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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天津市西青区霍庆有年画博

物馆里人流如织，杨柳青木版年画区级

代表性传承人王丹（见上图，受访者供

图）站在年画“连年有余”前，一边上色一

边给前来参观研学的学生详细讲解。

回顾：近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

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得

知这个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跟家人分享，大

家都很开心、振奋。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隆重、最热

闹的节日之一。年画是传统民俗文化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我 们 现 在 要 做 的 就 是 让

更 多 年 轻 一 代 了 解 年 画 、喜 欢 年 画 。 今

年 很 多 大 中 小 学 的 学 生 前 来 参 观 研 学 ，

了解、体验年画制作流程。除了迎进来，

我 也 乐 于“ 走 出 去 ”推 广 交 流 年 俗 文 化 、

制 作 年 轻 人 喜 欢 的 文 创 产 品 、拍 摄 年 画

系列短剧和纪录片等。看到那么多人研

究 年 画 、喜 欢 年 画 、从 事 年 画 工 作 ，更 增

强了我的信心。

展望：未来，我要继续学习提升杨柳青

木版年画的全流程技艺水平，沉下心坚持长

期研究和精进每一项技艺，保留传承好杨柳

青木版年画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传统工

艺和历史，让更多年轻人能看到咱们过年的

集体记忆、文化符号，并把这些文化遗产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龚相娟采访整理）  

杨柳青木版年画传承人王丹

文化遗产要代代传承

转眼间，2024 年即将过去。这一年，

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的关键一年，广大青年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

征程上砥砺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要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

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

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翻阅一年来新青年版报道过的青年，

会发现他们在科技创新、乡村全面振兴、

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各领域各方面勇当

排头兵和生力军，追逐梦想、激扬青春，展

现出自信自强、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

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聚是一团

火，散作满天星，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青年们

不 仅 在 一 次 次 讲 解 中 坚 定 了 理 想 信 念 ，

更是在一批又一批队员的传承中广泛传

播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让 真 理 之 光 愈 燃 愈

亮。在贵州，一群年轻人挖掘红色资源，

打造沉浸式演出，为讲好长征故事、坚定

理想信念贡献青春力量。新时代的青年

以理想为船、信念为帆，就能确保始终沿

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行。

青年怀壮志，立功正当时。不论是在

多项人工智能算法研发和创新方面取得丰

硕成果的彭菲，还是亲身经历并见证中国

人自己的盾构机发展壮大的张帅坤，一大

批年轻的大国工匠在各自的领域开拓创

新、精益求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挺膺担当、善作善成。我们报道过给 AI 当

“老师”的人工智能训练师武立稳，还报道

过用“数字”智慧养鱼的智慧农业数字农业

专家邓永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在新兴职

业探索创新的青年们。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

挺膺担当。

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

神。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的青年科考队员们不惧困

苦，有的在科考站一干就是一年多，为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作出重

要贡献。在海拔 4410 米的青藏高原探测来自外太空的高能粒

子，35 周岁以下青年占比 63% 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团队克服

缺氧、严寒等种种困难，实现多项重大自主技术创新，推动先进

探测技术革新发展，在青春的赛道上步履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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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青春的力量，青春

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让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焕发生机的

85 后刘玉荣，将赫哲族鱼皮制作非遗技艺传承发扬光大的 95 后

曹雯乐，为景迈山古茶林鼓与呼的 00 后仙金，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奋斗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一线。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有的

青年返乡创业带动乡亲们增产增收，有的青年把科研做在广阔

土地上，有的青年从博士转变为“新农人”助力产业发展，在田间

地头挥洒汗水，在广袤田野大显身手。他们用个人鲜活的青春

梦想，书写奋斗青春的主旋律。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我们满怀期待：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

逢其时、重任在肩，一定能在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奋进中创造

出彩人生、成就有益于时代和人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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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隆冬雪后。云冈研究院彩塑

壁画修复室内，在一个特质的弧形修复台

上，铺着一幅珍贵的壁画残片。修复师戴

宇翔（见上图，焦搏文摄）身着白色工作

服，手持软毛刷，小心而专注地拂去壁画

表面的尘土，进行壁画地仗层的修复。

回顾：今年，山西文旅火了，云冈石窟也

迎来了更多游客，作为守护云冈的一分子，

我和同事特别高兴。

古壁画就像饱经风霜的老者，十分脆

弱 。 对 它 们 的 保 护 ，是 一 场 与 时 间 的 赛

跑。一毫米一毫米清理、一点一点修复，我

和同事们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工作之余，我也喜欢到石窟走走看看，

一遍又一遍地细细观赏。冬季，当温暖的

阳光洒向云冈石窟，那些被阳光轻抚过的

雕塑与壁画，愈发栩栩如生。看着许多游

客不顾寒冷，伸出冻得微微发红的手，用手

机或相机定格这座艺术宝库，我的心中总

会升起一份自豪。

展望：明年是我从事壁画修复工作的

第十二个年头，每当凝视着这些精美的壁

画，我都会深深地被它们触动。我们不仅

仅是修复者，更是云冈历史的传承者和守

护者，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让更多古壁

画重焕光彩，让更多云冈来客感受到那份

跨越时空的不朽。

（本报记者郑洋洋采访整理）  

云冈研究院壁画修复师戴宇翔

帮助更多古壁画“延年益寿”

【镜头】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坝

种植基地，连片的咖啡树缀满了沉甸甸

的果实。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特有的馥郁

香气，云南大学农学院助农团队成员董

相书（见上图，蒋猛摄）和咖农们穿梭于

林间，田间地头格外热闹。

回顾：今年，我们积极探索将研发的

生物脱胶技术应用于咖啡鲜果的去胶取

豆 流 程 中 ，不 仅 可 以 显 著 减 少 加 工 过 程

中 的 水 资 源 消 耗 ，还 丰 富 了 咖 啡 的 风 味

特征。我们还将影响咖啡品质的优秀基

因 筛 选 出 来 ，利 用 生 物 育 种 技 术 进 行 改

良，推进优质新品种的形成。

今年我们在咖啡组培快繁技术上有

了实质性的进展，实现了咖啡种苗的快速

培育。组培快繁技术可以满足咖啡大规

模种植生产的需求，提高农户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应用这项技术，咖啡种苗

可以保持优良性状和遗传稳定性，同时能

加速咖啡种苗的分子育种进程，助力咖啡

抗病性和品质的提升。

展望：接下来，我们将加强产学研合

作，通过和企业进行技术合作与指导，推

进技术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咖啡产

业综合效益，让咖啡的红果果真正成为村

民们增收的“金果果”，也让大家喝到品质

更好的云南咖啡。

（本报记者李茂颖采访整理）  

云南大学农学院助农团队成员董相书

科技助力红果果变“金果果”

【镜头】清晨，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

西子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

训练师武立稳（见上图，贾延宗摄）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筛选数据、标注数据、

利用专业软件和选择好的模型进行训

练……武立稳在屏幕前聚精会神，键盘

敲击声不绝于耳。

回顾：这一年，我积极参与了多个人工

智能项目，既对人工智能技术有了更直观、

更 深 入 的 理 解 ，也 对 未 来 充 满 了 憧 憬 与

期待。

在一个语言模型项目中，我们团队采

用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经过多次迭代

和优化，我们训练的模型在准确度和鲁棒

性方面取得了显著提升。我还参与了一个

图像识别项目，用于识别和分类大量图像

数据。我们设计了一个高效的模型，并在

大规模数据集上进行了训练和测试。

我还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人工智能训

练师比赛。得知自己获得奖项的那一刻，

我无比激动：能够与这么多高水平的同行

一起切磋竞技，既是对我职业能力的一次

检验，也表明我们这个行业正在发展壮大。

展望：今天，语音助手、智能家居、语言

模型等人工智能的运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了。

我将继续立足这个领域不断学习，让人工智

能成为好帮手，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便捷

我们的生活。

（本报记者刘军国采访整理）  

人工智能训练师武立稳

让人工智能成为好帮手

【镜头】冰天雪地间，两名来自南方的

游客风尘仆仆走进了黑龙江省漠河市北

极村一家民宿，经营者许睿峰（见上图，郝

大庆摄）接待了他们。在游客品尝迎宾水

果冻梨时，许睿峰热情地介绍起了当地风

土人情、特色打卡点、旅行线路组合等。

回顾：过去，北极村在淡旺季差别很

大，到了冬夏两个旺季，游客络绎不绝，春

秋两季却几乎没有游客。随着今年黑龙江

整体旅游热度提升，我的民宿出现了淡季

客人不断流的情况。据我了解，其他的民

宿、餐饮经营者也都有类似的感受，大家对

于旅游产业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冰天雪地也有广阔天地。为了让远道

而来的客人更好领略冰雪魅力，这一年，我

将重点放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今年冬季，来

到我的民宿，就能体验到“管家式”服务。只

要是游客准备不充分的地方，就是我们提供

服务的方向。

展望：眼下，我正在策划接下来的欢

度 春 节 方 案 。 民 宿 预 订 数 据 显 示 ，除 夕

夜 入 住 的 客 人 不 少 。 如 今 ，在 党 委 政 府

政 策 助 力 下 ，越 来 越 多 的 返 乡 青 年 加 入

创 业 的 队 伍 ，为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注 入 了 新

活 力 。 我 愿 意 扎 根 家 乡 ，将 家 乡 建 设 得

更 加 美 好 ，向 世 界 各 地 的 朋 友 们 介 绍 大

美黑龙江。

（本报记者方圆采访整理）  

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许睿峰

冰天雪地也有广阔天地

【镜头】早上 7 点 50 分，盲人何亚君

（见上图右一，廖正义摄）结束晨跑回到按

摩店里上班。一进门，记者被悬挂在房梁

上的奖牌吸引了，五颜六色的飘带、几十

块形状各异的奖牌，让店里的氛围别具

一格。

回顾：2024 年是我做一名跑者的第十

年。今年 11 月，我参加了人生的第九场北

京马拉松，虽然看不见大家的模样，但在奔

跑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力量涌上心头。

开跑后，我和志愿者分别握住一根彩

色麻绳的两端，一起摆臂，一起迈腿。有人

问，盲人为什么还要来跑马拉松？在我看

来，虽然盲人跑步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通

过跑步，我们不仅得到了健康，还获得了勇

气、平等、友谊和自我实现。

今年，我成立的“何亚君助盲团”已经

开展了 60 多场晨跑活动，新加入的盲人和

志愿者达 200 多人。在奔跑的路上，盲友

的眼睛虽然看不到光，但我希望在他们心

中，一直有一道光引领他们努力奔跑，也希

望盲人和志愿者能互相鼓励、共同前行。

展望：2025 年，我想去更远的地方感

受大自然的魅力。我曾经计划要爬完 100
座山，目前已经爬了 24 座，计划明年再爬 2
座山。虽然我看不到风景，但我想让更多

的风景看见我。

（本报记者易舒冉采访整理）  

视障跑者何亚君

继续奔跑，跨越生命的障碍

2024 年，我们团队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定海号”“甬舟

号”“江海号”等下线并投入工程使用。明年，我们将继续深耕大

直径盾构机领域，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国家重大工程服务。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张帅坤

离开宁夏海原已经三个月了，我还会常常惦记学生们。周

末，我常会与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一块参加融合剧团活动。

我相信陪伴是有力量的，会一直坚持做更多温暖他人的事。

  —第二十五届闽宁协作厦门大学宁夏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唐晓宇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完善柑橘溃疡病抗性调控网络，不断

总结和提炼相关研究成果，在巴山渝水间养育良种、播撒希望。

  —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柑橘团队成员

李强

今年最难忘的事是持续了 5 年的公益活动“河狸守护者”因

超预期完成工作目标而下线，我们停止人工干预，尝试让乌伦古

河的蒙新河狸独立闯荡。2025 年，我们将继续投身生态保护，

更好守护大自然的多样之美。

  —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会长初雯雯

这一年里，我和同事们顺利完成了第四十次南极考察任务，

我还多次参加极地科普讲座，努力传播极地科学知识。新的一

年，我将继续聚焦前沿课题深入研究，为全社会认识极地、保护

极地和利用极地作出更大贡献。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张保军

（本报记者姜峰、李亚楠、范昊天、刘博通、王崟欣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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