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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

■■青春派青春派R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干农活，

深知粮食的来之不易，用知识帮助农民科学种粮是我一直

以来的梦想。2020 年 12 月，我进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成为一名农技员，承担农业技术推广及

土壤肥料研究工作。连续 3 年参加藁城区化肥减量增效项

目，参与全区 10 个土壤墒情监测点的监测工作……近年

来，我的皮肤晒得越来越黑，双手也变得越来越粗糙。不知

不觉间，我从一名农技“新兵”，成长为和农民打成一片的

“农技老手”。

入职之初，虽然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准备，但当我第一次

走遍全区 10 个土壤墒情监测点时，才发现比想象中还要辛

苦。每个土壤墒情监测点都设在麦田的正中央，从田边走

过去少说有几百米。每次我扛着设备、顶着太阳，小心翼翼

走到监测点时，早就大汗淋漓。为了保证庄稼的生长，我们

每个月、每个季度还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采样土壤，深

度分别要在 0—20 厘米、20—40 厘米之间，遇到冬、夏季土

质干硬时，把铲子凿进地面下都得费不少力气，挖得浅、挖

得深了都会影响检测结果。为了保证数据精确，我甩开膀

子使劲铲，一天下来，胳膊累得抬不起来，但一想到付出将

助力实现农作物丰收，我就心满意足。

作为一名农技员，在提高自身农技的同时，更要做好农

技推广。只有了解农民最需要什么，才能提供精准的帮助。

一开始，很多农户遇到问题并不愿意与我多交流，觉得我不

懂庄稼地里的门道。为了建立起与农户的信任，我主动为他

们发放资料，普及科学种田知识，讲解推广新技术、新品种。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一位种植大户向我咨询小麦田间

管理问题，我前往麦田现场分析了小麦长势和土壤情况，帮

助他通过科学管理实现少肥增产。渐渐地，我与农户的关系

密切起来。现在，从选种到施肥，从浇水到防虫，甚至连购买

什么农具、农机，农户们都爱来找我提建议。

眼下，藁城区近 50 万亩小麦进入灌浆期。灌浆期是影

响小麦产量的关键时期，也是小麦病虫害的高发期。我每

天一早就扎进田间地头，同农户们一起观察、讨论小麦长势

和土地墒情，指导他们加强田间管理。农技员的工作虽然

辛苦，但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未来，我将继续深耕农业

技术研究，做好农技推广，让更多土地长出丰硕的果实，带

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作者为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员，

本报记者邵玉姿采访整理）

扎根大地 助农增收
李天怡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文

化自信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力军。近日，

记者采访了 3 位在不同岗位上拼搏的年轻

人，她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职业，但都用青春

的激情和坚守向人们展现中华文化的强大魅

力，努力奏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乐章。

朱瑛培：
在考古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两名舞者翩翩起舞，歌者、乐师、钟磬环

绕周围，呈现出热闹的乐舞场景……在陕西

考古博物馆，这组数量众多、栩栩如生的乐舞

陶俑文物引来游人驻足观看。

“这些陶俑发现于泾阳大堡子墓地北Ⅱ
区墓葬 M68 南壁龛内，较为完整地再现了西

汉的乐舞场景，为研究西汉早期的音乐、舞蹈

等文化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提起考

古发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队队长

朱瑛培如数家珍，“这是我们加班加点修复、

再现的一组文物，每次看到它们，我的内心就

会涌现出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今年 29 岁的朱瑛培上高中时就对历史

充满了浓厚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她毫不犹

豫报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硕士毕业后，她

入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如愿以偿成为一名

考古工作者。“我很庆幸能把热爱和职业结合

起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探索考古

的奥秘。”朱瑛培说。

2020 年 ，为 提 升 基 本 建 设 考 古 工 作 质

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推行“片区制”举措，

以汉唐长安城为中心，在其东西南北设置基

本 建 设 考 古 四 大 片 区 。 当 年 ，朱 瑛 培 来 到

“城北片区”泾河考古队参加一线工作。这

支队伍因队员以女性为主，又被称为女子考

古队。“我的日常工作涵盖了田野发掘、绘图

与资料整理、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等方面。

考古一线虽然辛苦，但在意想不到的发现和

收获面前，所有的辛苦都不值一提。”朱瑛培

笑着说。

2020 年 8 月 开 始 的 大 堡 子 墓 地 考 古 工

作 工 期 半 年 ，要 发 掘 500 多 座 墓 葬 。 时 间

紧、任务重、挑战大，朱瑛培对这项考古任务

印象深刻。发掘方案确定后，她和队员们白

天发掘，夜里整理。那段时间，加班加点是

朱瑛培的工作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和

队员们圆满完成任务，发掘出土一大批珍贵

文物。

田野考古工作需要经受风吹日晒、跨越

酷暑寒冬，对考古队员的体能和耐力都有着

很高要求。朱瑛培在第一年冬天去考古现场

时，因为不了解严寒的“威力”而衣着单薄，后

来膝盖只要被风一吹，就会隐隐作痛。“我们

在考古工地时，会长时间蹲着或弓腰去清理

文物，腰酸背痛是常态。”尽管如此，朱瑛培依

然对考古事业甘之如饴，“追梦前行的路上没

有捷径，不仅需要满腔热情，更需要脚踏实

地，做好每一件小事。”

近年来，朱瑛培和队员们长年坚守田野

一线，圆满完成了城北片区 30 余项基本建设

考古工作，发掘了大堡子墓地、蒋刘遗址等重

要考古项目，为促进经济建设与遗产保护作

出了贡献。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大堡子墓

地入选“2021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除了考古工作，朱瑛培和同事们还通过

直播、义务讲解等形式加强对发掘遗址和出

土文物的阐释和展示，向公众分享考古成果：

“文物无言，但考古工作者可以通过有趣的故

事、轻松的讲解拉进文物与观众的距离，展示

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文

物背后的故事，提升讲好文物故事的能力，更

好地阐释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几年，我明显感到公众对考古工作的

关注度在逐渐提高。感到振奋的同时，我也

深知责任在肩。”朱瑛培说，“作为一名青年考

古工作者，我将不断精进田野考古技术、提升

科研能力、拓宽学术视野，继续在考古一线挥

洒青春汗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

力量。”

冯佳晨：

为文化传播插上创新的翅膀

西安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

傍晚时分，不倒翁行为艺术表演区域已经排

起了长队。冯佳晨站上不倒翁底座，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固定好腰部和裙摆。音乐响

起，冯佳晨开始演出。精美大气的汉服、飘逸

翩跹的舞姿、亲和动人的笑容……精彩的表

演瞬间将场上气氛点燃，观众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这个难忘的瞬间。

1996 年出生的冯佳晨是大唐不夜城的

演员，因表演的不倒翁行为艺术广受欢迎而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不倒翁小姐姐”。“每当看

到观众的热情，我就充满了力量，感到一切付

出都是值得的。”冯佳晨说。

出于对舞蹈的热爱，冯佳晨大学毕业后

选择成为一名舞蹈演员。2019 年，冯佳晨成

为饰演“真人不倒翁”的演员。“真人不倒翁”

看似体态轻盈，实际表演起来，却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几百公斤重的半球形底座中间竖着

支架，我们需要将腰部牢牢系在架子上，把脚

卡进固定位置，用腰腹和胯部发力带动底座

来回摇摆，从而形成不倒翁的效果。”冯佳晨

说。起初，不倒翁的支架没有包海绵，身体在

摇晃时会与支架产生碰撞，导致她的腰部、腿

部经常青一块紫一块。

“既然登上了舞台，我就要把动作练到最

好。”冯佳晨不顾身体的疼痛，在练习中不断

总结发力技巧，动作逐渐变得轻盈自如。此

外，她还增加了一些古典舞动作，努力呈现出

“梦回盛唐”的演出效果。“在景区表演，不仅

要展现舞蹈本身的美，还要与观众产生良好

互动。”冯佳晨说，“如果对面是个姑娘，我会

与她牵手；如果遇到小朋友，我会有意把动作

幅度加大，用逗趣的方式打招呼。”在冯佳晨

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不倒翁行为艺术表演很

快就通过短视频实现了大范围传播，表演地

点也成为西安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不倒翁表演对我而言，还肩负着文化

传播的意义。”冯佳晨说，“通过创新表演形

式，增加与观众的互动性，可以让更多人感

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随着知名度

的提高，不少娱乐公司向她发出邀请，但她

都谢绝了。“我只是演出团队中的一分子，表

演上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将继续打磨

技 艺 ，为 观 众 带 来 更 好 的 观 赏 体 验 。”冯 佳

晨说。

如今，冯佳晨还参与了新演出的创编以

及宣传推广工作、拍摄公益广告和文旅推介

视频、为陕西特色农产品带货……随着工作

量快速增加，冯佳晨日益繁忙，虽然直呼时间

不够用，但她也笑言很累很充实：“只要能对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文旅产业有所

贡献，我愿意当好一枚螺丝钉，尽自己最大能

力去发光发热。”

这几年，冯佳晨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出演“博物馆奇妙

夜”系列直播，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还

原再现古诗中的场景，让观众直观领略诗句

的悠长意蕴；拍摄“国风体验之旅”系列短视

频，展现秦腔、唐流彩、西安鼓乐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魅力……冯佳晨和团队成员们精益

求精，力求以新颖的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髓展现在大家眼前。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非常宝

贵的学习过程。”冯佳晨介绍，“从还原复现古

人的仪态、服饰、妆容到多角度展示传统文化

之美，从呈现非遗文化的现代魅力到聆听非

遗传承人的心路历程，有太多有意思有意义

的细节和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展现。”

冯佳晨说：“接下来，我会和同事们一道

持续加强探索尝试，努力为文化传播插上创

新的翅膀，用多样的形式为观众打造沉浸式

的体验，多层次多角度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美感。”

袁端姣：

让非遗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生漆是漆树上的分泌物，也是一种天

然涂料，具有无污染、耐久度高、抗腐蚀等特

点……”记者见到陕西龙头国漆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安康牛王生漆油漆技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袁端姣时，她

刚从外地回来。风尘仆仆的她一聊起生漆，

就打开了话匣子。

袁端姣的家乡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境

内漆树分布广泛，资源蓄量丰富。父亲袁辉

志从她幼时起就一直从事生漆的生产销售工

作。 1988 年出生的袁端姣从西安交通大学

硕士毕业后，在西安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正当袁端姣的生活离生漆越来越远时，

她偶然得知了髹漆工艺的悠久历史，“原来从

小就司空见惯的漆，竟然有这么厚重的文化

底蕴。”经过进一步了解，袁端姣发现，虽然传

统生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独特的美学价

值，但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天然环保材料正受

到化学漆的巨大冲击，相关工艺存在失传的

风险。经过反复思考权衡，袁端姣决定回到

自己的出生地平利县城关镇龙头村创业。

作为村里少有的研究生，她的决定几乎

轰动了全村。面对周围人的不理解，袁端姣

十分坚定：“漆树哺育我长大，我就有责任发

展好生漆产业，传承弘扬好漆器文化。”

“俗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就是在讲生

漆收集的艰难。”在袁端姣看来，要想实现生

漆产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首先要攻克的就

是产量上的短板。袁端姣一方面向专家学者

和当地老漆农请教技术问题，一方面千方百

计培育优质品种的漆树，努力提升漆汁产量。

有了好漆苗和新技术，袁端姣还邀请专

家开展多场生漆采割技能培训和技艺培训系

列活动，帮助漆农提升种漆、割漆的技能。通

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形式，由公司提供

秧苗、资金、人才、技术等多要素支持，探索出

“集中服务、统购、统销”的生产经营模式，为

漆农解除后顾之忧，带动了数百户漆农增收。

“传统行业遇上激烈的市场竞争，创新必

不可少。”解决原料问题后，袁端姣用现代理

念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模式，针对客户的多

样化、个性化需求，不断改良生产工艺、丰富

产品类型，走品牌化经营路子，利用线上线下

双渠道拓宽产品销路。随着产品销路的打

开，公司也一步步发展壮大。

“要想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的生命力，还需

要将传统技艺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袁端姣看来，漆器不仅要具备实用价值，还

要与悠久的漆文化结合，让更多人感受到漆

器的现代魅力。

光润细腻的漆艺花瓶、精雕细琢的漆碗、

雅致精美的小挂件……走进袁端姣的漆艺展

厅，琳琅满目的漆器工艺品各具特色。这些

年，袁端姣向漆艺名家拜师学艺，潜心研究漆

器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作品工艺特点，熟练

掌握变涂、描金、起纹、堆漆、螺钿等多种髹漆

技法，制作出一大批样式新颖、风格独特的漆

器作品。

“ 由 于 漆 器 工 艺 学 习 难 度 大 、周 期 长 ，

掌握这项工艺的人并不是很多。”为保护和

传 承 生 漆 技 艺 ，袁 端 姣 创 办 了 传 承 人 培 训

基地，通过线下授课、在线直播和录制教学

视 频 等 方 式 培 养 年 轻 漆 艺 人 才 ，传 授 漆 器

制 作 工 艺 。“随 着 近 几 年 国 潮 兴 起 ，大 众 对

生漆的兴趣在不断提高。我会尽我所能把

这 项 技 艺 传 递 给 更 多 人 。”展 望 未 来 ，袁 端

姣充满干劲。

如今，牛王生漆油漆技艺已被评为陕西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袁端姣深受鼓舞：“我将

继续钻研漆艺，加强传承创新，让漆艺这项非

遗成为贴近生活的艺术。”

图图①①：：袁端姣展示漆器作品袁端姣展示漆器作品。。

戴吉坤戴吉坤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朱瑛培在考古发掘现场朱瑛培在考古发掘现场。。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图图③③：：冯佳晨在与观众互动冯佳晨在与观众互动。。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沈亦伶沈亦伶

为弘扬优秀为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贡献传统文化贡献

青春力量青春力量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刘博通刘博通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

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中

指出：“你们在信中说，走进乡土中

国深处，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

是、怎么去联系群众，青年人就要

‘自找苦吃’，说得很好。新时代中

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

当下，有许多青年选择扎根乡

村，“自找苦吃”，在“吃苦”中收获，

在奉献中成长。“我们驻村人的工

作 ，就 是 要 办 好 村 民 的 一 件 件 小

事。没有伟大的事业，只有充实的

人生。”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镇古

城 川 村 青 年 包 村 干 部 侯 忠 林 这 样

说。从开展森林防火巡视到向村民

宣讲相关政策，从检查水体污染到

入户指导厕改，从核定危房改造补

助标准到督查散煤违规使用……一

名青年包村干部要操心的事，远比

工作本上的记录更加琐碎，可侯忠

林觉得，“不管多苦，把每一件小事

做好，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数人生

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

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

选择了高尚。”所谓的“苦”，看似是

品尝生活的味道，更是对青年人精

神的淬炼。人们都说“年轻就是资

本”，并不只是青春焕发的身体，还

包括乐于吃苦的能力和不怕困难的

勇气。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

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只有经历过

无数困难的磨炼，才能收获成长，不

断进步。青年人应该坚信，人生没

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

当然，“自找苦吃”并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青年“自找苦

吃”的过程，正是本领提升、内心充

盈的过程。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

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

和压力，很可能尝到失败的苦楚。

如果过于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甚

至遇到挫折和困难就放弃，必定走

不长远。青年要始终保持初生牛犊

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毅，在

不断战胜各种挑战中超越自我，方能“苦尽甘来”。

“自找苦吃”不是白白吃苦，而是要在吃苦中锻炼才干，

增强斗争本领。青年人胜在年轻，但也囿于年轻，毕竟人生

阅历、工作经验不足，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难免手足无

措、进退失据。一滴水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对着一个点，终能滴水穿石。青年人的成长发展也是

如此，唯有秉持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和锲而不舍的韧

劲，在挫折挑战中迎难而上，在历经风雨后愈挫愈勇，逐渐

练就能担事的“铁肩膀”和能成事的“真本领”，才能成为可

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青年人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

骄娇二气，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火热实践中书写无悔青春。

在
﹃
吃
苦
﹄
中
收
获

在
奉
献
中
成
长

史
一
棋

②②

③③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