这面锦旗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辽沈战役期间，锦州乡间的苹果已经熟了，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

士虽饥渴难耐，但严守纪律，无论是路过还是借住在老乡家，从来

不吃不拿一个苹果。守纪律讲规矩方能不乱方寸。有规则意识、

有纪律意识、有法治意识，就能不断增强遵规守矩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走在

前列、争当模范。

青年向上，未来可期。新时代新征途为青年一代成长搭建了

广阔舞台，赋予年轻人无限可能。广大团员青年要自觉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严格履行团员义务，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

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用奋斗书

写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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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宁：

融入现代生活元素，探
索传承非遗的新方式

板胡声声，锣鼓齐鸣。31 岁的徐宁左

手撑杆，右手紧握两根手扦，他上下不停地

捻动，杖头木偶随之挥臂抬手，活灵活现，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忽然，木偶转身扭头，原本鲜艳的大花

脸顷刻间变成“美猴王”，再由“美猴王”变

成关公，短短数十秒，变换七八次。正当人

们目不暇接时，木偶嘴巴微张，一条“火龙”

喷涌而出，连带观众的嘴巴也都张成“O”

形，大家纷纷鼓掌叫好。

徐宁是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非遗保护

中心职工，也是省级非遗项目——邵家班

子杖头木偶戏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杖头木

偶在当地又被称为“肘娃娃”，造型多样，既

有模仿神话人物的表演，也吸收戏曲脸谱

角色，表演集唱、念、做、打和奏乐于一身。

过去娱乐活动少，当地婚丧嫁娶、岁时节

庆，常有杖头木偶戏演出。

提起与杖头木偶戏结缘，徐宁直言“不

可思议”。“我打小练习西洋乐器，大学也是

在音乐学院学习器乐表演。”徐宁说，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川剧变脸，被川剧

独特的表演艺术深深吸引，之后拜师学艺，

持续 3 年有余。

大学毕业后，徐宁回到老家，入职甘州

区文化馆。彼时，杖头木偶戏传承“断档”、

时停时演、受众面狭窄，面临着“不受年轻

人欢迎”的窘境，一度处于濒危的状态。杖

头木偶戏的窘境深深刺痛着徐宁，他决心

为杖头木偶戏谋出路。

“ 何 不 将 川 剧 艺 术 与 杖 头 木 偶 戏 相

结合？”器乐表演出身的徐宁，大学期间掌

握了变脸、喷火等川剧绝活儿，跟随老师登

台演出，观众良好的反响增强了他创新木

偶戏的信心，徐宁心想，“倘若融入现代生

活元素，形成别具特色的木偶戏，说不定就

是传承非遗的新方式。”

说干就干。他翻阅书籍资料、求助川

剧老师、请教本地民俗专家与传统艺人，借

用真人变脸、喷火等原理，为木偶增设了煤

油、脸谱等 10 多处机关装置，前后耗时两

年多，历经几十次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改装后的木偶重量倍增，约 20 斤重。

“这对表演者的体力是个不小的考验。”徐

宁介绍，杖头木偶戏表演讲究举功、捻功和

步功，操作时要求稳、准、正、平，才能达到

“人偶合一”的最佳效果。为此，他着实下

了一番苦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断锻

炼胳膊的耐力和身体协调性，以保证木偶

衣裙的下摆始终与人眼持平。

“杖头木偶戏的演出地点不受限制，剧

场、茶园、宅院、草坪，甚至田间地头，都可

以演出，是一项深深嵌入群众社会生活的

戏剧表演艺术。”徐宁说，经过创新改编的

木偶戏，节奏紧凑、时间更短，表演富于变

化，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觉冲击，越来越受

欢迎。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飞天形象木

偶、裕固族舞蹈木偶，不断融入甘肃地域和

民族特色，持续增添非遗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徐宁先后被中国戏剧家协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吸纳为会员，并荣获

“甘肃青年五四奖章”。如今，他年均义务

演出 100 多场次，开展非遗进校园等展示

传承活动 50 多场次，表演停留处，往往成

为年轻人的“驻足打卡点”。“现在，我们已

建成专家工作室，正与高校联系对接，谋划

成立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吸引更多年轻

人 加 入 非 遗 传 承 队 伍 ，弘 扬 非 遗 传 统 文

化。”徐宁说。

刘亚伟：

传统技艺必须顺应时
代，积极创新

“山泉湖河美如画，黄河流域中心点，

抢抓优势促发展，它就是美丽的泉城新济

南……”

课堂上，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文化馆

馆员刘亚伟身穿大褂，表情生动活泼，手中

的快板随着节奏起舞。他中等个头，浓眉

大眼，一开口，声音响亮清脆，掷地有声。

刘亚伟今年 34 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派快板代表性传承人，师父王文喜是相

声泰斗马三立的搭档、中国快板三大流派

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之子。

自幼学习音乐的刘亚伟在 16 岁时的

一次萨克斯演出中与王文喜“邂逅”。老爷

子对这个中气十足的孩子印象深刻，便送了

他一副快板。刘亚伟拿着爱不释手，自此与

快板结下了不解之缘，跟着王文喜学习。

但是，刘亚伟毕竟毫无基础，手里抓着

比巴掌还大的快板，却始终打不出节奏。

但他有股不服输的劲，硬着头皮学：词很

长、板儿很难，背不熟就一遍一遍地读，练

不会就一遍一遍拆开练。

2010 年大学毕业后，刘亚伟先入职了

槐荫区泉新学校，担任音乐老师，但他始终

没忘手中的快板。王文喜虽技艺超群，教

授学生不少，但像刘亚伟这样能真正安心

学习、踏实传承的人却不多。有一回，老爷

子主动开口：“我岁数大了，我想找个接班

人，帮我把这门手艺传下去，以后，人们还

能给它叫个好！”带着这份使命和嘱托，刘

亚伟正式拜师王文喜，取艺名“泓艺”，成为

一名中国传统曲艺传承人。

在学校，他主动向校长请求开设快板社

团“泓艺社”，利用闲暇时间教学，每周组织

一次演出，其中 5 名学生成为职业传统曲艺

传人。

社团发展初期，刘亚伟受到了质疑：

“这不就是呱嗒板吗？”“这玩意过时了吧？”

“心里很难受，但是也提醒了我。”他

说，“传统技艺要在现代传承下去，必须顺

应时代，老板新唱，积极创新。”

2016 年，他创作了群口音乐快板《泉

城娃，赞中华》，表演人数从传统的两三人

扩大到至少 26 人、至多 56 人，演奏部分融

合了现代音乐元素进行编曲，配合着集体

唱词，表演观赏性大大提高，迅速走红。

节目活了，刘亚伟却很清醒，走好传承

路，必须培养好苗子，根本要靠创新。学艺，

看热闹容易，学起来难，打出节奏最少要两

年。那时，社团里不少孩子开始打退堂鼓。

有一回，他带着孩子在文化街区看到

一种蛤蟆形的木制乐器，刮动锯齿状木纹，

就能发出声响。刘亚伟受此启发，在快板

的小板边缘也磨出锯齿，小板通过锯齿直接

与大板剐蹭，便发出清脆的“咔哒咔哒”声。

“新手也能出节奏，谁试谁灵！”刘亚伟

激动不已，称其为“蛤蟆板”。改造后的快

板既能提高初学者热情，又能丰富快板花

样，目前已申请国家专利，并已实现量产，

在济南省会大剧院、济南市文旅局云平台、

百花洲“一些印象”等平台售卖。

自此，刘亚伟对创新越来越起劲。他

发现，孩子们对色彩敏感，就在快板上大胆

改良，增加图案，国风青花瓷、军旅迷彩风、

趣味卡通等系列颇受喜爱，还申请了外观

设计专利。

多年来，刘亚伟通过各种形式义务教

授 8000 余人，获得国家设计专利 3 项，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教学系统。

朱蒙佳：

年轻手艺人应该耐得
住寂寞、吃得住清苦

一把约莫两毫米宽的刻刀，几颗拇指

大小的橄榄核，在一张工作台上，90 后核

雕技师朱蒙佳正在埋头创作，只见她紧握

刻刀，一双巧手挥舞如飞，锋利的刀尖如袅

袅游丝般在橄榄核上跃动……数日之内，

一座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的“苏州园林”就

在方寸之间露出真容。

“一把雕刀一粒核，运筹帷幄见神功”，

今年 29 岁的朱蒙佳是江苏省苏州市吴中

区的核雕手艺人。2013 年，还在南京艺术

学院读大四的朱蒙佳拜师学艺，开始精研

核雕技艺。从磨刀开始学起，短短一年多

时间，有艺术基础且悟性好的朱蒙佳就掌

握了核雕的基本功。大学毕业后，朱蒙佳

回到家乡，成立了核雕工作室，走上创业之

路。“我是年轻人，又在大学学过艺术设计，

我想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核雕来点新花样。”

朱蒙佳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埋头构思，一个以“十

二生肖萌宠”为设计元素的方案在她脑海

里成形了。设计图纸画好了，但雕刻起来

却难度不小。朱蒙佳说，传统的核雕作品

只有一种颜色，“十二生肖萌宠”系列作品

中，动物的眼睛是黑色的，这相当于要给核

雕“上色”，而传统的核雕工艺根本就没有

“上色”这道工序。为此，朱蒙佳请教了很

多老一辈的核雕手工艺人，大家一时间也

想不出好的办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蒙佳看到烙画艺

人用烧红的烙铁作笔，在木头、竹片上烙出

了一幅幅漂亮的风景画。受此启发，朱蒙

佳尝试着用小钻机配上特制的钻头作笔，

来给“十二生肖萌宠”进行“点睛”，果不其

然，当钻机的转速达到一定数值时，钻头摩

擦产生的高温将萌宠的眼睛烙成了黑色。

解决“上色”难题后，“十二生肖萌宠”

系列作品终于面世，与传统核雕作品严肃

风格不同的是，“十二生肖萌宠”可谓时尚

味十足，造型设计千姿百态，或天真灵巧，

或憨态可掬……很快，这组风格独特的核

雕作品就成为市场上的“爆款”，收获了一

大批年轻核雕粉丝，作品一时间供不应求。

尝到了甜头后，朱蒙佳加快了创新步

伐。年轻人热衷于美食文化，她就创作出了

《江南味道》，将鸡头米、茭白、水芹等“水八

仙”移入方寸之间；汉服热潮兴起，她便设

计出一款款精美的核雕压襟；文创产品流

行，她又推出了核雕做成的手机吊坠……

作品题材越来越丰富，朱蒙佳的业务也越

来越繁忙了。

最让朱蒙佳感到自豪的作品是她在

2021 年创作的《红色革命精神》，该组作品

通过 12 个栩栩如生的核雕，讴歌了 12 种红

色革命精神。为创作《红色革命精神》，朱

蒙佳曾深入多个革命老区进行调研采风，

感悟革命精神，在创作中淬炼思想。“革命

先烈的奉献牺牲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创作

动力。”朱蒙佳说，“年轻手艺人应该耐得住

寂寞、吃得住清苦才行，传承弘扬非遗技艺

的重担已经落到年轻一代的肩膀上了，我

们责无旁贷。”朱蒙佳说。

让朱蒙佳感到欣喜的是，核雕这门非

遗技艺正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喜爱。8 月 12
日下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锦街道火车站

社区举办的“泰伯大学堂”核雕体验课上，

朱蒙佳给小学生们讲解她的作品“核舟”。

看到巧夺天工的作品时，有小朋友背起了

课文《核舟记》：“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

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

珠各一……”

苦练精湛技艺、创新展现形式、讲述中华文化故事——

赋予传统文化新活力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王伟健 赵帅杰 王 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文化传承

的队伍，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智慧与

力量。

本版今天推出 3 位青年文化传承人的故事，他们以人们喜闻

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为推广优秀传统文化贡献青春力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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