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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雷
记者 金 卓

动车组检修车间内，空气里弥漫着机

油与金属的气味。车体投下深沉的阴影，

将检修坑道笼罩其中。两道移动的手电光

束，在这片钢铁丛林里十分活跃。光束时

而凝聚如针，锁定一个阀门的微小刻度；

时而铺展如扇，检视一片线路的排布走

向。这专注的光，是暗处最可靠的守护。

这是前不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

动车段检修车间看到的一幕。举着手电

的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 25 岁的“萌妹

子”。暑运马上到了，她们又将迎来一年

一度的大考。

这个女子检车班组成立于 2022 年 4
月，被称为“雪绒花”班组，有 23 名职

工，日常负责管内 115组高寒动车组的检

修任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之

所以成立这个班组，是想发挥女孩心细、

认真的优势，为高铁保驾护航。因为这些

女孩年轻且富有活力，她们也被称为高寒

高铁上的“女机械师天团”。

“雪绒花”班组副工长徐雨欣带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参观车间。穿过一个又一

个下沉式通道，记者来到动车组面前，车

辆下部两侧设备盖板已全部打开。徐雨欣

说，她们要拿着手电筒检查设备是否有裂

纹、漏油、弯曲等情况。之后，要进入检

修坑道，检查车轮等部件是否有问题。

在检修坑道仰视检查车轮，是这群姑

娘们要克服的一大难关。

徐雨欣说：“夏天还好，黑龙江的冬

天温度极低，下面经常有冰雪，而温度

升高就化了。雪水经常顺着胳膊就往衣

服里灌。我们开玩笑说，好像进了‘水

帘洞’。”

除了检查车轮，姑娘们还要爬上车

顶，检查受电弓，先登上距离地面将近 5
米高的 3层作业平台，再登上约 4米高的

车顶。

“雪绒花”班组成员那可欣用了 1个月

才慢慢克服恐高情绪。“当时真的害怕，那

么高，只有一根安全带，身上还有很多工

具。还要护着工具，担心掉下去砸到人。”

“雪绒花”班组成立 3 年来，姑娘们

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已成为明星班组。

然而，这个班组刚成立时曾遭受质疑，一

些姑娘也有过抱怨。

“雪绒花”班组成员屈虹池回忆，刚

开始，一些人不信任她们，说“也就做样

子，根本干不了这样的活儿”。

屈虹池每次都在内心告诉自己：“女

生有女生的优势，男生有男生的优势。力

量上，我们肯定比不过男生，但我们的优

势是细心、耐心。”

打破质疑的方式是不断精进、提升自

己。“雪绒花”班组提供给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她们共参与

完成 110组动车组的一级修检查任务，且

全部独立完成各号位作业，及时发现并防

止各类安全隐患 1000 余件。每个人都熟

记 3种车型、60多种车体的检查标准，熟

悉各种技术规章。

“雪绒花”班组工长王征刚参加工作

时在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文件收发。当

知道要调到检修车间时，王征还以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

但实际上，工作强度超出想象，“我

确实后悔过”。

经过一段时间，王征和自己“和解”

了。以前她在收发文件时，看着一段段文

字很熟悉，但对细节并不了解，“我到现

场干了之后，才知道这些文件背后的深层

次内容是什么”。

“开始，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难，肯

定干不了。但实际干了，自己也胜任了。

我后来还当了工长，带领同事一起干。”

王征说。

王征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享了她

第一次上夜班的经历。因为没上过，她用

“亢奋”来形容首次夜班。夜晚，“跑”了

一天的动车集中回到检修车间。人多、车

多，十分热闹。

王征的“亢奋”状态，持续到了第二

天凌晨三四点，“后来困得不行，就趁着

检修间隙眯一下。”

采访中，王征对工作辛苦的一面说得

不多。她认为：“再辛苦的工作也要有人

干，我们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把它干好。

年轻人就要有点乐观向上的精气神。”

严肃工作之余，大家也有自己放松

的方式。屈虹池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大家爱买 00 后喜

欢 的 贴 纸 ，“ 帽 子 上

贴，更衣室柜子上也

贴”，还会互相叮嘱对

方涂护手霜，“我们在

车间里走，绝对是赏

心悦目的存在”。

女机械师天团的青春守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在行业内，说起“辽源琵琶”，几乎

无人不知。

在位于吉林省中南部的小城辽源，琵

琶元素随处可见：琵琶路灯、琵琶桥、

琵琶广场，还有随处可见的背着琵琶的

儿童。

在这个小城里，有一群传承琵琶技艺

和琵琶文化的年轻人。他们毕业于国内知

名音乐院校，放弃了留校任教或知名乐团

的邀约，返回家乡，立志要让“辽源琵

琶”影响全国，展示在世界舞台。

让全国琵琶演奏者来到辽源

在辽源，显顺琵琶学校是一个特别的

存在。 85 后周剑是这所琵琶学校的校

长，也是学生眼中“技艺超群的周老师”。

周剑自幼随父亲周显顺学习琵琶。12
岁时，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来又

如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大学期间，因为

技艺精湛，周剑在很多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还受邀录制琵琶演奏光盘，作为国内

一些音乐院校的教材。

2009年，周剑从中央音乐学院琵琶演

奏专业毕业。当时，周剑有留校任教的机

会，还收到了多家国内知名乐团的邀请。

周剑的父亲周显顺却做起了儿子的思

想工作。

周显顺是琵琶教育家，从教 40 多

年。从几十平方米的琵琶教室开始，到创

建辽源显顺琵琶学校，一直致力于传承琵

琶技艺与文化的周显顺桃李满天下。在他

的努力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推动下，辽源赢

得了“中国琵琶之乡”的美誉。

不过，在周显顺看来，这项事业还要

不断开拓。周显顺希望儿子学成归来，把

“辽源琵琶”的招牌擦得更亮。

“有挣扎，很难下定决心。”对周剑而

言，离开求学 10 多年的北京，回到家

乡，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直到他确

定了一个宏大又能实现的目标：让“辽

源琵琶”名扬中外。在周剑看来，这个目标

比留在一线城市工作更具挑战，也更有

吸引力。

返乡后，周剑和父亲一起策划了一件

“大事”：由 2012 名琵琶乐手齐奏 《金蛇

狂舞》，并申请了最大规模琵琶合奏纪录

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一举动，让“辽源琵琶”一时成为

全国琵琶圈内的热点。可热点稍纵即逝，

如何让“辽源琵琶”持久释放影响力？周

剑开始沉下心来琢磨。辽源琵琶文化艺术

周应运而生。

每 3年举办一届的辽源琵琶文化艺术

周，涵盖赛事、名家名曲音乐会、新作品

创作、高峰论坛、名家讲座等内容。“总

之，就是要让全国琵琶领域专家和演奏者

来到辽源，知道辽源琵琶。”周剑说。

去年 8月，第五届辽源琵琶文化艺术

周在显顺琵琶学校举办。其间的重头活动

“辽源杯”琵琶艺术菁英展演，现在是全

国琵琶的四大展演之一，吸引了众多琵琶

名家，以及来自 31 个省份和新加坡等国

家的 1841名选手参赛。

“活动规模大，层次高，影响力大，

为中国琵琶事业的发展选拔了新人新

秀，也推动了琵琶教学演艺事业的发

展。”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中央

音乐学院教授唐建平这样评价辽源琵琶文

化艺术周。

而辽源显顺琵琶学校，历经近 20 年

发展，已成为国内青少年专业琵琶人才的

培养高地。这所学校有附属幼儿园、附属

小学和初高中乐团，培养了数万名琵琶专

业学生和爱好者，其中有 700多名学生考

入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

乐学院等音乐院校。不仅如此，显顺琵琶

学校还在长春、大连、青岛、深圳等地设

立了培训基地。

传承技法和创新曲目
一个都不能少

琵琶作为我国传统的弹拨乐器，已

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被誉为“民乐之

王”。在辽源，琵琶教学被纳入幼儿教学

课程。报考辽源显顺琵琶学校的学生来

自全国各地。

周剑说，琵 琶 初学者 很 辛 苦 ， 弹

挑、轮指、扫弦等琵琶基本指法，会让

按压琴弦的手指肚破皮，好了又破，最

后结起厚茧。

为了帮助学生迅速掌握演奏技法、更

高效地练习，周剑和父亲一起研究设计了

分块式教学模式。

目前，显顺琵琶学校有 100 多名教

师，其中从全国各大音乐学院毕业返乡

的有 22 名。这些青年教师大多师从全国

琵琶名师。“分块式教学模式，可以最大

限度发挥出每个教师的专业特长。”周剑

解释说，这些青年教师的演奏不一定都

是全国顶尖，但可以潜心钻研一项琵琶

技艺，把这项技艺的演奏和教学做到全

国顶尖。

考入显顺琵琶学校附属小学的孩子，

未来大多数会成为琵琶演奏的专业人才。

让精通不同技艺的教师分别授课，学生们

就能更好地领会和掌握演奏技法。这样的

教学方法，打破了音乐学院由一位老师全

程教授一名学生的传统。

提高弹挑速度是琵琶演奏中公认的难

题。要让琵琶乐曲表现得淋漓尽致，弹挑

的速度要在每分钟 180拍以上。在周剑和

父亲的共同尝试下，琵琶弹挑速度提高到

了每分钟 208拍，把手指弹挑技能开发到

了极致。

经过多年的钻研，周剑梳理出“显顺

琵琶弹挑速度演奏法、教学法、训练法”

的教学体系，在业内颇有影响力。

传承技法的同时，也要创新曲目。

2018 年，大型琵琶组曲 《丝路随

想》 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如今，《丝路随

想》 已经是专业琵琶演奏者的必学曲

目，被纳入国内各音乐学院琵琶专业教

材。这首琵琶组曲的总策划为周显顺，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唐建平等创作，多名

琵琶演奏家共同修订完成，并获得了国家

艺术基金的支持。

在周剑看来，琵琶曲目创作还有很大

空间，例如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让更多青

少年认识和了解民乐、喜欢琵琶。

人在家乡 舞台在世界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传

统文化的重视与推广，喜欢民乐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选择学习琵琶的青少年也与日

俱增。

“民乐发展赶上了好时候。”显顺琵琶

学校 90 后琵琶教师吴月婷说。吴月婷从

幼儿园开始学琵琶，后来考入中央音乐学

院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时，恩师周

显顺向她发出邀请，“回来吧，一起发展

壮大辽源琵琶事业。”

刚带着学生出去比赛时，经常有人问

吴月婷，辽源在哪。现在的情形是，听到

选手来自辽源，周围会投来羡慕的眼光。

这样的变化，让吴月婷觉得很自豪。

她觉得，回到家乡工作，机会一点不

比在北京少。比如，带着学生参加全国比

赛、把学生输送到国内一流音乐学院、作

为演出团成员去多个国家，把琵琶文化带

上世界舞台。

在显顺琵琶学校，像吴月婷这样的青

年教师还有很多。他们是辽源琵琶技艺传

承的接力者。

“人在家乡，舞台在世界。”显顺琵琶

学校青年教师王冰爽说。

10 年前，在北京一家文工团工作的

王冰爽，在启蒙老师周显顺的邀请下回到

家乡任教。王冰爽觉得，周显顺在教授技

艺的同时，也把为家乡传承琵琶技艺的热

情传递给了她。

当下，显顺琵琶学校不只聚焦专业技

能提升，开始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大众琵琶

文化推广，如琵琶名曲进大中小学、琵琶

惠民演出等。

去年，为了助力城市文旅发展，显

顺琵琶学校的师生还编排了大型舞台剧

《辽水琶音乐古今》，成为辽源市首部

大型文旅融合舞台剧。全剧由近 200 名

演职人员，通过琵琶演奏、情景舞蹈

等艺术形式，讲述辽源的地域特色和历

史文化。

出版关于琵琶历史的书籍、设计有

琵琶元素的文创产 品 …… 今 年 ， 周 剑

陆 续 邀 请 了 一 些 作

家 、 设 计 师 到 辽 源 和

显顺琵琶学校。在周剑

看来，未来，还有很多

琵琶周边的文化产业可

以去开拓。

“辽源琵琶”,走向国际舞台

□ 郭安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在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火龙街道善瑞

朱村，一处乡村平房的水泥墙面上，“下

乡青年”4个大字格外醒目。这里紧邻三

湖一坝生态湿地公园，庭院后是一片宽阔

的麦田。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到访

此处，了解年轻主理人开启“农耕传承”

之旅的故事。

谈及店名，主理人范林介绍，这源

于自己心底的乡土情结。他从小在四川

农村长大，插秧、打猪草、摘桑葚的童

年记忆，在城市生活中逐渐模糊。范林

希望搭建起情感的桥梁，既致敬父辈的

知青岁月，也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农耕文化

的魅力。

“下乡青年”通过饮品和活动，将更

多青年引入乡村，打造慢生活艺术社区，

再融入农耕文化与农业教育。“我们这代

人是三辈人之间的枢纽，要将传承责任扛

在肩上。”他说，他们希望打造融合手作

体验和农耕研学的文化空间。

2016 年来到芜湖后，范林经营一家

美术教育工作室，同时兼职设计师，另一

位主理人张璐也从事教育工作。他们介

绍，2024年 4月，打造小店初期，资金是

最大难题。

为保留村落原貌，他们选择进行旧房

改造而非推倒重建，在安全加固、设施升

级等方面产生更多成本。去年夏天，因无

法承担高温下的工时费，工程曾一度停

滞。好在弋江区火龙街道及文旅部门给予

专项资金，协调专家鉴定房屋安全、指导

污水排放、传授播种技术，为他们解决燃

眉之急。

今年 3月，小店对外营业，其中一面

种子墙展示着小米、黄豆、油菜籽等种

子，模拟育苗过程；台阶阅读室摆上农业

书籍，供孩子们解惑；植物教室用于制作

植物标本和进行晾晒，还摆放着锄头、镰

刀等农耕工具……

范林指着房梁上悬挂的扎染布料介

绍，在小店里，农耕文化不再是书本上的

概念，而是融入吃穿住行的生活实践。未

来，庭院后的麦田也不仅是风景，收割的

麦穗可以加工制作成奶茶配料；秸秆回收

后经破碎、发酵处理，能制成猫砂；版

画、中国画等手作体验，成为连接传统与

现代的桥梁。

访谈间，范林打开手机展示开店以来

最让他动容的一幕——一位父亲带孩子来

游玩时，孩子扶着老旧的门框跨过门槛，

笑容灿烂，父亲拍摄了一张照片，古老与

新生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传承的意

义！”范林相信，未来，当新一代青年从

乡村走出去时，势必会带着更坚韧的勇气

与文化底蕴，也终会带着新视野回到乡

村、建设乡村。

作为目前芜湖热门的“青年碰头

点”，“下乡青年”已承办了地方文旅部

门、团委组织的“大咖驾到，芜湖起

飞”青年沙龙、“麦田书香，非遗传承”

阅读分享等青年文化活动，吸引更多青

春主理人带着餐饮、艺术、种植体验等

项目加入。

眼下，范林希望通过增强自我“造

血”反哺村庄建设。他们计划利用秸秆

造纸创作书法作品，将义卖资金捐赠给

善瑞小学，用于设立奖学金 或 购 置 图

书。小店还想盘活村庄闲置资源，将

农户自制豆腐、野生金银花等农产品

引入新派农村集市，把老祖宗留下的

“农村赶集”生活，以年轻化的新形态呈

现出来。

最近，“下乡青年”已经通过弋江区

“青春主理人”计划参与到全区各项青年

项目中，从“青年市集”摊主，到“青

年夜校”老师，范林的每次尝试都会解

锁新身份。未来，随着弋江“青春小店”

一揽子计划的推进，更多扶持项目将陆续

推出。

在范林眼中，“下乡青年”与善瑞朱

村的关系从来不是割裂的“改造”与

“被改造”，而是扎根土地“共生共长”。

麦田深处有一座红墙土地庙，有人觉得

它与周围的清新风格“违和”，可范林认

为：“土地庙本就是村庄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去感受它，不破坏、不剥离。”

谈及未来规划，范林的回答朴素而

动人：“我希望 5 年后的‘下乡青年’还

是一个小小的‘下乡青年’，但全国范

围内会有千千万万个‘下乡青年’。他

们愿做扎根土地的播种

者，让农耕文化的种子

在 更 多 人 心 中 生 根 发

芽，让古老的农耕文明

在新时代的土壤里长出

新图景。”

“下乡青年”小店:与村庄共生

周剑参加演出及现场教学。 受访者供图

“下乡青年”门前，当地青年开展文化活动。

团芜湖市弋江区委供图

成立于2022年 4月的“雪绒花”班组，现有23名职工，主要负责管内 115组高寒动车组的检修任务。她

们也被称为高寒高铁上的“女机械师天团”。 受访者供图

AI玩具，是智能玩伴还是监视者？AI玩具因其互动性强、陪伴感足，受到市场欢迎。但部分产

品通过多种传感器和默认隐私协议，悄然采集儿童语音、情绪及家庭信息，而很多家长对此缺乏足够

警觉。因此，亟须从监管层面完善法律制度，推动行业建立统一的加密标准，同时在产品设计中引入

家长控制功能。 漫画：程 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