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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雷
记者 金 卓 通讯员 由培远

今年是杨昌至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以
下简称“哈工大”）航天学院求学的第 8
年。 8 年来，他除了研究“飞船如何上

天”外，还研究跳舞。

他是哈工大舞蹈队的一员，大一就

加入了。对这个工科博士生来讲，舞蹈

究竟有何魔力，让他 8 年来从未间断？

“跳舞让思维放空，可以激发科研灵感，

舞蹈队硕士生博士生一大堆。”他的理由

很简单。

4 月 10 日晚 6 点多，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来到哈工大活动中心。夕阳余

晖漫过玻璃窗，在 204 教室的地板上投

下 细 碎 光 斑 。 指 导 教 师 姜 帆 扬 起 手

臂，指尖划出柔和的弧度。站在最后

一 排 的 杨 昌 至 和 其 他 队 员 随 之 俯 身 ，

有模有样地学着。

姜帆陪伴舞蹈队 13 年了。她说，很

多学生从大一加入舞蹈队，一直跳到博士

毕业。她说，理工科学生喜欢舞蹈，是因

为舞蹈是一种肢体语言，学生能通过跳舞

释放内心压力，宣泄科研中的焦虑、烦躁

等情绪，从容应对各种难题。

这个成立了 31 年的队伍，现有 41 名

队员，硕士生博士生占比超一半，还有部

分教授偶尔也来跳。他们月月有演出、年

年有专场，全年现场观众超 3万人次。

发现美、认识美、创造美

2012 年，姜帆硕士毕业后，进入哈

工大工作，目前是体育部副教授。彼时

的哈工大有声乐、美术专职教师，但舞

蹈没有。

一到哈工大，姜帆便开始带舞蹈队。

她惊奇地发现，这所工科学校的学生竟如

此热爱跳舞。

舞蹈队排练的地方在哈工大活动中心

204教室。姜帆记得，她刚上班时，舞蹈

队队员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都泡在这

里，“他们把 204称作‘家’。”

当时，舞蹈队有几个特长生。他们受

过专业训练，能带着没有基础的同学一起

练，还经常外出表演。

2015 年前后，随着舞蹈特长生逐渐

减少，姜帆很焦虑，她担心完成不了

演出任务。哈工大每年都有舞蹈队专

场演出，“我那时候就跟自己说，这是

最后一次了，明年不办了，但第二年

还是办了。我希望校园里有舞蹈，让学

生感受美。”

虽然舞蹈特长生少了，但大家还是呈

现了一场场精彩演出。在姜帆看来，这归

功于工科生的“专”，“只要学生认准了，

就会努力学习，达到自己的目标”。

与大多数学生社团不同，舞蹈队没有

面试。学生只要感兴趣，就可以来。舞蹈

队的学生大部分是零基础。“我不能磨灭

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应该让学生发现美、

认识美、创造美。”姜帆说。

土木工程学院 2019 级博士生高金麟

没有一点舞蹈基础，却在舞蹈队待了 10
年。他非常享受聚光灯打下来的那一刻。

“上大二时，我参加了 《展望太空》 节目

排练，饰演一个逐梦航天的男孩，从此爱

上舞蹈。”

杨昌至也喜欢跳舞，幼儿园在老家少

年宫学过几天，中学还学了一点街舞。后

来因为学业任务重，这个兴趣爱好被搁置

了。大一刚入学，他就加入了舞蹈队，

“小时候的热情被点燃了”。

舞蹈队还把这份对美的追求，传播到

了哈工大教职工舞蹈协会。队里跳得好的

学生一周去 3天，辅导他们，成了老师的

“老师”。

“上午给学生上课，中午学生教我跳

舞，课上课下的交流，使我们有了更融洽

的师生关系。”计算学部姚鸿勋教授每次

训练和演出后，都觉得精神头十足，“微

微出汗，特别放松”。

音乐律动间，浮躁悄然退场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本科生陈静

娴是舞蹈队的“稀有物种”，她 4 岁开始

学舞蹈，拥有扎实的舞蹈基础。

家 人 曾 让 她 走 舞 蹈 特 长 生 之 路 ，

“我高考前参加过集训，从早到晚的高

强度训练特别特别累，当时我一听跳舞

就烦”。

后来没有通过特长生身份考入哈工大

的她，反而对跳舞不再排斥了，“舞蹈已

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

2024 年，陈静娴和舞蹈队的十几个

小伙伴参加了全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凭借作品 《问天》获得艺术表演类

节目舞蹈三等奖。

对这个成绩，大家很知足，因为她

们并没有专门训练。“我们觉得跳舞是

一个悦己的过程，奖项只是额外的东

西。”陈静娴觉得，“不应该功利性看待

舞蹈”。

已上大三的她正准备考研。择校、该

复习什么、从什么地方入手……备考是个

大工程，她一时摸不着头脑。

每当烦躁时，她就去舞蹈教室跳舞。

“抛开一切杂念，好像进了世外桃源”。

航天学院 2024 级硕士生杜枫从跳舞

中感受到了坚持和自律的价值。

学习舞蹈必须从基本功练起。杜枫坦

言，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柔软度远不如

小时候，“以前，腿随随便便就可以搬

上去。现在再怎么练，也没有那时候灵

活了。”

有段时间，杜枫每天练基本功，一遍

遍学动作、一点点抠细节。她不想因为自

己影响团队。

她直言，这和做实验、写论文很像。

“任何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是一点点

来的。写论文也得一遍遍修改，干啥事不

能急，得静下心来。”她有时候做实验感

到特别累，“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重复性工

作”，跳跳舞就能放松很多。

对很多队员来说，即使毕业了，依然

没有忘记跳舞。舞蹈给大家带来的影响延

续到了毕业后。

2020 年硕士毕业于哈工大机电工程

学院的陈晨，目前在一家飞机设计单位工

作。她在舞蹈队待了 6 年，现在依然跳

舞，还报了古典舞和芭蕾舞的培训班。

“跳舞能放空自己，帮我释放工作压力和

负面情绪。抽时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能

让我更热爱生活。现在工作其实还挺忙

的，很多时候节点任务蛮重的，对质量要

求也很高。”

对某航天研究所工程师、哈工大航天

学院 2015 级本科生金瑞琪来说，跳舞已

融入生活。“工作之余还参加演出，认识

了其他行业的人，开阔自己的眼界。舞蹈

也算是自己和外界交流的名片了。”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跳舞不仅是放松身心的过程，还是学

生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过程。杜枫从大一

就加入了舞蹈队，已经 5年了。她跳了很

多舞，唯独对 《吾辈山河》 记忆犹新，

“这里面有蒙古族等很多民族的舞蹈，很

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跳这支舞，让她对民族文化有了直观

感受。杜枫坦言，之前基本是从书本上了

解这些民族文化。“而跳舞给了我直观了

解这些文化的窗口。”杜枫说，舞蹈是对

肢体动作的艺术加工。这些肢体动作源

自各民族的日常生活，大家把美的东西

升华成了舞蹈动作。

陈静娴虽有多年跳舞经验，但在加入

舞蹈队前，对民族舞了解并不多。这两

年，她学了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舞蹈，对

民族文化有了新认识，尤其对藏族百姓

的生活习惯有了切身感受。“比如那种踢

踏步子，就和他们长期穿很重的靴子有

关。因为靴子重，所以他们的步子都是

往下垂的。”

杨昌至对蒙古族文化也很感兴趣。

“他们的舞蹈常模仿草原上的动物，如骏

马奔腾、雄鹰展翅，体现了人对自然环境

的观察与依赖。”

不仅中国学生对民族文化兴致很浓，

外国留学生也很感兴趣。2024 年来哈工

大进修汉语的俄罗斯籍学生潘妮在舞蹈队

度过了难忘时光。“我感受到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回国后讲给朋友听，她

们都很感兴趣。”

每周训练，潘妮都参加。陈静娴记

得，她没有请过一次假。“我们自由活动

时，她还在认真复习动作。”

潘妮后来和其他舞蹈队队员参加了

哈工大国际教育学院第十一届世界手牵

手文艺晚会，表演了 《问天》。在一张她

和队友的合照中，记者看到，身着传统

服饰的潘妮十分开心，和左边同学比了

个心。

潘妮回国后，陆续有其他留学生加入

舞蹈队。

4 月 10 日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

舞蹈队见到了 5名俄罗斯留学生。她们紧

盯镜中的自己，试图复现藏族舞特有的沉

坠感——那是牧民负重踏过高原的韵律。

姜帆走到她们面

前，用指尖轻点她们

的小腿或腰身：“想象

藏袍摆动的感觉和水

袖飘舞的样子。”

那一刻，两种文

明在舞蹈中悄然相融。

这个舞蹈队，理工硕士博士生一大堆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有限公司贵阳铁路物
流中心团委以“融入中
心，服务青年”为主
线，多维度搭建青工成
长平台，在各项工作中
积极作为。在贵州首趟

“中老”跨境货物专列
首发、贵州省动力型锂
电池全国铁路试运首
发、中欧班列助力“黔
货出山”等重点工作中

组建青年突击队，从货运营销、运力保障、
运输服务、精准装车等方面密切配合，为全
力建设西南地区重要的国际货运枢纽贡献青
年力量；成立6支青年营销突击队，搭建区
域全覆盖、市场全掌握、客户全对接、发到
全服务的系统化营销体系，变“被动式营
销”为“主动式营销”；建立“成长引路
人”“创新领航人”“知心娘家人”的“三
人”青工成才工作机制，广泛开展岗位练
兵、应急演练、青工技能竞赛。以“橙C沙
龙 青年夜校”为载体，举办营销沙龙谈、
非遗技艺学习，不断提高团员青年企业归属
感和主人翁意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卫云培已按照个人债务清偿计划履行完

全部债务，本院裁定终结卫云培个人债务清理

程序……”近日，读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

法院颁发的《信用修复证明书》，62岁的重庆人卫

云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上世纪 80 年代，卫云培坐火车来到无锡打

工。1993 年，卫云培已小有成就。他开始拉施工

队，揽工程，成为一名“小包工头”。靠着踏实、勤

劳，卫云培一家在无锡扎根。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2012 年，“发包”的

老板“突然失踪”。

“当时没钱了，还欠着工人工资等一系列外

债。”彼时，卫云培欠了 30余万元外债。欠债后，他

并没有“躲起来”，而是积极清偿。那时候，也有不

少老朋友劝卫云培继续“包工程”，东山再起。

“我想踏踏实实地先把债还完！”他和妻子在

无锡新吴区的某家菜市场内租下一个摊位，靠着

贩鸡、杀鸡赚钱还债。从此，卫云培成为一名小店

店主。

可是由于债务压力重，他陷入有心无力的局

面。2018 年，被起诉的卫云培进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由于债主众多，隔三差五，他就会被追债。

更让他郁闷的是，账户上一旦有收入，就会立马

被执行。

卫云培表示，有一些钱是用来进货的，“这样

的生活，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锡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吴修贵也观察

到类似卫云培这个群体的困境。他对这些“诚实而

不幸”的人遭遇的现状有着同情与理解。

吴修贵分析，以往有多个债权人时，债务人往

往是“谁追得凶先还谁的”。并且，“无序讨债”也会

影响债务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2021 年，吴修贵与卫云培相识。契机是作为

江苏省“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试点”法院，锡

山区人民法院推出了类个人破产制度。经过吴修

贵与同事们的走访、调查，卫云培完全符合“诚实

而不幸”的原则。

在吴修贵看来，欠债后，卫云培并没有选

择“跑路”“失联”。相反，他一直在靠勤劳的

双手努力还债。 2021 年 9 月，无锡“个清 1
号”案正式形成。法院裁定批准卫云培的个人

债务清偿计划。

经过相关调解，卫云培被豁免部分债务。余下

的 75838 元债务分期三年半清偿。家庭必要的生

活费用、从事生产的物品均不得被执行，但卫云培

的生活费用要严格控制额度。

从那天起，卫云培更加努力，“这样就有目标

了，我要按期还钱！”他戒掉烟酒，花更多精力投入

到小店经营中。妻子也感觉，卫云培像“变了一个

人”，对还债充满信心。

在菜场开小店，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每隔

两天，卫云培会开上面包车去买鸡。“每天都买，路

途太远不划算……”他隔两天去进货，每次进五六

十只鸡。

将这些鸡运回后，每天凌晨 3点，他与妻子就

要起床，将当天要卖的鸡处理干净。市场一开门，

卫云培夫妇就准时出现在摊位前，吆喝生意。

他们忙活到下午两点，就收摊回家。“摊位是

和另一户经营者‘合租’的。我们是上午，他们是下

午。”卫云培有着自己的生意经——与他人“共享

摊位”，降低成本。

进货时，卫云培拿到一只鸡的价格为五六十

元。经过宰杀，他将鸡腿、鸡翅等“分开卖”。这样的

销售策略让他在每只鸡上能挣到一二十元钱。一

天下来，卫云培收入两三百元。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妻子与儿子的理解。他们

并没有抱怨卫云培，相反，一家人彼此打气、鼓励，

“一定要把人家的钱还上”。

还债的过程中，卫云培对于锡山区人民法院

有着说不出的感谢。最初，他心里“也打着鼓”：“家

里的面包车、我的手机会不会也被执行还债？”

吴修贵也考虑到，这些财产都是老卫开店需

要用到的必需品。开店需要进货，进货就需要面包

车；卫云培也需要手机接收顾客的转账。因此，这

些生产用品均予以保留。

今年 1 月，卫云培按期偿还了最后一笔欠款

15838 元。3 月，锡山区人民法院专程向卫云培发

放《信用修复证明书》，明确债务人已按计划清偿

完债务，涤清相关失信信息，并告知相关主体在融

资信贷、市场准入等经济交易活动中，不再因此案

对卫云培予以信用惩戒。

卫云培对“重获信用”非常激动，看着《信用修

复证明书》，他不禁嘴角上扬，规划着一家人未来

的生活：“我们还是在菜市场里继续开店，把小店

做好！”

对于吴修贵来说，卫云培成功还清债务也有

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吴修贵指出，类个人破产是指

针对诚实而不幸的自然人因债务过重无法清偿

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其财产进行全面清查和

合理分配，促成诚信债务人信用修复，平衡债权人

的利益和债务人的生存权。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林双表

示，社会与法律应该包容部分诚实有信创业者的

失败，并积极为他们清偿债务、东山再起创造条

件。类个人破产不是鼓励“老赖”、包容“老赖”不还

钱。恰恰相反，这项制度包容与保护的是那些在推

动民营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诚实而不幸

的人”。

今年 2 月，民营企业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

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在吴修贵

等法律工作者看来，类个人破产制度举措就是

在法律层面贯彻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真正为

民营企业家、小店店主“办点儿实事”。

公 开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江苏全

省法院受理类个人破产案

件 1290 件，214 名债务人得

到免责。更多像卫云培这样

的 债 务 人，通过自己的 努

力，还清欠款，恢复了个人

信用和社会活力。

诚信“负翁”重生记 □ 李 超

62 岁的小店店主通过努力清偿全部
债务，无锡基层法院发放全省首张《信用
修复证明书》。最近这个新闻火了，以司
法创新为诚实债务人重塑信用，这一举措
充分展现出司法改革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
解与人文关怀。

我们知道，信用崩塌的本质是信心危
机。当债务人深陷债务泥潭时，失去的不仅
是经济信用，还有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与社
会联结的信心。无锡法院的信用修复制度，
正是通过重塑“诚实而不幸者”的信心，为
信用重建注入内生动力。

这项制度创新直击传统信用惩戒机制
的痛点。以往“一刀切”的失信惩戒制
度，往往将诚实债务人推向社会边缘。而
无锡基层法院的探索，法院保留其面包
车、手机等生产资料，看似是执行策略的
调整，实则是为债务人保留了“自力更
生”的信心火种。当债务人看到法律为生
存权留出空间，便有了直面债务的勇气。
分期清偿方案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拆
解为可触及的目标，让还债从心理重负转
变为希望阶梯。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是
用“法治确定性”对抗“人生无常性”，
让跌倒者重拾站立的勇气。

信心重建更是社会契约的再确认。当
法律以包容姿态接纳“失败者”，传递的
是一种“容错不纵恶”的价值导向：社会不会因一次跌倒
否定终身价值，但要求以诚实劳动重获尊严。卫云培戒掉
烟酒、凌晨贩鸡的坚持，正是信心转化为责任的过程。

信用修复从不是简单的数据清零，而是以制度善意唤
醒人性向善的力量。该制度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
义。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大量城镇就业机会，创业者失败
后的债务困境长期制约市场活力。信用修复制度通过构建

“容错-修复-重生”的闭环，为创业者提供制度性退出通
道。江苏债务人成功免责的数据表明，该制度有效激活了
经营主体的二次创业动能，与中央“民营经济大有可为”
的战略部署形成政策共振。

制度创新中体现的司法智慧值得称道。锡山法院建立
“诚实而不幸”的认定标准，既要求债务人主动清偿债
务，又对其生活消费进行动态监管，更给人信心。这种

“放水养鱼”的执行策略，既避免了“竭泽而渔”式执行
对小微企业的毁灭性打击，又通过分期清偿保障债权人权
益。电子支付时代，法院对债务人账户的精准解封措施，
更展现出司法手段与数字经济的高度适配。

当然，这项改革仍需完善风险防控机制。要警惕“老
赖”利用制度漏洞逃避债务，需建立更完善的诚信评估体
系和终身追责机制。建议引入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对债
务人还款能力进行动态评估；建立债务人信用档案，对恶
意逃废债行为实施终身信用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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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舞蹈队硕博学生占比一半，月月有演出，年年有专场，全年超3万人次现场观看。 哈尔滨工业大学供图

团吉林省长春市二
道区委高标准推进青年
发展友好型城区试点建
设，作为刘英俊、谭竹
青两位“双百”人物的
故乡，坚持把青少年思
想引领摆在首位。打造

“青马遇上红领巾”青
少年思想引 领 项 目 ，
衔接贯通大中小学思
政教育一体化，让红

色印记融入青年血脉；建好长拖 1958 文创
园工业遗址项目，传承东北老工业基地历
史文脉，让家乡故事厚植青年情怀；积极
助力“人才强区”战略，深化大学生“返
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打造“多场景+全体
验”实践模式，持续加大“东城梧桐”博士
引才力度，推动形成人才留吉、创新发展的
生动局面。当前，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建设
已纳入二道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任务，
未来，我们将继续从“宜学、宜养、宜娱、
宜融”方向发力，强化政策供给，优化发展
环境，全心打造近悦远来、优居宜业的青年
友好新东城。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贵阳铁路物流中

心团委书记 吴喜会

团吉林省长春市二道

区委书记 刘 博

卫云培与妻子每日早起出摊卖鸡还债。

受访者供图

卫云培收到锡山区人民法院颁发的江苏省首张《信用修复

证明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