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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县的新疆洛浦县，青年教师邓果扎根
在这座沙漠边缘的小城，为孩子们播
下爱与希望的种子；广西北流田心
村，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利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勾勒出美丽乡村改造建设
的蓝图，为乡村带来“看得见”的改
变；福建三明钢铁厂的“95 后”“钢
三代”蔡亦翔大学毕业后决定回到家
乡，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为工厂赋能，

“炼好每一炉钢，就能体现我们年轻
人的价值”……

这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轻
面孔，往往是在采访途中“偶遇”
的普通人。他们也许没有惊天动地
的壮举或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却用
自己的人生诠释着新时代中国青年
的精神风貌。当今的时代赋予了青
年更多机遇、更多选择，青年也以自
身的努力奋斗回馈着时代。采访路
上，我见证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双向

奔赴”。

从“离土”到“入乡”

许多从城市“逆行”到乡村的青
年常常向我坦言，起初他们的选择在
不少身边人看来很“任性”。但他们看
到了乡村发展的潜力，在这个广阔的
舞台上，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所学所
知大展拳脚。

“90 后”景观设计师陈高志是广
西美丽乡村设计院设计团队中的一
员。从河南老家大学毕业后，他曾在
浙江工作过一段时间，却最终决定离
开大城市，参与到广西北流的乡村改
造项目中。陈高志觉得乡村有自己的
优势，也更需要注入年轻人的新鲜血
液。“在乡村工作，不像之前的工作
一直待在办公室，很多问题需要亲临
现场解决。”

采访中，他向我展示了被设计院

工作人员装扮一新的办公室和生活区
域，这里的员工大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的“80 后”“90 后”，即使身在异
乡，同龄人的氛围也让他不觉得孤
独。陈高志说，虽然远离家乡，但
他在这里有了更多实践的机会，看
到自己的想法落地实施，并为村民
的生活带来实际上的改变，让他觉
得很有成就感。

从“传承”到“出圈”

在充满机遇的纺织之都绍兴柯
桥，我遇到了一群从小生长在这里的

“布二代”，他们正试图在这个历史悠
久的传统行业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柯
桥的纺织品市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初具雏形，逐渐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
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
心之一。

家中从事布料生意的“90 后”
女 孩 陈 珍 珍 从 伦 敦 大 学 毕 业 回 国
后，与初中同学潘卓颖和李菲一拍
即合，在柯桥成立了一家服装工作
室。陈珍珍从小的生活都是围绕着
面料，长大后她想跳出来以另一个
角度看一看这个行业。潘卓颖此前
在意大利学习服装设计多年，她看
中了柯桥成衣市场潜在的机会和当
地对青年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毅然
决定回国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从
挑选面料到绘制设计图，从打板到
制作成衣，都要亲力亲为，她们常
常忙到午夜，就干脆睡在工作室。
传统面料与国际范儿的设计，让她
们的品牌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不少
粉丝。

她们的故事也是许多当代青年的
缩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独特的
视角和创意，在实现自己人生目标
的同时，为家乡的传统产业注入新
的活力。

采访路上，遇见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报》记者 孔斯琪

入行 10 余年，青年人是我最常采
访的群体之一。从“80后”“90后”到
如今的“00后”，每一代人身上的时代
烙印和个性都各有不同。但他们闪光的
样子，又是那么相像。

还记得 2020 年的春节，新冠疫情
防控阻击战突然打响。作为新冠诊治定
点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在除夕前就已派首批医护人员进入负压
隔离病房。看到“80 后”感染科医生
苏俊威也在其中，我有些惊讶。此前，
我刚听说他的父亲3周前才做完肺移植
手术，身体随时有可能出现排异、感染
等情况，正是需要他的时候，而他竟主
动递交了请战书。

“我是科里的年轻人，这样的危急
时刻应该冲在最前面，家人都理解。”
战斗状态下的采访总是很短暂，这个当
时刚工作5年的年轻人，在紧急关头下
表现得坚定而平静。

但直到他走出隔离病房，松口气后，
情绪才泄露出来。“写请战书前其实犹豫
过。特别是我发微信告诉爸爸自己的决
定后，爸爸的回复是：我们爱你。这是他
这辈子第一次说爱我，可见他有多么担
心我。”“我爸每天要吃十几种药。但当时
工作太忙，我忘了告诉他如何调整，导致
他有两天吃错了，心里很内疚。”

这些采访之外的对话，其实更打动
我。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有牵挂有纠结，但依然
义无反顾走向“战场”，这样的他何尝
不是疫情下许许多多“80 后”“90 后”

年轻人的缩影？
另一群打动我的年轻人，已扎根在

丽水的农村。作为浙江首批定向小学全
科教师，他们需要在农村小学服务满6
年后再选择是否回县城工作。

去年，服务期满，30 名年轻人中
有半数选择继续坚守在农村。为什么？
我去丽水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聊了聊。

“90后”们的回答很坦诚：刚毕业
时，看着学校其他老师纷纷调走，自己
也不愿意长期待在农村小学。但待得越
久，越舍不得孩子们。

潘玲莉工作6年的枫坪乡中心小学，
是松阳县最偏远的农村小学之一，距离
县城还有1小时车程。只有周末，她才能
回松阳县城陪伴家人孩子。她说想离开
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孩子还小需要照顾，
自己也想要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触动她
决心留下来的却是一件小事：她去县城
培训了几天后再回学校时，孩子们都很
开心，因为他们原以为潘老师也要走了。

这些把青春奉献给农村的年轻人，
没有干过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甚至采
访时都很少有人用“担当”“责任”等
词汇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但他们的选择
不就是更有感染力的表达吗？

新时代的青年该是什么样？这个问
题或许并没有标准答案。但这些在平凡
生活中闪闪发光的年轻人，正用行动呼
应着100多年前陈独秀为其心中“新青
年”所提出的标准：内图个性之发展，
外图贡献于其群。

因为他们，中国未来可期。

因为他们，中国未来可期
□《浙江日报》记者 纪驭亚

大概是农民的女儿，我天生喜欢
泥土的芬芳，向往田野的微凉。身为
天津市西青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在5
年的采访历程中，我抚过王稳庄镇万
亩稻田的稻穗，踩过张家窝镇水田里
的泥土，拔过辛口镇菜地里的沙窝萝
卜……我亲历了它们从幼芽到归仓，
它们见证了我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今年
的热门词，也是作为一名基层记者的
小欢喜，天津市西青区融媒体中心持
续将乡村振兴报道作为重点工作，而
反映西青农民群众的奋斗精神也是我
的向往，所以在每次采访中，我总会
不经意的留意关于农事的一切。

今年5月初我了解到，坐落于西
青区张家窝镇的天津维吉特种业有限
公司专门从事蔬菜种子的研发和推
广，他们育种的番茄品种“斯嘉
丽”解决了全球性番茄口感和耐储
运不能兼得的问题。这颗国人口中
的“洋柿子”在西青的土壤里解决了
全球性问题，它背后的故事让我很想
一探究竟。

驱车前往天津维吉特种业有限公
司，它给我的初印象就是：这里和普
通农户的种植大棚没什么区别。然
而，在和创始人之一李子昂的交谈
中，我才明白它藏于闹市、隐于深
巷的深意，原来小小的种子里藏着
关乎民生和国家的大战略，“我们专
注做研发，不想被太多关注”。公司
的创办者是几位沈阳农业大学的硕
士 毕 业 生 ， 全 都 是 “80 后 ”“90
后”，目前公司主要致力于番茄、黄
瓜和甜瓜的育种研发。在育种基地
的近 50 个大棚里，每年培育近 2000
个番茄品种。

“其实整个育种过程是漫长且枯
燥的”，“90 后”育种家何香杉说，
他们几乎全年都泡在大棚里，观察每
个植株的性状，在成百上千个样本

里，选出一两个最优质、最符合大众
需求的种子，他们称之为“父本”

“母本”。然而对他们来说，枯燥不是
难事，难的是每年新增的植物病毒，
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每年病
毒都不一样，新出现的病毒很可能导
致刚培育出来的种子绝产”“一个种
子经过几年培育成功，却发现老百姓
已经不买账了，一切都要重新来
过”。所以今年走向市场的“斯嘉
丽”番茄是公司育种团队经过近9年
的培育成果，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奇。

十年磨一剑，尚且用终身；十年
育一种，或许只能存数年。在网红横
行的年代，这群青年放弃了轻松和舒
适，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交付于种
子，把热血和汗水抛洒于土地，把
每一次的低头抬首都生成了数据。
百姓在享受甜瓜的甜味时，一定想
不到，一个女孩子为了测试口感等
数据，一下子尝了上百个甜瓜样
本；百姓也一定想不到，番茄上均
匀散布的萼片，竟然是经过多年的研
发与“设计”。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
好明天。像李子昂这样的青年创业故
事在天津西青大地上不胜枚举。他们
的信仰和坚持总是让我常常自省，作
为一名基层新闻工作者，要不断为党
和人民发声，在舆论中发挥正能量作
用。时下特别流行一句话：做自己！
青年做自己就是要做好自己当下的事
情，履行好自身职责，以实干担当行
青年之为，做对得起自己，无愧于家
国、无愧于社会的新时代青年。

以实干担当
行青年之为
□天津市西青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贾义清

编者按 少年强则国强，新时代中国青年在青春赛道上的奋力奔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不懈接力，共

同绘就中国青年最美的青春图谱。本期《传媒周刊》邀请4名青年记者，分享他们在采访新时代中国青年踔厉奋发的拼搏故

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时的感受与思考。

2018 年，怀揣理想与敬畏，我走
进芙蓉中路442号报社大院，开始大学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

入行之初，摸不准节奏，从选题、
采访到成稿得花两三天，常为找不到选
题急得焦头烂额。为提升成稿速度与质
量，我深入各种采访现场，完成日常报题
后跟着前辈们学习，调解邻里纠纷、追踪
社会热点、跑突发新闻挖到一手现场资
料，在追问中逼近真实，企图探见生活中
未知的一隅，在追问中不断成长。

衡阳妹子因车祸右腿高位截肢，她
穿上义肢走进健身房练出完美身材；
1997 年出生在洞庭湖渔民家庭的何东
顺，大学毕业后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回

到洞庭湖，从守护江豚到候鸟、麋鹿保
护，守护一方生态；从愿意沉下心来花
大把时间保证砌砖质量的普通泥瓦工，
到实现中国在砌筑项目奖牌零突破的青
年农民工邹彬；文和友创始人文宾、贰
伍捌禄都糕创始人张骏良、盛香亭创始
人廖宗毅等一批对美食有点研究、有点
想法的“80 后”创业者，构成“网红
长沙”美食板块不可或缺的力量……他
们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的奋斗者、
奉献者和追梦者，推动中华民族砥砺前
行，谱写青春之歌。

青年记者的职责，是用自己的笔和
镜头记录这个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记
录普通人的追梦故事，记录新时代青年

一代的奋斗与追求。采访对象的讲述让
我明白，时代赋予青年新的使命绝不是
一句简单的口号，这需要我立足于岗
位，为创造美好生活付出行动。仅去
年，我一人就荣获两篇 2022 年度湖南
好新闻一等奖。

入行时，前辈告诫我，媒体已踏入
革命浪潮，传统媒体转型更是成为一个
超级难题。如何提高新闻可及性，让传
播更有效能，是需要年轻记者不断思考
的命题。融媒体转型大势已来。转型
中，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成
了每位一线记者的必备技能之一。

爬坡上坎，征途不易。从零开始学
习拍摄剪辑，几十秒的短视频常常要耗
费几个小时；从摸不清微博传播逻辑导
致稿件阅读量仅仅数千，到与采访对象
共同打造阅读量破亿次的爆款产品；从
热爱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到把兴趣带入
工作策划美食类垂直账号 《烟火可
亲》。这一路，我告诉自己，最好年
华，全力向前，不能被拍死在沙滩上，
我还可以继续努力。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从业5年，在
无数个看遍万家灯火的深夜，从笔尖窥
探世界的日子里，我更加坚定新闻理
想，告诉自己前路漫漫，坚持下去才会
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有一个
关于春天的梦想。融媒改革路阻且长，
重要的是，我已在浪潮之中，在追问中
信守初心，在“犇”赴中温暖民心，笔
下有情，胸中有爱，眼里有光。我会永
远对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所以我始终
相信，明天会更好。

取一执念，全力奔赴
□湖南日报社犇视频、《三湘都市报》记者 黄亚苹

贾义清（左）正在采访青年育种专家。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湘雅医院派出首批医生、护士团队前往
湖北武汉支援，黄亚苹（女）在高铁站采访。

2020年11月，孔斯琪（左）在福建三明采访沙县小吃产业园的工作
人员。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纪驭亚（左）在浙江树人学院采访大四毕业生。 曾晓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