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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派青春派R ■青春之声R

■青春日记R

图图①①：：杜博瑞在考古工地查看文物。。

图图②②：：刘思洋在布展中刘思洋在布展中。。

图图③③：：吴裕在对非遗独角缩龙破损吴裕在对非遗独角缩龙破损

处进行修复填色处进行修复填色。。

图图④④：：杨 吴 佳 在 越 剧 博 物 馆 为 观杨 吴 佳 在 越 剧 博 物 馆 为 观

众讲解众讲解。。

图片均为图片均为受访者受访者提供提供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芳曼张芳曼

学生敬献鲜花，军人重温誓词，青

年党员肃立默哀……日前，辽宁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庄

严肃穆，布满累累弹孔的巨大石碑如

一部翻开的台历，将时间定格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无声诉说着 92 年前那段

刻骨铭心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主义是

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

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无论

是“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

华”的年轻的左权，还是冰天雪地里与

敌人周旋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

杨靖宇，抑或是千千万万前赴后继、丹

心报国的热血青年，爱国是他们内心

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民族危亡之

际，中国青年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

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

相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春是

漫 漫 长 征 路 上 那 一 声 坚 定 的“ 跟 着

走”，走向柳暗花明的胜利之路；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青春是一穷二

白下的艰苦奋斗，向科学进军，向困难

进军，向荒原进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青春是勇立潮

头，作改革闯将，开风气之先。时代各

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青年应坚定理

想信念，在矢志奋斗中赓续红色血脉，

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的铮铮誓言，汇聚起民族复兴的青

春力量。

峥嵘岁月中，有一种信仰历久弥

新。在黄土垒就的斑驳窑洞里，毛泽东

同志以朴素但激动人心的语言，拨开

了“亡国论”“速胜论”的迷雾，洞见了

胜利的未来。众多青年穿越封锁，奔

赴延安，在茫茫黑夜中觅得光明。从

抗战时期的“革命先锋”到新时代的

“复兴栋梁”，一代代有志青年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持爱国和爱

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生长出坚如磐石的赤诚信念，谱写出热

情浓郁的青春华章。

复兴征程上，有一种力量生生不息。护佑高原百姓健康，“最

美医生”索朗片多 12 年来一人一马，心中写下近 1300 人的“健康账

册”；坚决回击暴力行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解放军战士陈祥

榕为保卫祖国边防，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19 岁。在科研一线，量

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 35 岁，中国天眼 FAST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

30 岁；在广袤田野，广大青年领办专业合作社、推广现代农业科

技、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在乡村振兴中展现才华。对新时代中

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只有把青春的小我

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自觉把浓浓爱国之情凝结为强国之

志、报国之行，才能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以青春之我创建

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新征程上，必然会

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新时代青年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勇当先锋，进一

步激发强国有我的爱国热情，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

人民的青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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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举目望去全是石头和风沙，没有建筑、没

有动物、没有树木。寂静的旷野里，只有呼呼风声似乎永不停歇。

最近的城市远在 300 公里以外。

两年前，23 岁的我刚刚毕业，就背着行李，搭上单位的车，来

到了这片名为罗布泊的戈壁滩。一晃，我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两

年多了。当时，听说要来罗布泊，我对这个传说中的名字充满了憧

憬和向往。身处其中两年多，我才更加理解“罗布泊”3 个字的分

量和意义。

在罗布泊，极端的天气和特殊的地理环境，让工作的难度直线

上升。我们是过来做一个施工项目的，很多外界成熟的方案，在这

里都会遇到新的挑战。设计师经常提出，“需要新的特殊设备和材

料。”作为采购人员，我就要全国范围内去找，有没有企业能符合这

样特殊的要求。有时候要打无数的电话，通过不同的同事同行，转

几道弯，才能找到符合要求的工厂。有时候费尽了脑筋，确实没办

法，就只能和设计师商量，看能不能改成别的设计方案。

罗布泊最大的困难就是极端的天气。春秋温差大，白天 18 摄

氏度、晚上零下 18 摄氏度；夏天长时间高温；冬季就是极寒。外出

作业，时常会遇到狂风和漫天沙尘。生活用电全靠柴油发电，柴油

供应点非常远，突然停电、吃到夹生饭都是常态。最冷最热，最需

要电力的时候，往往又是最容易断电的时候。项目上一共 37 个工

作人员，大家年龄差距虽大，但互相支持、打趣，苦中作乐，日子才

没有那么难熬。

在罗布泊，网络信号几乎没有。朋友上午发给我的微信，我经

常晚上才能收得到。但放下手机、远离电脑，给了我更多时间去沉

淀、去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

“这么苦，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休假外出和同学朋友聊天，

他们总会对我的经历啧啧称奇，也有人劝过我放弃。的确，一起到

罗布泊的同事，也有人因为太苦辞职离开。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

放弃。但是看看周围一起拼搏的同事，想想手头放不下的工作，就

决心咬牙再坚持几天。几天又几天，加起来就是两年多了。

现在，我反而庆幸，好在自己坚持下来了。作为一名建设者，

能在罗布泊留下一个质量过硬的建设项目，获得一份难忘的青春记

忆，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走过的这段路，成为我生命中难得的

财富。多年以后当我再想起罗布泊，这份回忆一定是“金闪闪”的。

（作者为中建新疆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某项目助理工程师，本报

记者蒋云龙采访整理）

在罗布泊绽放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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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需要青年一代的赓续传承。如今，在田野考古的一线，在非

遗传承的队伍中，在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的岗位上，活跃着越来越多青春的身影，

他们守正创新，以青春的智慧和力量让古老和年轻携手、传统与现代融合。

——编 者

刘思洋：

透过展览这扇窗，吸引

更多观众静心观赏

从初入文博行业，到将其视为值得奋

斗终身的事业，刘思洋用了 3 年时间。

1989 年出生的刘思洋，是土生土长的

河北承德人。2015 年，刘思洋从河北民族

师范学院美术学专业毕业，2020 年，带着对

历史文化的好奇心，他进入了承德博物馆

展览部工作。

《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避

暑山庄》是刘思洋参与的第一个大

型展览。许多珍贵文物在展览中

首次亮相。“这次展览对我触动

很大。”刘思洋回忆道，“策展

工作除了能够近距离感受

历史的厚重之外，还能将

文物的故事生动地展示

给观众，能带来满满的

成就感。”

与 宏 大 的 历 史

类展览不同，展览

《光 阴 的 故 事》以

老照片、老物件、

绘 画 作 品 、场 景

搭建、视频播放

等 形 式 还 原 城

市 记 忆 。 刘 思

洋 作 为 负 责 人

之 一 ，从 文 字

大 纲 、形 式 设

计 ，到 落 地 施

工 、布 展 工 作 ，

都 参 与 具 体 的

统 筹 协 调 ，“ 真

正经历了从无到

有 的 过 程 ”。 展

览 引 领 观 众 穿 越

时 空 隧 道 ，感 受 近

半 个 世 纪 岁 月 长 河

中 ，承 德 人 奋 斗 与 探

索的历程。随着策展工

作的深入，刘思洋对承德

历史的认知也在加深：“这

是工作中的意外收获，拾起

有关家乡的记忆，以承德人的

身份营造城市的文化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思洋的策

展工作渐入佳境。承德博物馆从起初

的不知名、约不满，到如今各地游客慕名

而来、周末场场约满，刘思洋见证了博物馆

的成长。

3 年来，刘思洋参与了大大小小近 20
个展览的策展、布展工作，每一次策展，对

他而言都是新奇的体验。“展览是博物馆的

一扇窗，一扇窗户开好了，观众才能看到更

多风景。”刘思洋说。

时光无言，在与文物的朝夕相处中，刘

思洋有了更多时间去沉淀自己。“策展人就

像是开窗人，在生活节奏加速的现代社会，

我希望策划更多能够吸引观众静心观赏的

展览。”刘思洋说。

杨吴佳：

不断提升讲解技巧，更

好传播越剧文化

“欢迎大家来到越剧博物馆。”随着 00
后讲解员杨吴佳的讲解，观众进入拥有 3 万

多件越剧文物、史料的越剧博物馆新馆，了

解越剧诞生、发展、繁荣的历程。位于浙江

绍兴嵊州甘霖镇施家岙村的越剧博物馆新

馆于今年 5 月 18 日正式开放。杨吴佳的工

作就是将越剧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杨吴佳出生在越剧故乡嵊州，越剧文

化已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杨吴佳就读的

城南小学，设有越剧课堂、越韵早操。和越

剧的缘分，似乎早就注定。

博物馆新馆筹备期间，杨吴佳成为馆

里的志愿者，引导游客、维持秩序、前台咨

询……工作虽然琐碎，却是熟悉和融入新

环境的过程。

今年年初，杨吴佳正式成为一名讲解

员。对她而言，即便从小听越剧、唱越剧，

但讲好越剧的故事，并非易事。介绍场馆

布局、梳理历史脉络、体验越剧艺术，初入

馆时，杨吴佳就熟悉了这套讲解流程，但她

希望，能有更好讲解方式呈现给观众。

以越剧等传统戏曲为主题的博物馆，

可以是“唱出来的博物馆”。杨吴佳把越剧

唱段融入讲解中，将唱腔与展出的图片、乐

器结合。在田头歌唱时期，农民们农闲时

间围坐一起，见人唱人、见物唱物。说到

这，杨吴佳会唱起：“日出东方红黝黝，长工

短工上田头。”到了女子越剧时期，越剧发

展得更加成熟，“官人你好比天上月”，杨吴

佳唱道，曲调婉转圆润。

讲解不是闭门造车，重视游客的感受

才能讲好故事。讲解过程中，杨吴佳会细

致观察游客的神态，来判断游客的兴趣点

和疑惑处，进而调整讲解内容。在越剧博

物馆的一方展柜里，摆放着一件不起眼的

包头。这是清末越剧艺人所用的发饰，游

客一般不太会关注到它。有一次，一位游

客无意间走到那里，驻足良久。杨吴佳注

意到了这点，便把有关包头的知识典故加

入讲解词中：“在清朝，唱书艺人都是男性，

在扮演旦角时，需要一个包头把头发的前

半部分包起来，以方便演绎。”

长烟盅、竹衣、旗袍、象牙扇、龙头紫檀

木特大胡……提起博物馆的陈列，杨吴佳

如数家珍。在讲解中，杨吴佳也随着这些

戏服、器乐等文物，回到越剧起源、发展、传

承的时光中，她仿佛能听到声乐俱起，看到

台上台下的热闹非凡，感受到老一辈越剧

艺术家的气韵声腔、真切动人。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提

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

也 给 讲 解 员 提 出 了 新 的 要 求 。 当 游 客 散

去，杨吴佳喜欢独自徜徉在博物馆内，边看

边琢磨。“讲解不能照本宣科，而要变中求

新。”杨吴佳说，“我将不断学习、不断打磨

讲解技巧，更好传播越剧文化。”

吴 裕：

将舞龙的文化技艺传

承下去

非遗独角缩龙，是起源于江西萍乡市

芦溪县芦溪镇古城村的传统民俗舞蹈。农

历正月初二，家家户户涌上街头，看彩龙飞

舞，捡龙鳞、抢龙布、燃鞭炮、发糖果、舞鱼

灯，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1985 年出生的吴裕，从记事起便跟在

长辈身后，观看这场热闹的典礼。缩龙重

数百斤，长达 33 米，色彩艳丽，由众人托举

而起，翻转腾挪、随乐起舞。曲终时，龙身

如宝塔盘旋而上，龙头高昂、威武雄猛。

耳濡目染，吴裕从小就对独角缩龙有

着特殊的情感。小学四年级的一次儿童节

演出中，校长组织孩子们“舞小龙”，吴裕学

得快，组织能力强，又肯吃苦，被选作舞龙

队队长。这一舞，就是 30 多年。

回忆起学艺时光，仿佛一切发生于昨

日。集训安排在放学后，一天不落。一招

一式、一张一弛，循环往复。少年吴裕两手

磨出血泡，又结成茧子，渐渐没了痛感。“虽

然辛苦，但从来没想过放弃。”吴裕说。

吴裕的师父林剑，是独角缩龙的第八

代传人。师父默默坚守，带学生、绘龙图、

理档案。一点一滴，吴裕看在眼里，也记在

心上。2013 年，吴裕接班，担起传承独角缩

龙的重任。在吴裕看来，这是村民对他的

信任，更是一份“荣誉”。

如何吸引年轻人？对于传承，吴裕也

忧心着现实的考验。在吴裕看来，独角缩

龙是古城村村民的礼俗和信仰，更代表了

一方土地的文化与历史。“龙灯在村里代代

相传，我们有责任传承下去。”吴裕说。

为了传承和推广非遗，吴裕成为队里

的“家长”。舞龙最困难的是聚齐队员，队

员有本职工作，每次演出前，吴裕提前两天

沟通协调，筹划队伍分工。如果有舞龙队

的成员想退出，吴裕便上门去劝说。有时

演出时间早，吴裕提前准备好早饭，再挨个

打电话叫队员们起床。

儿时的吴裕会扎起稻草龙，跑到村民

家里闹春节、讨糖果吃。长大后，吴裕组织

起 40 人的舞龙队，他位居龙头，引导龙的走

向，近 40 公斤的龙头在他手上，富有生气、

威风凛凛，凝聚起众人的目光。如今，吴裕

在独角缩龙上花费的精力不减反增，他积

极宣传相关知识、招揽人才，决心让更多人

了解这门技艺、传承这门技艺。

杜博瑞：

扎根考古一线，探寻中

华文明

清 晨 7：30，河 南 安 阳 还 不 算 太

热，一行考古人员的身影出现在殷

墟洹北商城的东南角，开始了日常

的发掘工作。殷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

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中

国现代考古学的许多理念和工

作方式由此发端、延续，影响

了一代代考古人。

上古的历史现场、浩如

烟海的文物古迹，殷墟这本

厚重的“地书”，需要几代人

躬耕田野、接续释读。1993
年 出 生 的 杜 博 瑞 从 商 周 考

古 专 业 博 士 毕 业 后 ，入 职

中 国 社 科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

随即被派往安阳工作站，一

头 扎 进 了“ 暗 藏 玄 机 ”的 黄

土堆中。

读书期间，杜博瑞走过很

多考古遗址：甘肃西城驿遗址、

毛家坪遗址，江西九江荞麦岭遗

址，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都

留 下 了 他 的 足 迹 。 实 地 考 古 训

练，使他很快适应了长期田野工作

的状态。工作后，杜博瑞培养了一

种 更 综 合 的 思 维 方 式 ：“ 考 古 工 作 需

要不断地去想办法，用丰富的层次解读

发掘出来的遗址面貌，包括年代、布局、

古人的衣食住行等。”

今年上半年，在洹北商城偶然发现的

一 条 祭 祀 沟 ，更 新 了 关 于 殷 墟 的 原 有 认

知。杜博瑞参与了此次考古发掘。“殷墟文

化处于晚商时期，原有认知是当时已不再

使用中商的洹北商城了，但这次发现的大

型祭祀沟，印证了晚商时期还将洹北商城

作为都城布局的一部分。”杜博瑞说，这也

是考古的有趣之处，黄土之下充满未知。

殷墟占地 30 多平方公里，一名考古人

员终其一生也只能窥之一二。“白天挖土，

晚上补课”已经成为杜博瑞的生活常态。

“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殷墟出土的青铜

器 。”对 杜 博 瑞 而 言 ，青 铜 器 是 观 察 殷 墟

的一个窗口，拉近了他与这片神秘之地的

距离。

历经近百年耕耘，考古工作把商代晚

期的兴衰荣枯，从史书上的文字变成镌刻

于大地之上的实证。现在的殷墟发掘更加

精细化，践行多学科合作，与科技深度交

融，同时注重面向公众的阐释，杜博瑞希望

更多人能加入文化遗产的保护队伍。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曾经的繁华都市，渐渐湮没成墟，流淌的洹

水默默见证沧海桑田的变迁，也见证年轻

一代考古人的耕耘与收获。

（徐安童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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