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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青春派青春派R

“到基层去长见识、增才干！”抱着这样的想法，一年多

前，我被选派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峪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

洪水峪村盛产煤，煤炭开采及运输一直是村里的支柱

产业。但长年累月的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空气污染

严重。随着大小煤矿陆续关停，又找不到新的致富路，洪水

峪村经济一度陷入困境。

作为洪水峪村驻村第一书记，村民刚见到我时直犯嘀

咕：“这么年轻的姑娘，在这儿能待久吗？”面对乡亲们的质

疑，我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带领村民找到发家致富的门路。当

地的豆腐、苹果等土特产品质不错，我就通过拍视频、直播带

货等方式，千方百计拓宽销路。一个多月后，10 多万元货款

打到了村集体的账上。乡亲们喜出望外，端上了只有逢年过

节才做的炸糕和炸油香，我知道自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我从 2003 年开始学习口技，师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口技代表性传承人牛玉亮。当我和师父说起

打造口技民宿的想法时，他兴奋地说：“非遗来自民间，回到

百姓身边去，才更有生命力。”如今，全国首个口技民宿已落

户洪水峪村，它背靠绿水青山，院子里鸟语花香。在这里，

游客除了体验农家生活，还可以现场观看大师用口技与百

花山的鸟儿互动，有机会上口技体验课。

驻村期间，我收了 4 个小徒弟，最小的 6 岁，最大的 12
岁，他们对口技特别感兴趣，一招一式都像模像样。村里还

成立了民间艺术团，用唱歌、跳舞、口技等方式丰富百姓的精

神生活。目前艺术团已有团员 18 人，排练的节目“当非遗遇

见丰收节”融口技和舞蹈于一体，令人耳目一新。洪水峪村

有一座建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剧场，我们计划修缮后打

造成非遗剧场，邀请皮影、摔跤、昆曲等非遗项目来演出。

在口技民宿的示范引领下，目前已有 10 多个非遗项目

达成落户意向。我们引入了北京著名老字号六必居，制作

高山芦笋酱菜；邀请砂锅居结合清水豆腐等菜品，开发非遗

当家菜；和鸿兴楼携手共建餐饮民宿，与当地特色食材相结

合推出非遗夜宴。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也

将在村里建立写生和培训基地。

非遗为洪水峪村注入了新活力，村民们的生活得到改

善，也使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如今，我每天总有做不完的

事，干劲越来越足了。

（作者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峪村驻村第一书

记，本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张建平

从 山 东 回 老 家 种 植 西 瓜 后 ，26 岁 的 魏

瑾 为 村 子 带 来 的 变 化 是 ，老 家 安 徽 砀 山 的

西 瓜 越 发 甜 了 ；从 梦 想 走 出 大 山 到 如 今 回

归田园，28 岁的王俊凯开民宿、办研学、做

旅 游 ，让 更 多 人 知 道 了 打 鼓 岭 这 处 小 众 景

点；从打拼两年的大城市离开，33 岁的朱朕

一头扎进家乡的蓝莓园，成为电商达人，助

力农产品“破圈”……

广袤的田野，蕴藏着无限机遇。这里有

乡土情怀，同样有创新梦想，能为青年提供

人生出彩的舞台，年轻人的热情也为乡村注

入了新的活力。凭着一股拼劲，这些年轻人

返乡创业、不负青春，扎根田野、回报乡村，

成为“新农人”。他们也带动了越来越多善

学习、肯钻研的年轻人返乡，不断投身到乡

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

西瓜棚里琢磨“育苗经”

西瓜棚里的气温逐渐升高，魏瑾伸手抹

了把额头上的汗珠，沿着瓜苗间的空隙，继

续朝里走。一排排西瓜苗绿油油的，铆足了

劲向上生长，一朵朵小黄花点缀其间。魏瑾

时不时弯下腰，低着头，仔细观察叶片生长

的状态。

“头茬西瓜早已提前上市，棚里这批还在

授粉阶段。这会儿时间和温度都很关键，若

是掌握不好，很可能影响果实发育。”今年 26
岁的魏瑾是砀山县百思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谈起西瓜种植，她如数家珍，打

开了话匣子。

别 看 她 是 个 95 后 ，脸 庞 稚 嫩 ，略 显 青

涩，和西瓜打交道却已经有 8 个年头，干农

活 是 一 把 好 手 。 从 学 校 毕 业 之 后 ，魏 瑾 本

在 宁 波 创 业 ，听 闻 爷 爷 种 了 半 辈 子 西 瓜 ，

竟然遇到大难题。“那段日子，不是买不

着 苗 就 是 存 活 率 低 ，老 人 家 愁 得 吃 不

下饭，我在外地也跟着干着急。”一通

电 话 ，让 她 在 有 些 心 疼 的 同 时 ，也 动

了返乡的念头。

空有热情，却没经验，魏瑾心里

清楚，对西瓜育苗一窍不通的自己，

回去帮忙也有心无力。思来想去，她

决定先去山东学艺。“我们这儿老一辈

瓜农都是从外地买苗，也不懂嫁接方

法，没想到，西瓜重茬还会导致瓜苗

发生枯萎病。”魏瑾说。2015 年起，

她在潍坊一家种植公司待了两年，

学习当地先进的育苗技术，把技术

带回家乡。

换上工装，握紧小刀，“唰唰”两声，西

瓜苗、南瓜根已处理好。育苗基地中，魏瑾正

熟练地将根苗嫁接在一起。操作看似简单，

技术含量可不低：削苗角度要对准、接触面积

要够大、养护更得精心细致……这些诀窍，魏

瑾早已烂熟于心。她解释，西瓜苗接在南瓜

上，就能吸收更多养分，提高西瓜抗枯萎病的

能力。

2017 年返乡后，魏瑾便成立合作社，建

起 西 瓜 育 苗 大 棚 ，尝 试 用 新 技 术 解 决 老 问

题。“半路出家，专业不对口，一开始，也走过

弯路。”魏瑾手上不停，边挥刀削苗边回忆。

头一年，不懂行，把山东的套路照搬回来。盖

大棚、打水井、添设备，秧苗嫁接处理没出错，

却栽在了温度管控上。

嫁 接 完 成 ，一 周 过 后 ，魏 瑾 发 现 ，稍 一

见光，苗就蔫了。不仅叶子干枯发黄，取下

夹 子 一 瞧 ，嫁 接 部 位 压 根 就 没 有 愈 合 。 小

姑娘慌了神，赶紧给山东的老师傅打电话，

寻求帮助。“一问才知道，条件不同，我这没

有 增 温 设 备 ，不 能 完 全 按 照 山 东 的 法 子 操

作。突然降温，我嫁接的第一批 9000 多棵

秧苗全军覆没。”魏瑾回忆。好在及时换了

一批苗，加盖毛毯保温，这才没耽误当年的

收成。

小小西瓜苗，承载大梦想。如今，在砀山

县程庄镇，魏瑾建了 6 座温室育苗大棚，一茬

能出 300 万棵瓜苗，不仅提供给周边 600 多户

瓜农，还销往四川、浙江、内蒙古等地。曾被

村民认为吃不了苦、干不成事的小姑娘，已成

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种瓜能手，不仅将自己

学到的嫁接本领教给村民，还为当地瓜农对

接了市场。

采访中，魏瑾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是

王屯村的老瓜农王彩虹。60 多岁的他种了

近 30 年西瓜，自个儿摸索育苗，存活率一直

不高。在魏瑾的指导下，王彩虹掌握了新的

嫁接方法，种植过程中遇到问题，还会找她出

主意。

“这不，他家这批西瓜过几天就要上市

了，叫我过去看看啥时候采收甜度合适哩。”

魏瑾笑着说，通过听声音、看颜色、尝口感，只

要定下采收时间，她就会帮忙联系客户。去

年，按照魏瑾的标准采收，老王种的西瓜一亩

地挣了四五万块钱。

小山村吃上“旅游饭”

对于 95 后安徽黄山小伙王俊凯来说，走

出大山曾是他的梦想。家乡偏、藏深山、离城

远，尽管山明水秀，他却想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2014 年，王俊凯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

学习旅游管理。

人生路上，会面临各种选择。令王俊凯

没想到的是，北京求学 4 年，竟改变了他原先

的想法，毕业后他决定重返黄山市黟县老家

创业。“有一年，同学们跟着我回家乡调研，纷

纷夸赞环境不错，让我觉得回来做旅游也是

个不错的选择。”王俊凯回忆。

2018 年，他回到黟县美溪乡庙林村，接

手 打 鼓 岭 人 家 客 栈 后 ，头 一 件 事 就 是 着 手

改造民宿。墙面粉刷、设施翻新，小院栽花

种 草 、房 间 原 木 新 建 。 在 更 新 民 宿 基 础 设

施 的 同 时 ，王 俊 凯 还 将 从 浙 江 考 察 学 来 的

经验融入进去。

“房子边改造，我边到处跑，考察外地美

丽乡村的民宿是咋做的。不同于以往按房收

费的模式，我发现，现在大多是按人头算，还

能包吃，省得游客费神点菜。”王俊凯介绍。

13 间房干净整洁，民宿环境焕然一新，眼

见基础已然打牢，这个距离县城 37公里远的

景点，又该如何吸引客流？在王俊凯看来，

要想拓展客源，还得主动出击。

在南京，他找到过去常来打鼓岭开

展户外活动的“驴友”，把新开发的旅游

路线发给对方，请他们帮忙推广宣传；

在黄山，他成立了一家旅行社，踩点定

制一些小众旅行路线，开拓小团队旅行

体验模式。

2020 年 7 月，村里迎来首批 50 多名

来自南京的定制游客。客人们到来的前

一晚，王俊凯激动得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这是个三天两晚的旅游路线，包括打鼓岭

乘凉、五溪山漱溪、柯村红色游等，吃住都在

村里。我家民宿住不下，还介绍了一部分到

其他开农家乐的村民那儿。”王俊凯说，那一

次，他提前踩点，现场解说，做足准备，一门

心思想把家乡推介出去。

一次次带团旅游，一点点打磨路线，在这

个过程中，游客也给他提了不少“金点子”：夏

天亲子游，可以准备一些小网兜，让孩子们在

小溪捞鱼嬉戏；夜晚空山寂静，可以组织篝火

晚会或赏萤火虫。

眼瞅着研学游日渐火热，王俊凯的旅行

社瞄准机会，又开发了研学项目。带着小朋

友采木耳、挖竹笋、掰香菇，让大家体验乡野

生活。“前阵子还有合肥的研学机构和我联

系，想来这里开展昆虫研学活动。”王俊凯边

说边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拿给记者看。

自王俊凯返乡以来，打鼓岭景区经营客

栈的村民从 5 户增加到了 13 户。4 月中旬，

村民王作风家的客栈营业执照办下来了，这

个过去采制茶叶、贩卖山货的中年人，也在王

俊凯的带动下开了农家乐。“生意好的时候，

家里 10 间房全能住满，可比过去卖香菇、

竹笋挣钱。”指着不远处新盖的楼房，王

作风笑得合不拢嘴。

为了避免捆绑消费和恶性竞争，

王俊凯牵头制定了打鼓岭休闲农家乐

协会规范，统一房价、菜价标准；想着

带动大伙一起致富，他就把自己经营

民宿的经验分享出去，还给村民介绍

客户。从干湿分离要做好到牙膏牙刷

得配齐，从房间网络独立安装到每天都

要打扫换洗，王俊凯总是细细叮嘱。他

说：“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村里的旅游发

展起来，我既然经验多点，就该多做一些！”

蓝莓园圆了“电商梦”

蓝莓园里，戴着黑框眼镜的小伙子举起

手机，对准身后一簇簇蓝莓青果，边拍边解

说。一旁，工人忙着浇水、施肥，他时不时凑

上前去，让师傅对着镜头介绍手上的活儿。

90 后朱朕，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也是个

“新农人”。研究生毕业后，海外留学回国，5

年前，朱朕辞去上海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安

徽省肥东县长临河镇，和农业打起了交道。

初出茅庐，跨界创业，对于农业知识零基

础的朱朕来说并不容易。作为合肥虹顺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市

场、做调研、学经验。2018年，他把广西、云南、

山东等地跑了个遍。“同样是种蓝莓，我也得做

出点花样来，迎合当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一次参加县里的电商培训，朱朕找到了

创业方向。杭州来的老师现场授课，讲述电

商前景与方法，一下子打开了他的思路。乘

着乡村振兴这股东风，农产品是否也能插上

“数字翅膀”，飞进千家万户？

2020 年，抱着闯一闯的念头，朱朕开始

尝试在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一部手机，一

个麦克风，直播间就设在田间地头。从蓝莓

生长过程中如何管护，到怎样挑选好吃的蓝

莓果，再到蓝莓分拣打包流程，面对镜头，朱

朕侃侃而谈，镇定自若。

当然，起初也有令他手足无措的时候。

“一句话能重复好几遍，不知道怎么面对镜

头。”朱朕告诉记者。拍视频、学剪辑、做直

播，他一点点摸索，恰好当时平台又有农产

品扶持政策，“慢慢地，不光自己成长了，线

上订单也越接越多。市民线上 10 点前下

单，快递下午 3 点就能送达，去年蓝莓销

售额达 180 万元。”

镜头架起来，产品卖出去。朱朕种的

蓝莓，大多通过电商销售。在他看来，线

上直播和短视频制作，目的是将农产品

推广出去。不少合肥市民通过视频找到

蓝莓园，带上孩子前来采摘；也有批发商

通过直播发现货源，和他建立长期合作。

谷今朝就是其中之一。在合肥周谷

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一家水果档口的

他，看到了朱朕分享的蓝莓短视频，便兴起

了进货的念头。“去年批发的 6 万多斤蓝莓品

质好、卖得快，今年是第三次合作，我琢磨着

扩大订单量，尽可能多收点货。”谷今朝说。

在合肥市北一环路的世纪中心，联合其

他乡镇蓝莓种植户，朱朕还开了间肥东农特

产品线下体验馆，以蓝莓引流，带动全县其他

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市民在参观体验的同

时，顺带还能捎份农特产品回去。

打开市场的同时，还得改进技术。眼下，

朱 朕 的 140 亩 蓝 莓 园 中 ，智 慧 农 机 随 处 可

见。割草车似卡丁车般在田间驰骋，水肥一

体系统能直接控制浇水施肥的量与浓度，这

些新农具，都是朱朕采买甚至自行组装的。

“咱们新农人得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的

作用。过去人工除草两人得干半个月的活

儿，现在用农机一天就能忙完。”从海归硕士

到农民主播，从“种得好”到“卖得好”，尝到电

商甜头的朱朕，对未来信心十足。

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游 仪仪

“ 看 完 预 告 片 ，说 说《望 道》这

部 电 影 的 关 键 词 ”“ 近 代 仁 人 志 士

为 民 族 复 兴 做 过 哪 些 尝 试 ”“ 陈 望

道 本 名 陈 融 ，这 样 改 名 有 什 么 寓

意”……今年“五四”青年节之际，

上 海 市 同 济 初 级 中 学 迎 来 一 堂 别

开生面的课：复旦大学“星火”党员

志愿服务队结合正在上映的电影，

为 入 团 积 极 分 子 讲 述 百 年 前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追 寻 真 理 的 故 事 。 课 上

大家积极讨论，课后不少人围拢过

来提问：“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

什么关系？”“有没有适合我看的党

史书籍？”年龄学历不同，但理想信

念相同，青年之间的互动让人更加

深切感受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青

年中传播的氛围明显优化，年轻人

动起来了，方式活起来了，效果逐渐

好转起来。与此同时，当代中国青

年 也 面 临 各 种 社 会 思 潮 的 现 实 影

响，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

和问题等方面遇到一些困惑。我们

需要更多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故

事讲好的先进青年，充分发挥青春

能动性和创造力，用同辈听得懂、听

得进的话语，教育引领更多青年成

为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的

时代新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最新成果，为推动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科学指

南，激发了广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

的学习热情。如何当好党的创新理

论的传播者，用先进思想凝聚青春

力量？党的二十大以来，上海高校

多个青年社团探索发起了红色巴士研学实践。中共一大会

址、杨浦滨江公共空间、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心……红

色巴士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上海足迹，在移动式课堂中宣

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从政治上着眼、从思想上入手，才能让

青年学生更加深刻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的群体，自我

意识与独立思维能力强。要想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坚

持做下去、做得更好”，就要从青年特点出发，创新手段方

式、拓展平台渠道，最大程度契合青年成长主体需求。如

今，在微信、B 站、抖音、知乎等平台，各级共青团组织和青

年工作者在广大青年关心的公共议题中有了更多的身影，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青年实际相结合，有效提升了青年

群体的获得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大道理科学转化为

适合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的生动知识，及时有效引领，推动

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

奋斗”。我们培养有功底、懂运用、善传播的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通过榜样示范、同辈影响等带动更多青年，根本目的

还是在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践行者。广大青年要

不断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不断提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的能力和本领，胸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

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施展抱负、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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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魏瑾在西瓜棚里工作魏瑾在西瓜棚里工作。。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图图②②：：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矾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矾

山镇风光山镇风光。。

李红兵李红兵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朱朕在蓝莓园里拍摄朱朕在蓝莓园里拍摄短短

视频视频。。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王俊凯在打鼓岭人家客王俊凯在打鼓岭人家客

栈制定栈制定旅游路线旅游路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游 仪仪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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