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子里堆满木材和马皮，屋里热气翻腾，火炉上大铁锅里开

水咕嘟着，木板在热水中慢慢软化，变成我制作古老毛皮滑雪板

的材料。

作为古老毛皮滑雪板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到冬天，我就回

到了新疆阿勒泰市拉斯特乡的这间小屋里，带着村里的几个年

轻人为游客们制作古老毛皮滑雪板。

我的父亲是这项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传承人斯兰别克·沙

和什，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古老毛皮滑雪板。那会儿父

亲就告诉我，制作古老毛皮滑雪板极为讲究，从挑选、制作木板，

再到浸泡、清理马皮……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工匠的全心投入。

在被誉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的阿勒泰，古老毛皮滑雪板曾

是人们冬天必备的交通工具。随着时代变迁，毛皮滑雪如今已

经变成了竞技运动和旅游项目。近年来，古老毛皮滑雪板得到

深度挖掘，成为阿勒泰推介冰雪旅游和冰雪文化的一张名片。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阿勒泰的古老毛皮滑雪板，来我们家参

观和购买雪板的人也逐渐增多，这让我父亲渐渐感到忙不过来

了。看到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古老毛皮滑雪板，我心里十分自

豪，所以 2021年我卖掉了出租车，回来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

制作古老毛皮滑雪板的技艺传承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

了，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我对这门技艺的掌握程度逐渐加深，

已经积累了一些制作经验。但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还是发现

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如何挑选到上好的木材和马皮，如何

制作出又软又结实的牛皮绳，这都是我还要继续学习的。

在第十六届新疆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第一届冬季运动会上，我家制作的古老毛皮滑雪板得到了

各地游客的认可和称赞。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也成了我坚持

下来的一大动力。

现在，这门技艺不仅能给家里带来收入，更重要的是，我在

努力把古老技艺传承下去。我带着村里几个年轻人学会了制作

技艺，在冬季的旅游旺季，我们就一起接订单制作售卖，一副能

卖 1000 多元，大家的收入都还不错。除了正常尺寸的雪板外，

我们还面向游客设计制作了巴掌大小的迷你小雪板，既具有观

赏性，也方便携带。

接下来，我想不断研究、推陈出新，通过现代滑雪技术元素

与古老毛皮滑雪板相结合的方式，努力为古老技艺注入青春活

力，让悠久历史积淀的滑雪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古老毛皮滑雪板制

作技艺传承人，本报记者李亚楠采访整理）

制作毛皮滑雪板—

努力把古老技艺
传承下去

胡安什别克·斯兰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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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雪 ，是 人 类 宝 贵 而 独 特 的 发 展 资

源。近段时间，冰雪经济持续升温，种类多

样的冰雪项目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丰富的体

验，为各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黑龙

江省，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以青春和热

血，投身冰雪文化、冰雪运动、冰雪旅游事

业，以“冷资源”赋能“热经济”，在冰雪之间

展现青春力量。

冰雕师陈荣欣：

努力给冰雪雕刻带来新变化

“头戴冰头饰、手握冰玫瑰，这种体验

真有意思！”游客吴樱在哈尔滨同远在江苏

的男朋友视频通话，分享着旅途中遇到的

惊喜。

吴樱所在的哈尔滨市兆麟公园，一排

排小型互动式冰雕作品十分惹眼。来自各

地的游客相聚于此，精致的冰话筒、冰高跟

鞋、冰戒指等“拍照工具”在人群中流转，大

家争相拍照、打卡，留下难忘的记忆。

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小冰雕，出自 90后

冰雕师陈荣欣之手。2008年，还在上初中的

陈荣欣接触到冰雕，由于幼年有学习美术的

功底，他第一次参赛就获得了哈尔滨市中小

学生冰雕比赛一等奖，从此对这项冰雪艺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陈荣欣一

直在外地从事设计工作，可他心里一直保有

对冰雪的热爱，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份热爱

有增无减。2018年，陈荣欣决定返回家乡哈

尔滨，把热爱发展为事业。

见到陈荣欣时，他正在对一支冰玫瑰

进 行 修 补 和 维 护 。 随 着 叉 刀 、平 刀 、角 刀

在 手 中 不 断 变 换 ，一 会 儿 工 夫 ，原 本 有 些

被 磨 平 的 玫 瑰 花 瓣 ，又 展 示 出 完 美 的

弧度。

在陈荣欣身边的工具箱里，几十种雕

刻工具摆放整齐，足有几十斤重。说起冰

雕这门艺术，他双眼放光：“制作冰雕讲究

薄、镂、透、秀、险五个特点。薄一些让透光

性更好，镂空冰雕使光影穿插效果更好，最

后使用粘接技法，制作出让人叹为观止的

结构。”陈荣欣认为，冰雕有别于其他的雕

塑，是稍纵即逝的艺术。

刚决定做冰雕师时，陈荣欣并没有获

得家人的支持。陈荣欣告诉记者，冰雕成

品虽美，可雕刻者却十分辛苦：“长期在严

寒环境中工作，风湿骨痛和胃肠炎症都是

常 见 的 职 业 病 。 即 使 戴 着 专 业 的 橡 胶 手

套，雕刻者的手指依然有可能被刀割破。”

一次，陈荣欣参加全国专业冰雕比赛，

一个冰块忽然坠落，正在全神贯注进行雕

刻的陈荣欣来不及躲闪，冰块重重砸在脚

上，当场骨裂。陈荣欣的母亲心疼不已，多

次 劝 说 他 改 行 ，却 拗 不 过 执 着 的 陈 荣 欣 。

“有人说年轻人吃不了冰雪的苦，我偏要做

成这事，拿出我们年轻人的拼搏劲头，尽力

把冰雪雕刻做到极致。”陈荣欣说。

在传统观念中，冰雕是远观的艺术作

品，无形中拉开了制作者与观赏者之间的

距离。陈荣欣设计的互动式冰雕，增加了

冰 雕 艺 术 的 趣 味 性 。“ 在 做 大 型 冰 雕 作 品

时 ，我 发 现 游 客 对 地 上 的 碎 冰 很 感 兴 趣 。

于是我就想，如果把碎冰做成各类小物件，

会不会更受欢迎？”从设计到制作，陈荣欣

把年轻人喜爱的元素带入传统领域之中，

努力给冰雪雕刻带来新变化。

“我的师傅朱晓东经常对我说，希望我

尽快成长，把冰雕艺术传承下去。”最近，陈

荣欣开设了冰雪艺术相关课程和讲座，同

时还与当地残联、妇联和少儿中心等机构

合 作 开 展 冰 雕 的 新 人 培 养 计 划 和 赛 事 活

动。“我希望寻找到越来越多和我一样热爱

冰雕的青年。大家共同专注于冰雕事业，

宣传我们哈尔滨的冰雪文化，带动当地冰

雪经济发展。”陈荣欣满怀憧憬地说。

短道速滑教练员李国锋：

让更多人爱上冰雪运动

“美熙的膝盖不用担心，我今天问了专

业医生，疼痛是发力造成的，需要注意蹲躯

的角度。”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七台河市短

道速滑教练员李国锋赶紧抽空和学员家长

交流。

“ 在 外 地 的 时 候 ，李 教 练 还 想 着 学 员

的 事 ，特 别 尽 心 尽 责 ！”提 起 李 国 锋 ，七 台

河 市 少 儿 短 道 速 滑 队 队 员 杨 美 熙 的 妈 妈

赞不绝口。

李国锋是一名 95 后。 8 岁那年，他开

启了属于自己的冰上人生：“过去七台河市

没有室内冰场，我们的训练条件虽然很艰

苦，但是没有人放弃。”通过持续刻苦的努

力，李国锋进步很快，还曾获得全国联赛的

冠军。

2015 年，李国锋因伤病被迫离开了热

爱 的 竞 技 场 。 然 而 ，对 短 道 速 滑 的 执 着 ，

令 他 不 愿 离 开 冰 场 。 一 个 念 头 在 他 心 里

生 根 发 芽 ：不 能 做 运 动 员 ，当 教 练 员 行

不行？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虽然身份改变了，

但李国锋对冰雪的热爱始终不变。在七台

河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早上七点到下午

一点半，是雷打不动的冰上训练时间。虽

然辛苦，但看到孩子们眼中闪烁着对滑冰

的向往，看到孩子们为了冠军梦不断拼搏

时，李国锋感到值得。随着时间的流逝，李

国 锋 逐 渐 从 心 底 认 同 了 自 己 教 练 员 的 身

份，想要当好孩子们的引路人。

2019 年，因表现优秀，李国锋被派去独

立带领一队重点班学员。“这不仅是一份工

作，更是一份责任，关乎 20 个孩子的希望与

未 来 。”带 队 时 ，他 坚 守 职 责 ，不 仅 传 授 技

术，还关心孩子们的生活。

“带队生活充满挑战，但看到孩子们成

长和进步，所有艰辛都变得值得。有人称

我为‘狠教练’，因为我严格要求每一个动

作、每一个细节。我知道，只有严格才能让

孩子们取得更好成绩。在严格之外，我更

愿意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们的朋友。”李国

锋说。

2023 年底，李国锋入选冰雪项目国家

集训队，担任器材教练一职，为期半年。李

国锋说，他将学习到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教

学思路整理成笔记，打算回到七台河后帮

助孩子们更好更快成长。

山东、青海、新疆……近年来，在李国

锋的重点班上，全国各地的孩子慕名而来，

因短道速滑齐聚七台河。2023 年，首届“百

凝盾杯”全国青少年短道速滑邀请赛在七

台河举行，来自 13 个省市的 23 支队伍 340
余名运动员参赛。其间，李国锋的学员闫

恩齐一举拿下短道速滑 500 米、1000 米两个

项目的冠军。

“ 近 几 年 ，许 多 外 地 学 生 团 队 到 我 们

体 育 馆 体 验 冰 上 项 目 、参 加 冰 雪 研 学 游 ，

南方孩子看到冰雪非常兴奋，对于七台河

这座‘奥运冠军之城’背后的故事，也十分

感 兴 趣 。” 李 国 锋 说 ，冰 雪 运 动 的 持 续 升

温 ，也 增 加 了 城 市 人 气 ，带 动 了 当 地 经 济

的发展。

“看到冰雪运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我

深感责任在肩。作为一名教练员，我愿意

用全部热情与力量，把速滑技能传承下去，

继续陪伴孩子们追逐梦想，不断前行。”李

国锋说。

民宿经营者许睿峰：

用心服务让游客宾至如归

屋外寒气袭人，屋里却暖意融融，85 后

许睿峰在自家经营的民宿里，忙得团团转。

气温虽低，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

村的旅游业却十分红火。北极村拥有着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全国各地的游

客纷纷来到北极村，领略冰雪的魅力。

“我们用现磨咖啡搭配蓝莓、蔓越莓等

特产，推出冰雪、极光等主题的特色饮品，

让游客拥有难忘的体验。”许睿峰一边忙着

为游客服务，一边对记者说。

在外创业多年，许睿峰事业和收入都

节节攀升，可家乡的一草一木和对母亲的

牵挂，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去年 9 月，许

睿峰放弃南方高薪工作，选择回到家乡北

极村。从母亲手中接手民宿的经营后，他

对民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我回来之后对民宿进行了重新布局。

在传承特色民俗文化方面，我们通过为客人

提供东北特色拍照服装、马拉雪橇体验等，让

游客更好地了解和体验北极村的民俗风情。”

许睿峰说。

许睿峰还将先进的服务理念带回北极

村，在民宿配备了全屋语音控制系统、智能

马桶、全景落地窗等设施：“通过改善室内布

局，游客在屋里就能更好看到村容村貌，欣

赏到漫天飞雪的景致。”

改造民宿的同时，许睿峰还推出了特

色铁锅炖，让五湖四海的游客品尝到东北

特色美食。许睿峰说：“我的目标是打造集

餐饮、住宿、休闲于一体的多业态旅游产业

链，形成特色的民宿、餐饮和咖啡厅等多元

化业态，并不断提高服务品质。”

前段时间，许睿峰接待了从北京过来

的研学团队，23 名初中生的吃住行全部由

他负责安排。“现在我们接待的学生团队很

多。北极村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孩

子们可以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感受自然

之 美 ，了 解 漠 河 的 文 化 底 蕴 。”许 睿 峰 说 。

为了提供细致服务，许睿峰在每个客房里

面贴上了学生的照片，做到宾至如归，同时

还为孩子们提供了观看纪录片的场地。

春节假期期间，许睿峰还设计了民俗活

动。“大家一起剪窗花、贴春联、包饺子，体验

各种东北民俗，别提多热闹了！”许睿峰说，

“一切设计都从游客的感受出发，让大家即

使在冰雪天，心里也感到暖洋洋的。”

“虽然回来的时间不长，但我看到了家

乡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定会扎根在这里好

好创业。”作为本地年轻人，许睿峰打算把

手头的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做出成绩，也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共同做强冰

雪旅游市场，为东北振兴尽一份力量。

图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耿洪杰摄（影像中国）

图②：李国锋（左）在指导学员训练。

新华社记者 戴锦镕摄

图③：许睿峰在民宿内布置餐厅。

郝大庆摄

图④：陈荣欣在修补维护冰雕作品。

本报记者 方 圆摄

图⑤：黑龙江省海林市双峰林场。

游金华游金华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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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了

上夜校的生活方式。沉浸式学习某种

知识技能，探索人生更多可能性，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在夜校找到了学习本身

的幸福感。

事 实 上 ，从 各 地“ 一 课 难 求 ”的 夜

校，到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的社区图书馆，再到 24 小时营业的城市

书店，都折射出人们日益增长的学习热

情，学习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一种精神

追求、生活方式。

如今，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

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

不穷，这既为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

舞台，也对青年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

要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知识，不断提高

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

和能力，使自己的思维视野、认知水平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立身百行，以学为基。青年时期学

识基础厚实不厚实，影响甚至决定自己

的一生。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不

倦学习，保持一股持之以恒的韧劲，在

学习阶段把基石打深、打牢，才能为青

春蓄满能量。

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注重实践

经验的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

无字之书，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

中 学 真 知 、悟 真 谛 ，加 强 磨 炼 、增 长 本

领。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们

走进乡土中国深处，将实验室搬到田间

地头，让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在广袤田

野落地生根；80 后“新农人”魏巧，靠自

身所学和一股子拼劲，返乡创业成为数

字化大田种植的行家里手，带领乡亲们

走上致富路……广大青年带着理论知

识寻找实践坐标，坚持学以致用，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在社会的大学校里，掌

握真才实学，增益其所不能，努力成为

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坚持富有探索精神的学习，下一番

苦功夫，在学习中创新，在总结经验中

提高，方能练就过硬本领。今年 1 月，首

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圆满完成商业首航，背后是中

国船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大型邮轮项目设计青年

团队的默默付出。团队成员王高帅说：“当时国内资料有限，每

次一拿到资料，大家就分组学习，再通过交流汇报的方式进行

总结。”从零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习吸收再创造，青年团队

见证了一张张图纸变成一艘巨轮，该团队也获评一星级全国青

年文明号。青年人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在工作中增

长才干、练就本领，才能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只有在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中才能充分发掘出来。广大青年唯

有勤学苦练、增长才干，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让增

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在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中展现风

采、实现价值，方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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