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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黄梅戏
不久前，在安庆市“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的“新青年书店”，00后

创业青年黄申分享了她的创业项目“再芬黄梅·小辞店文化艺术体验馆”，
这个体验馆名称取自经典黄梅戏，旨在探索传统文化与青年消费喜好的结
合。如今，通过AI技术赋能黄梅戏，《女驸马》《夫妻观灯》 在数字时代
焕发新生，经典唱段与人工智能技术碰撞出奇美戏韵。黄梅戏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院长、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
韩再芬说：“AI虽然能够模仿和生成艺术作品，但缺乏真正的情感体验和
创造力。演员的眼神、气息和跳动的内心，才是黄梅戏的魂。”

AI眼

新文化业态
创“芯”出圈

知识秘境
“温暖的BaoBao·两岸·青年书店”的“知识秘境”，通过中国青年报社与

金山办公团队共同打造的智能体，运用光影呈现，将书店的墨香、科技馆的探
索欲与艺术馆的美学相融合。青少年可与AI展开思维博弈，将灵光乍现的创意
铸造成独一无二的数字奇珍，生成自带油墨温度的报纸。这里没有单向的知识
灌输，从WPS AI智能问答到内容创造，在沉浸式氛围与人机互动中编织属于
自己的数字史诗。

扫描二维码，漫游全国五家青年书店。持3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或青年
书店打卡地图，可于当日在“温暖的BaoBao·两岸·青年书店”解锁85折权
益。（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布巷子胡同8号）

“青耘中国”直播助农
“00后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一天卖出3.3亿”的话题刷屏，

登上热搜。以前，主播需花数小时整理话术，而AI只需要一
分钟，就能生成10多种方案。最近，“青耘中国”直播助农活
动中，也在通过AI深度学习优质文案——“每一片都裹着陇
南高山核桃碎，咀嚼时坚果香在嘴里爆开，更绝的是融入了非
遗武都花椒！微微麻香，越嚼越喜欢，根本停不下来！”主播
不再是机械的复读机。然而，目前来看，带货主播的个人魅
力、临场应变与情感共鸣，仍然是人工智能难以复刻的。

钱学森灵境智慧书屋
在中国青年报社的思源·青年书店里，“钱学森灵境智

慧书屋”如同架设时空的桥梁，将科学巨擘的前瞻智慧注入
当代青少年的求知旅程。时光倒转至上世纪90年代，当钱
学森首次接触VR技术时，这位战略科学家便以“灵境”为
名，勾勒出人机深度交融的未来图景。如今，这家书店还通
过组织“科技下午茶”，向科研一线的专家学者发出邀请
函，搭建思想会客厅，通过虚实相生的沉浸体验，让青少年
近距离触摸科学之美。

谷子经济
“谷子”是英语“goods”（商品） 的音译，是青年消费者对二次

元周边衍生品的统称。开“谷子店”的创业青年也备受关注。最近，
“AI养谷”火了，那些只能躺在橱窗里的徽章、棉花娃娃，能主动聊
天、撒娇，甚至在你路过火锅店时眨着电子眼提议：“主人，今天要不
要奖励自己一顿麻辣狂欢？”通过人工智能为二次元注入灵魂，让它们
变身24小时在线的贴心伙伴。比如，有的“谷子”内置了传感器和语
音系统，不仅能感知用户的情绪变化，还能结合地理位置推荐惊喜行
程，仿佛虚拟角色突破次元壁。谁能拒绝一个会呼吸、会共情、会陪你
吃火锅的“电子生命体”呢？

扫码加满创业能量
中国青年报始终将服务青年成长作为核心使命，依托KAB全国推广办公

室扎实推进青年创业教育网络建设，活动覆盖全国1840多所高校，携手国内
外多家机构，通过创业培训、创业活动到创业扶持、创业孵化，构建微创业生
态，服务全球青年学生勇敢逐梦、迈出关键的“第一步”，至今已初步形成
“线上课堂+线下沙龙+国际孵化”的特色模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见习记者 逯清钰

这个春天，杭州“六小龙”引发创新之问，各地

文旅小店掀起消费热潮，无数青年创业者和小微企业

迸发出强大生命力。只要一阵春风，就能推动中国经

济的浪花向前滚滚奔涌成大潮。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个体工商户摸着石头过

河，从无证商贩沿街叫卖到合法个体工商户设点经

营，从个体小本买卖到联户经营、股份合作、创办企

业，一代代创业者就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注脚。中国青

年报也始终陪伴青年创业者、小微企业成长，记录下

鲜活的时代样本。

20世纪 80年代，胶片照片和铅印文字刻下了青

年敢闯敢拼的印记。一批批待业青年走上街头，摆

摊创业。1980 年 9 月，哈尔滨市南岗区成立我国第

一个个体劳动者联合会； 1980 年 12 月，时年 19 岁

的温州姑娘章华妹领到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两年后，温州个体工商企业注册数就超过 10
万户；1984年，山东泰安的王玉玲兄妹带出 30多个

“万元户”。

尽管在当时，许多人还看重企业姓“私”还是

姓“公”，但已经有一批年轻人乘风破浪，誓要蹚一

条新路。

体制一新，如鱼得水。20世纪 80年代，科研人

员杨光辉创办昆明星火节能技术研究所，这个以青年

研究人员为主的科技实体，仅 9个月就发明了 8项节

能产品，发明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社会对个体工商户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辽宁

福强玻璃店的辛福强骑着自行车跑几十公里帮人镶玻

璃，还为贫困户等提供免费或减价服务。 20 岁那

年，他因病去世。

1986 年，接管哥哥玻璃店的辛丽荣，用一种截

然不同的方式经营生意：她坚决不离开店面免费服

务，也绝不做赔本生意。自己干一个月，比哥哥干一

年还挣得多。她表示，攒下来的钱，要帮哥哥还上欠

下的医药费。以当时的眼光来看，敏锐感知市场的辛

丽荣似乎过于“现实”了。

《中国青年报》 曾在 1982年和 1985年两次在头版

介绍辛福强的事迹。1986年 11月 15日，报道辛丽荣

事迹的稿件 《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同样被刊登在报

纸的头版头条上。有人评论说，这是中国新闻人物写

作从“神”向“人”转化的一个关键节点。

多年后，市场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过去说

我们是个体户，我都不敢承认，多丢人啊！现在可

不一样了。”辛丽荣能够自豪地说，“我是做生意的，

老板！”

20 世纪 90 年代，解放思想带动了一阵“下海

潮”，大量青年从机关、工厂走向市场，开公司、办

企业，放弃“铁饭碗”，拾起“创业梦”。

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个体户自筹资金创办

私立学校，引来副教授、高工争相应聘，他们想和大

家一起开辟教育的新路子。

当时，辞去上海大学团委书记职务当个体户的孙

爱国，创办了上海市第一家科技信息领域的经纪人性

质的民营机构。他曾说，上海的优势在于科技，但是

目前上海在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却存在着极大的

浪费。如何把以往的计划经济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

这中间有许多事情可做。

在全球计算机行业遭遇“黑色风暴”的背景下，北

京中关村一条街上，创新的力量却在逆势崛起。一批青

年科技人才抓住机会，冒着风险走上民办科技之路。

这些从民间生长、在市场淬炼的个体也为社会发

着光和热。“希望工程”推出后，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

率先以社会性团体的形式发出号召：“献一份爱心，

筑希望工程。”天津老人白芳礼，是位蹬三轮车的个体

户，多年来，他将节余收入全部捐献给教育事业。

此后，青年的创新创业渐成主流，也得到了国家

和社会的支持。1997 年，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

等共同举办的第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在南京举行。这项至今仍在传承的比

赛，走出了多位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以及后来创

立了中星微、填补了“中国芯”空白的邓中翰等人。

科大讯飞创始人刘庆峰的语音合成系统团队获得

了那年“挑战杯”一等奖。次年，他们决定走出实验

室，到市场上试试。

“没有‘挑战杯’、没有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平台，

就不可能有今天阶段性的发展。”刘庆峰曾表示，这

使得当时还是在校大学生的自己获得了很多社会资

源，走上了创业之路。

曾有一位外国记者说，从民营经济的发

展，最能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当年“皇城根儿”下出现第一家个

体餐馆时，很多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在

7平方米的小店前排起长队，非要品一

品中国改革开放的“味道”。

今天的民营经济，已远非当

年的那个 7平方米小店可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创新创业的种子不仅落在城市，也扎在农村。从

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其中有大批青年返乡创业的身

影。仅在 2017年，宁波“青创农场”就吸引 185名青

年返乡创业。乘着电商风口，许多人靠着小店摘掉

“穷帽子”。

2018 年，“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

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的共识，为各地区、各

领域的小微企业注入发展的强心剂。

数字标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坐标。截至 2023 年年

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 1.24亿户，占经营主体

总量的 67.4%，支撑近 3亿人就业。

同在 2023 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寻访“了不起的

青春小店”大型采访活动，数十名记者奔赴全国 60
多个城市，走入一家家热气腾腾的小店，记录一个个

鲜活的奋斗故事，倾听一位位创业青年的急难愁盼。

通过近百期可视化报道，中国青年报对新时代的小店

店主的形象进行全面、立体、清晰的呈现。

他们充满青春活力，有天马行空的想法，还有不

怕失败的勇气；他们善于捕捉时代的风口，也懂得激

活传统文化中的潮流元素，有把小店经营百年的雄

心；他们擅长利用各种最新技术让方寸小店吸引世界

目光，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能为自己打出“高

光”。这光照亮了自己，也成为点亮中国经济的点点

星光。

当代故事激起时光回响。领到第一份执照的章华

妹作为个体工商户的代表，参与了杭州亚运会的火炬

传递。从县城走向全国的沙县小吃产业，得到当地政

府的支持，“小吃牵动大改革”。

我们看见全社会对个体工商户的尊重与重视，也

看见政府“有形的手”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青春小店的故事还在持续。今年 1月，中国青年

报举办“‘那一束暖春的光’——青春小店 新闻·人

类学观察分享会”，把天南海北的青年创业者请来，

讲述自己的故事。

距离寻访活动仅仅过去一年，大量的新思路、新

技术、新模式就在不同赛道的小店中涌现。哈尔滨的

文创小店将文创玩偶变身 AI导游；成都一名青年将

生态农场打造成“青年养老院”，帮年轻人找到新志

趣；北京有家囊括了 350 多种动漫 IP 的“谷子店”，

店主希望让国潮走出国门，让动漫作为中国文化的载

体向世界传播。

未来，在太空创业也成为可能。2025 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商

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目前，

四川成都已提出实施“蓉城星海”计划，山东泰安打

造卫星互联网之城，越来越多的青春小店将创造自己

的“星辰大海”。

从改革开放到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崛起，时代的

进步给了小店生存的土壤。从科技创新到乡村振兴、

生态环保，国家的发展给年轻人在不同的赛道提供了

创业的机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明确一揽子深化改革举

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耐心资本、财政税收等

一系列组合拳，释放对青年创业者的重大利好。

这个春天，孕育着新时代民营经济的蓬勃生机。民

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发出“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的信号。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民营”一词共出现 7次。刚刚

过去的全国两会中，如何支持民营经济更好发展，也成

为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

40 多年间，陪伴青年创业者成长的中国青年

报，也从一份报纸，变为不止于纸的“创客”，把实

体书店开到了北京中轴线上、开到了安徽安庆“陈延

年陈乔年读书处”、开到了江苏无锡古运河畔。

步入“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的“知识秘

境”，青少年可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展开思维博弈，利用

中国青年报社与金山办公团队共同打造的智能体，

实现 AI分析兴趣热点，AI生成电子报纸，最终把灵

光乍现的创意铸造成独一无二

的数字奇珍，生成自带油墨温

度的报纸。

这样的创新

体验，正是日前

中 办 国 办 联 合

发 布 的 《提 振

消 费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中 所 倡

导的业态融合下

的新型消费。

在“人工智能+”

时代，不管是作为记

录者，还是创业者，

中国青年报对青年、

对“小店”的陪伴始

终不变。

（本文相关素材
选自中国青年报青年
语料库）

小店依旧
青春正澎湃

硬核科技的硬核科技的
““青春密码青春密码””

年轻的面孔和巨大的成就所形成的反差，往往更加鼓舞人心。正如美国宇航局前
局长所感慨的那样：“中国航天最厉害的，不是它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巨大成
就，而在于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嫦娥探月”到“量子纠
缠”，从“深海钻探”到“超算巅峰”，中国硬核科技的突破史，正是一部青年接力的
奋斗史。未来，随着更多00后加入“大国重器”战队，中国科技的青年图谱将续写更
璀璨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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