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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卢浩生教授舞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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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乔秦创作的龙年春节主题剪

纸作品。 贾惠清摄

图③：乔秦在剪纸创作。

贾惠清摄

图④：王丹给年画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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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寒假作业是什么？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开展“笔触绘乡情”

活动，鼓励学生用画笔记录春节的

美好瞬间，展现家乡的风土人情；安

徽农业大学的农学生们走进田间地

头、农业生产一线，增强对农业的认

识；北京科技大学的同学们依托家

乡的红色资源，重走红色足迹、挖掘

红色故事……

这个寒假，返乡参加社会实践

成为许多大学生的选择。高校积极

动员、各地主动对接，为学生实践搭

建了广阔舞台。

穷 理 以 致 其 知 ，反 躬 以 践 其

实。用青春完成这份特殊的作业，

学生们收获颇丰。

对许多大学生而言，返乡实践

是“重新发现家乡”、接受教育的过

程。离家求学再归来，熟悉的地方

亦 有 风 景 。 家 乡 日 新 月 异 的 变 化

中，隐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密码”：

参观企业，可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

动能，了解用人需求、明确个人发展

方向；走入故乡山川，在饱览美景的

同时，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沿着乡间小道，走进乡土中国深处，

感受乡村振兴的成果；春节期间，家

人团聚、灯火可亲，还可在与亲戚朋

友的交谈中，了解身边人的所思所

想、所愿所盼。

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

是青年人的“必修课”，返乡社会实

践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关注时代、

关注社会，不妨从关注身边人、身边

事做起，从家乡的发展变化中深刻

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为

未来成长成才打下坚实基础。

除了受教育，对大学生而言，返

乡社会实践也是增长才干的过程。

今年寒假，一些地方因需设岗、按岗

招人，为返乡大学生提供了实习实

践岗位。在广西马山县，226 名大

学生报名到县里的 106 家单位开展

社会实践；在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博

物馆，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的

学生担任了实习讲解员，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实际工作岗位中。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实践是提高本领的途径。青年人

既要多读有字之书，也要多读无字之书，社会实践便是学习人生

经验、社会知识的重要载体。寒假期间，返乡大学生离开校园，

但学习的机会随处可见。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社会的大学

校里掌握真才实学，在实习工作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

返乡实践，还为大学生提供了为家乡作贡献的机会。在云

南临沧市凤庆县勐佑镇高山村，返乡大学生为村里的小朋友们

开设兴趣爱好小课堂，开展音乐、美术类活动；在湖南嘉禾县的

步行街上，返乡大学生普法志愿者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讲解普法

宣传册、提供法律咨询。志愿服务、开发文创、宣传家乡……用

青春力量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返乡大学生大有可为。

到基层中去、到实践中去、到人民中去，才能真正知道所学

的知识如何去发挥、如何去为社会作贡献。或许，仍在求学阶段

的大学生的力量相对有限，但切实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和人才

需求，能够在他们心中播下热爱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种

子。今天，青年人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增长本

领；未来，他们将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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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返乡工作的第八年，这些年来，我心中有一个目标

从未改变，那就是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做一点力所能及又有长

远意义的事情。

2016 年，27 岁的我辞去建筑公司的工作回到家乡，发展牛

羊养殖，从创业之初的“牛羊乱跑”到后来的井然有序，其中的劳

累不言而喻。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我从“门外汉”成长为“养殖

通”。有了一定的收入和经验后，2021 年我在村里成立了养殖

合作社，带领 30 多户农民发展养殖共同致富。慢慢地，周围的

乡亲们都知道了我创业的事情，旗、镇领导也多次赞扬我带动乡

亲们找出路、谋发展的劲头。

养殖合作社的稳步发展，让我回到家乡的愿望更加强烈，也

让我更有热情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中。2021 年 1 月，经过层层选

拔和组织考察，我担任了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广林村党支

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新任两委动员会上，镇党委领导特别

叮嘱我，作为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要沉下心来，利用自己的所

学所长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自己的

贡献。2023 年 5 月，我又成为全旗首批到苏木镇挂职的村党支

部书记，我深感重任在肩。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也更有动力。我和村两委成员共同

谋划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建成占地 100 亩的 40 座花菇种植棚

以及 520 平方米的冷库和配套烘干设备，解决了 36 名村民的就

业问题，每个种植棚产值约为 8 万到 10 万元，纯利润 2.5 万到 3
万元。村集体壮大了，如何让村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成为我思

考的问题。安装路灯、新修水泥路、新栽树木……一件件惠民实

事让村民们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广林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示

范村。

我认识到，无论面对任何困难，只要肯钻研、能吃苦、不放弃，

就一定能谋到出路。用真心服务群众，努力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就会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相信，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在乡村全

面振兴的大好形势下，带领大家实干、巧干，肯定能大有作为。

（作者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广林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本报记者张枨采访整理）

心怀梦想 深耕农村
杨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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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浩生：

活态弘扬狮艺，舞出青
春魄力

在 岭 南 大 地 ，舞 狮 这 种 古 老 的 传 统 舞

蹈，家喻户晓。每逢佳节喜庆，必敲锣打鼓，

舞狮助兴。

刚从西藏参加完演出录制，广东省广州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广东醒狮”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卢浩生就带着队员赶回广州，马不停蹄地准

备天河区新春花市的表演。

生于 1987 年的卢浩生是土生土长的广

州人，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一到春节，我就

被舞狮的热闹氛围所吸引。只要村中有舞

狮，我就会一直跟着狮子跑。”从向村里的叔

伯叔父讨教，到拜师走上学艺之路，卢浩生

与醒狮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国内和国际比

赛上屡获殊荣。

成功的背后离不开艰苦严格的训练，冬

寒夏热，马步一扎就是几十分钟，大汗淋漓，

整个身体在冒烟。“马步扎不好，舞出的狮子

也不会好看。”卢浩生说，汗水流到眼睛里，

他不敢擦，也不敢眨眼，一动不动。晚上回

到家，双腿直发抖。

基础打牢，还要提高难度。梅花桩上的

远距离飞跃，套路多、难度大，还需要克服心

理上的恐惧。就这么一点点啃硬骨头，卢浩

生的功夫越来越扎实，2012、2013 年连续两

年获广东省传统醒狮麒麟锦标赛第一名、广

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传统南狮男子成年组

冠军。

2021 年，卢浩生被广东省人社厅认证评

为“民间杂技（舞狮）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还

通过了国家级、国际级舞龙舞狮裁判技术等

级认证。

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中，卢浩生也一

直希望能够将醒狮文化发扬光大。2015 年，

卢浩生创建广州市天河区龙狮运动协会，从

事醒狮教学工作，定期开展醒狮进校园活

动，以公益展演、开设讲座等多种方式普及

醒狮文化，扩大传承人群。

“舞狮最讲究就是形神动作，需要‘人狮

合一’去展示它的神态：喜、怒、醉、睡、醒、

动、静、惊、疑、怕。这些神态要怎么去展示，

才能舞得出神入化，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

领悟。”卢浩生一边跟队员讲解，一边亲自示

范，扎马步、举狮头、跳木桩……生动的课程

让学员直呼过瘾。

“原来只是对舞狮有点感兴趣，在上完

课之后，更加喜欢这个项目了。”不少学员刚

开始只是好奇，但不知不觉间也跟着学了不

短时日。

“醒狮文化要传承下去，一定不能少了

年轻血液。”卢浩生说，“舞狮除了代表喜庆、

热闹，还包含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比如生

生不息、忠勇仁义等。以前我只是舞龙舞

狮，现在有机会当老师，虽然很忙、很累，但

只要看到年轻人拿起狮子后兴奋的表情，

看到他们喜欢这项技艺，我就觉得一切都

值得。”

为了在年轻人中推广醒狮，卢浩生想了

不少办法，引入了街舞醒狮及灯光秀等创新

型醒狮游戏，此外，他还联合舞蹈、武术、工

艺、非遗专家创作出了有版权的醒狮健身

操，在中小学、幼儿园中推广。这两年，卢浩

生还开展了研学体验课程，至今已有 6000 余

名学生接受醒狮文化的熏陶。

“我们说要讲好中国故事，醒狮就是非

常好的题材。醒狮身上传承了许多优秀的

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德。讲好醒狮故事，也是

讲好中国故事。”卢浩生希望，在未来 5 年能

让更多人接触到醒狮文化，让这项技艺传播

得更广更深。

王丹：

精益求精，守护古老的
年画技艺

腊月里是年画订购的旺季，市民游客参

观打卡博物馆、预约订购、买卖收藏，王丹和

家人忙着接待、讲解。

80 后女孩王丹是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

镇人，她的公公霍庆有是霍氏杨柳青木版年

画世家的第六代传人，跟年画打了一辈子交

道，2002年将自己的住宅改成年画博物馆，免

费开放，为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民俗文化艺术。

杨柳青年画始于明朝，盛于清代。年画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民俗文化类、历史故

事类、侍女娃娃类、戏曲类等。

“我们所熟知的娃娃类年画大概占比四

成，一直传承下来且最受百姓喜爱认可的也

是娃娃类年画，它寓意着吉祥和年年有余。”

王丹告诉记者，她学艺也是从给娃娃类年画

彩绘开始。

2006 年，杨柳青木版年画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各地的

人慕名前来旅游参观、拜师学艺、买卖画作，

这让王丹很振奋。从那一刻起，王丹下定决

心学习、传承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

开头很难。“每一个步骤里都有好多知

识点。”王丹举例，比如“画门子”，上色前要

将画纸糊在门形的木板两面，一般 6 到 10 个

“门”为一组，每扇“门”一侧有竖轴，可以实

现左右自由翻转，节省空间；在画坯子背面

刷矾胶水，逆时针旋转 90 度贴到“画门子”上

的过程叫“矾墙”，看似简单的一刷、一贴，其

实背后也有讲究，要根据一年四季的冷热干

湿度，调整胶与水的比例，夏天如果矾放少

了，画纸就容易洇，冬天如果矾放多了，纸张

就容易爆开……

基础工作练好了，才能拿笔上色。拿笔

要先练手稳度。王丹勾线的握笔法很特殊，

不似普通拿笔用大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手

指发力，而是用食指、中指两个手指夹笔发

力，“这样比较稳。”伸出手指可以发现，她中

指第二关节处磨出的老茧很明显。

“手稳度练好后，再攻力度、细致度。”王

丹说，初学时勾出的线条看着就发软，像面

条，熟练后就会越来越刚劲有力。细致度最

考验功夫，彩色勾线不能与原来墨线重叠，

要画在 2/3 处，露出 1/3，双线条有立体感。

彩绘常用勾勒、填色、平涂、晕染、点簇

等技法。按空间顺序先上后下，先左后右，

以保持画面干净。上色时候，为保证颜色统

一，在调好一种颜料后，要批量完成多幅同

样画作的同一部位，等到前面的颜料干透再

进行下一个颜色。“不是一张画完，再画另一

张，要不就光调颜料了。”王丹说。

王丹以知名度最高的年画《莲年有余》

举例，画中娃娃的脸部最难绘，先浅后深，要

20 多道工序。难中之难是“开眼”，初学彩绘

者一般要 3 年才开始学“开眼”。

“开眼”不是简单的“画龙点睛”，而是要

在眼白、眼球、瞳仁、眉毛、睫毛等多处晕染

十几道工序。“年画娃娃贵在一个‘活’字，如

果眼睛画好了，稚气、灵气、神气，层次感、动

态感就出来了。”王丹说。

完成一幅完整的年画，少则几个星期，

多则几个月，“特别考验耐心，要能坐得住。”

王丹说，只要坐下来，一天能十几个小时沉

浸其中。累，但不觉得辛苦。她说：“老一辈

的工作环境才叫辛苦，热的时候没有空调，

冷的时候没有暖气，照明条件也不好，但他

们却创造了很多高水平的作品，精益求精，

那种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2019 年，王丹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区级代表

性传承人。在创作之余，王丹还会定期走进

学校艺术课堂开展“非遗”交流。“未来，如何

传承创新，让非遗更有生命力，我还在不断

思考实践，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一起努

力，把年画文化传承下去。”王丹说。

乔秦：

巧手剪祥龙，传统与现
代在纸间碰撞

“咔嚓咔嚓……”剪刀翻飞，纸屑掉落。

每天 6 小时，剪了 3 天，乔秦终于完成这幅剪

纸作品《双龙戏珠》。

“在老一辈心里，贴上了自己剪的窗花

才叫过年呢。”乔秦今年 33 岁，是山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浮山剪纸市级传承人，每年都会

设计生肖主题剪纸。

2024 年是农历龙年，乔秦从去年 10 月

份开始准备，设计了一套 16 条龙的主题剪

纸，有卧着的，也有腾飞的，形态各异。“这套

伴手礼很受欢迎，已经订出 1000 多套。”

浮山，山西南部一个山区小县，但是民

俗文化却很兴盛，有“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

乡”之称。

“剪纸从我太奶奶那辈传到爷爷、父亲，

到我是第四代。从小耳濡目染，会拿筷子就

会拿剪刀。”2011 年大学毕业后，乔秦回到家

乡，跟着山西省首届民间工艺美术大师郑洪

峨从事剪纸创作。

十几年来，乔秦创作了 30 多个系列作

品，其中有不少得意之作。来到他的工作

室 ，一 幅 长 1.6 米 、宽 0.8 米 的《春》映 入 眼

帘。这幅作品在“春”字里融入了锣鼓、高

跷、狮子舞等浮山民间社火元素，将近 60 个

人物一一相连，对称排列，“春”字下半部分

设计成圆形，尽显传统文化之美。

《二十四节气图》也是乔秦的“心头好”，

这幅作品他整整创作了 3个月。“立春六九头，

农事早入手，生产掀高潮，备耕修犁耧……”

乔秦和爷爷还一起为每个节气写了四句诗。

除了剪纸，乔秦还是浮山剪纸博物馆馆

长，这是 20 年前在浮山县政府支持下兴建的

私人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剪纸作品，对

公众免费开放。“游客更喜欢看现代题材的

剪纸作品。”乔秦一边普及剪纸文化，一边也

在思考，人们糊麻纸的“田”字格窗户早已被

玻璃窗户代替，市面上的现代化窗花琳琅满

目，千百年来的民风民俗也在改变，剪纸艺

术还能不能生存？

有挑战也有机遇。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人们的艺术欣赏水平也在提高，传统文化

“圈粉”无数，手工制作的东西被赋予更多温

度。“剪纸也要跟着时代潮流走，内容和形式

都要契合当下。”最近两三年，乔秦尝试从社

会现象和时代热点中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

创作了名人肖像、航天、消防等系列作品，剪

出一番新天地。

《福娃运动会》是乔秦的尝试之一，这是

他为杭州亚运会创作的一套染色剪纸，曾在

杭 州 展 出 。 一 眼 看 去 ，色 彩 艳 丽 ，动 感 十

足。这套作品既保留了浮山剪纸代表性的

黑色，又用大量彩色填充；53 个“福娃”形象

既用中国传统名花装饰，又融入国漫元素，

传统与现代在纸间碰撞。

“一剪高天明月亮，二剪兔儿灵芝草，三

剪凤凰戏牡丹，四剪鱼儿水上漂……”浮山

剪纸博物馆，一堂青少年剪纸培训课正在进

行，乔秦听着这首歌谣长大，又把它教给孩

子们。

歌谣代代传唱，但是当年的剪纸艺人们

却早已不在。一次，乔秦看新闻了解到有地

方在寻访老艺人，受此启发，他开始走访老

艺人的子女，为 8 位浮山剪纸老艺人编印画

册，建立艺术档案。此后，他又出版了《刀尖

上的温馨》《剪纸培训微教材》等书，用作社

区大学教材或兴趣读物。

这几年，乔秦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传

播 浮 山 剪 纸 文 化 和 培 养 传 承 人 上 。 他 从

2017 年开始举办剪纸培训班，培训过几千人

次，现在有 200 多人常年跟着他学习，大部分

是小学生。

“ 从 事 剪 纸 时 间 越 长 ，越 觉 得 本 领 恐

慌。只要有培训学习机会，我都争取参加。”

去年，乔秦参加了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主办

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培计划，一

个半月时间，与 30 多名剪纸艺人交流学习，

去山西各地采风，收获颇丰。“希望越来越多

人喜欢浮山剪纸。”乔秦说。

传承民俗文化 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姜晓丹 龚相娟 付明丽

舞狮、剪纸、绘年画……传统民俗走过漫长岁月仍熠熠生辉，

为新春佳节增添一抹亮丽色彩。日前，记者采访了几位将目光聚

焦在传统民俗上的青年人，他们用灵巧的双手、独具的匠心为民

俗文化传承弘扬注入青春力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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