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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

盛夏时节，位于呼和

浩特市的大召广场，游客

如织、热闹非凡，大家纷纷

来此感受北疆文化的深厚

底蕴。“文博内蒙古”文创

店门前，一只巨型文创“小

马召召”正迎接着八方来

客。两个即将毕业的大学

生正在店内给 LABUBU
试穿蒙古族服饰娃衣，“等

了十几天娃衣终于到货

了，我准备送给同学当毕

业礼物”。

与普通文创店不同，

这家文创店不仅陈列着内

蒙古非遗文创产品，还承

载着一份特殊的公益使

命。一部分文创产品由残

障人士亲手制作，店员中

也包括了听障人士和“来

自月亮的孩子”等残障青

年。这家小店，正以“文

创+公益”的模式，为北疆

文化的传播注入温暖与

力量。

“这里不仅是文化的

会客厅，更是公益的传递

站。我们希望通过看得见、

摸得着的文化体验，让更

多人成为北疆故事的守护

者。”“文博内蒙古公益文

创艺术中心”联合主理人

岳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介绍，文创店开业两个

月来，已成为当地新晋网

红打卡地，更成为残障青

年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您的‘蒙氏公主下午

茶’好了。”25 岁的吕欣泽

用手语比划着，将精心调

制的饮品递给顾客。这位

“无声咖啡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却

因听力障碍一度求职无门。如今，她制作

的大窑冰美式已成为店里的招牌。

今年 4 月，吕欣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投了简历，没想到一下就通过了面试，跟

着其他店员学习咖啡制作。吕欣泽说，店

里工作氛围很好，都是年轻人，“在这儿工

作很开心。”5 月 21 日“文博内蒙古”开业

以来，有不少呼和浩特市民专程前来支

持，甚至有人主动学习简单手语，“就为了

能回应我的‘谢谢’”。

在咖啡区旁的“关爱花房”，听障花艺

师于倩倩正在修剪花枝。“虽然我听不见，

但我的花可以让您微笑。”花艺房墙上的标

语传达着于倩倩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收银台前，21岁的白白（化名）正在为

顾客结账。这名患有白化病的视障少女每

完成一笔交易，都会按下计数器——墙上

跳动的数字记录着每一位公益参与者的爱

心。她介绍，店内的部分收益将用于支持残

疾人就业与非遗传承。

“以前总觉得自己是负担，现在不仅找

到了工作，还能宣传民族文化，特别有成就

感。”白白的笑容，正如店里那封“来自月亮

的孩子的信”所期盼的那样，温暖而明亮。

走进“文博内蒙古”的文创展示区，上

千种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造型独特的冰箱

贴、以内蒙古美食为原型的毛绒挂件、桦树

皮贴画、精致的手工艺饰品……每一件产

品都凝聚着内蒙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有的还凝结着残障人士的创意与心血。

岳丹介绍，“文博内蒙古”的文创区以

“一城一物一故事”为核心理念，整合内蒙

古十二盟市代表性非遗手作、艺术家联名

设计及特色产品。她特别介绍“星星的孩

子”胡日传承父亲蒙古族木雕技艺，制作的

木雕是店里的畅销产品。

成都游客王睿欣被店内的文创产品深

深吸引。她告诉记者，这次她计划出来玩半

个多月，要到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

海等多个地方。在这家店里她买了一个冰

箱贴、一个烧麦挂件。她说：“既买到了喜欢

的文创，又能参与公益，这样的消费感觉很

有意义。”

二楼的非遗体验区内，任大宇正专注

地用金箔作画，他的手指灵活地舞动，不一

会儿，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鹿便跃然纸上。

“我们不是在做慈善，而是在创造价

值。”岳丹介绍，店内 60%的产品由残障人

士参与制作，涵盖羊毛毡、绘画、毛绒等

多种类型，通过文创产业为残障人士提

供可持续的就业支持，目前带动就业的

残障人士已有 100 多名，“我们的初衷就

是为残障青年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

台，让他们能够赢得尊重与认可，收获自

信和快乐”。

﹃
无
声
﹄
之
花
在
北
疆
文
化
中
绽
放

□ 骆欣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磊

“接到为‘第二家乡’设计文旅文

创形象的任务，既兴奋又紧张，想到作

品未来可能出现在景区和文创店，便充

满干劲！”安徽池州学院 2022级美术学

专业学生左宗鹏告诉记者。

经过前期调研和设计打磨，包括左

宗鹏在内的 20 名师生为池州文旅设计

了池州傩戏、九华谛听和东至花灯舞

“六兽灯”等文创形象，这些可爱灵动

的设计为当地文旅事业注入新活力。

设计之初，同学们深入池州各地采

风，寻找设计灵感，将齐山“千仞壁

立、万壑云连”的层叠山势，提炼为

几何化山形纹样，融入平面设计；将

百牙塔八角飞檐、砖石纹理的独特造

型，转化为建筑轮廓线条，应用于立体

结构设计。

寻找灵感的过程中，左宗鹏被九华

山的谛听雕塑深深吸引，阳光穿透殿顶

藻井洒在神兽鎏金眼眸上时，那对微

微下垂的眼角线条让他豁然开朗。但

设计时，如何融入不同的元素，并将

传统精髓与现代感进行平衡？左宗鹏

回忆，设计初期草图要么缺乏特色，要

么元素堆砌，要么花纹“别扭”，让他

们深受打击。

但同学们克服困难，通过市场调研

了解年轻群体审美趋势，重点对六兽灯

的造型、谛听的神话形象进行元素拆

解，在专业软件中反复尝试线条简化、

比例重构与色彩实验，他们还请教指导

老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传统符号

转化为符合当下审美的几何图形与视觉

符号，实现文化性和商业性平衡。

同学们还将目光投向池州市最具代

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傩文化。傩文

化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

力，以“戴面具表演”为特征，表现载体

为民间艺术傩戏。同学们设计了不同形象

的傩戏面具。

此外，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傩戏表

演视频中，同学们惊喜地发现，镜头特写

中面具舞动时，颈部银饰流苏随步伐划

出的弧线轨迹，与九华山云雾缭绕的山

峦形态如出一辙。左宗鹏回忆：“我们逐

帧拆解视频中流苏摆动的 27 个关键帧，

将这种自然流动感融入文创形象的动态设

计，无论是跳舞时飞扬的绒穗，还是打盹

时轻轻晃动的装饰，都复刻了傩戏表演中

的韵律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一款 Q 版谛听形象

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池州市图书馆古籍部。

泛黄的 《贵池傩》文献中，一张颇具年代

感的傩戏剧照带来启发，使同学们突破了

色彩的局限，他们在配色中大胆采用安徽

花灯的撞色方案，用明黄面具搭配玫红流

苏，呈现跨时空的视觉冲击力。

“我从小在池州长大，对当地文化

有一定的了解。”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

吴方彦将对家乡的情怀注入文创作品，

直观展现池州旅游资源与文化精髓。耗

时两个月的设计作品“骑着谛听的傩戏

小精灵”，是她本次设计工作中最满意

的文化诠释。

她从傩戏面具中提取圆形大眼睛、

夸张的微笑或愤怒等表情元素，从服饰

中选取祥云、如意纹作为装饰图案，与

谛听的火焰纹、独角进行搭配。设计成

品中，小精灵骑坐在谛听背上，整体呈现

出跃起向前的动态，展现灵动与活力。她

觉得，这种设计让传统文化更亲切可爱、

易于传播。

“一个设计作品，必须兼容艺术性、

文化内涵与落地可行性。”近日，2022级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鲍欣瞳聆听东至花

灯舞代表性传承人黄杰海的现场教学，并

受到启发，她学习花灯的镂空编织纹理、

多角形态，结合现代极简美学，设计了可

拆解重组的模块化灯具和首饰。

她还从杜牧诗中“杏花春雨”的意境

获得灵感，采用水墨晕染与霓虹光影结合

的视觉手法，将村落白墙黛瓦、杏花绽放

的景象转化为渐变色彩的数字艺术作品。

九华山谛听 IP 主体形象设计是环境

设计专业学生李振最钟爱的作品，他将

“本土印记”作为创作标尺，保留谛听关

键特征，采用圆润可爱的造型，使作品庄

重而不失活力。他说，能吸引别人去了解背

后文化的文创产品，便是有价值的作品。

谈及创作过程，李振感叹，从调研地

方文化到产品落地全过程，是一种宝贵

经历。“这段时光，不仅激发我对文化创

意产业、地域品牌设计的强烈兴趣，更

让我看到自身价值——做一个用设计讲

好故事的人。”

长期以来，池州学院引导青年学生将

课堂所学与创意想法融合，结合学校艺术

俱乐部课程，将非遗和文化元素转化制作

成文创周边。“美育不是飘在天上的云，

而是扎根大地的树。我们通过‘政校行企

社’协同，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开发文创

产品并拓宽市场，实现文化传承、教育创

新和产业发展的多方共赢。”池州学院艺

术与教育学院院长魏鸿飞教授表示。

眼下，李振对传承和保护本土文化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他觉得，青年学生应该

做非遗的“翻译者”和“创新者”，需要

用当代语言让古老文化焕发生命力，让更

多文创产品融入日常生活和消费场景，被

社会大众接受和喜爱。

“我们需思考非遗如何不‘非’？地方

文化如何不‘土’？让文化‘活’在当

下。”吴方彦认为，传承非遗与本土文

化，不能止于复制纹样或形式，应该深挖

其背后内涵，以可持续视角进行弘扬。

“青年是文化传承延续的关键驱动力

量。”鲍欣瞳已经坚定了职业目标，她未来

打算致力于传统文化 IP
的现代化开发，还渴望

学习商业策划与产品运

营知识，成长为一名连

接文化传承与市场需求

的复合型设计师。

我为“家乡”设计非遗文创IP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通讯员 张艺文

见字如面，纸短情长。你有多久没

有提笔给亲友手写书信了？在信息奔涌

的时代，一封手写的信笺，承载着怎样

的重量？

在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一

场跨越山河、连接象牙塔与乡土间的

“青春笔友计划”，正用最质朴的方式，

为 80 名乡村学子的心田，悄然推开一

扇窗，点亮一盏灯。

这不是普通的书信往来。

“青春笔友计划”得益于一名叫俞

寅威的选调生，现任临颍县固厢乡党委

副书记。他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2023 届硕士毕业生，在校期间曾任教

研硕 20党支部书记、班长等职。

作为一名选调生来到基层，俞寅威

发现一些孩子存在缺乏鼓励和正确引导

等情况，于是决定对接北京各高校，通

过书信来往为孩子们开辟一个倾诉和学

习的渠道。他联系团临颍县委，发起

“青春笔友计划”。

在俞寅威的多方对接和固厢乡团

委的精心组织下，今年年初，来自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的 75 名优秀学子，主

动“认领”了这份温暖的使命。他

们铺开信纸、提起笔，将远方的星

光，传递到远在河南乡村的弟弟妹妹

们的手中。

裂缝中的光，带我重返校园

曾雨橙的世界，曾一度黯淡。高考

后的她，曾因寝室矛盾陷入迷茫选择了

休学，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年龄已超

出此次活动要求的她，成了下坡村两委

工作人员心头放不下的牵挂。

“这孩子，需要有人拉一把啊。”情

况特殊，固厢乡团委决定破例。一个接

受过专业心理咨询训练的清华大学志愿

者姐姐，成为曾雨橙的“专属笔友”。

最初的几封信，字里行间是小心

翼翼的试探和深藏的苦闷。清华大学

姐姐没有急于说教，她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用温暖的笔触分享校园的包容

与美好，用专业的知识引导曾雨橙纾

解心结，更传递着一种无声的信念：

“你值得被看见、被倾听，你的未来依

然广阔。”

固厢乡和下坡村的乡村干部也同步

行动，一次次家访，一句句鼓励，成为

信笺之外的坚实依靠。

终于，阳光穿透了阴霾。在信中积累

的勇气，在现实中汇聚成力量。曾雨橙攥

着最新的回信，作出了重返校园的决定！

那封曾承载着迷茫的信纸，如今成了

她重新出发的通行证。

追星？不，是追光！

谷丽珂的书桌上，曾贴满了偶像的海

报。追星，占据了她大部分的心思。

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劝了几

年，收效甚微。

直到她收到了匹配的北京大学志愿者

姐姐的信。

信中，北大姐姐没有否定谷丽珂的

热情，而是分享了自己也曾有过的“偶

像情结”。她巧妙地将话题引向：“我们

究竟在追什么？是靓丽的外表，还是光

环背后那种为目标不懈拼搏、百折不挠

的精神？”

“姐姐，你说得对！偶像的光芒，应

该照亮我自己的路！”谷丽珂在回信中写

道。她把海报小心收好，把那份对“光”

的向往，转化成了书桌上的台灯。

学习，重新成为谷丽珂的主旋律。

她的父母惊喜地发现，那个曾经沉迷

追星的女儿，如今谈论更多的是未来

的目标。

“我们说了几年都不顶用，北大的同

学几句话就点醒了，真是神奇！”谷丽珂

爸爸感慨万分。

“人大红”练习册，暖了
心、鼓了劲

韩东的外语学习有些吃力。在第一封

寄给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志愿者的信中，他

有些忐忑地吐露了这个烦恼。

韩东万万没想到，回信不仅带来了满

满五页纸的英语学习“秘籍”，还附赠了

一份沉甸甸的惊喜——一本崭新的、印着

人大鲜亮校徽的英语练习册！册子扉页，

贴着一张俏皮的贴纸，上面是志愿者哥哥

龙飞凤舞的字迹：“请用它练好你的写

作！用完和我说！管够！”

“看到那个校徽，还有那句‘管够’，

感觉心里一下子被填满了！”韩东捧着这

份特别的礼物，爱不释手。

这本带着“名校温度”的练习册，仿

佛有了魔力。韩东说，每次翻开它，笔尖

划过纸页时，都感觉远方有一位大哥哥在

为他加油，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一本练习册，成了连接梦想的桥梁。

乡音回响：梦想在笔尖下
拔节生长

固厢一中校长田颍涛是这场“纸上奇

迹”最热忱的见证者之一。

固厢一中地处城乡接合部，学生以留

守儿童为主。在固厢一中的校园里，有

32 个孩子正通过信笺，与远方的大学生

哥哥姐姐们进行着对话。

田颍涛欣喜地发现，参与“青春笔友

计划”活动的孩子们，眼神更亮了，谈论

未来时语气更笃定了，作业本上的字迹也

仿佛注入了新的力量。

作为活动发起人，俞寅威每次都会亲

手送出这一封封承载着希望的信件。“我

们对接优秀大学生，就是想为乡村孩子们

在成长的关键阶段，注入一束光，点燃一

个梦。”俞寅威的话语中饱含着对未来的

期许，“我们深知，改变不可能一蹴而

就，成长更需要细水长流。因此，这项活

动不是一次两次的温暖传递，而是一场我

们决心坚持下去的‘长期约定’。”

俞寅威说，关爱“一老一小”是让他

最有幸福感的一项工作。

据了解，为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

题和农村幸福院的闲置问题，俞寅威设计

出“一地两用”的运营模式，邀请返乡创业

大学生在幸福院的基础上创办养老院。幸福

院由村集体运营，免费为老人提供休闲娱乐

场所；养老院由第三方运营，提供专业的养

老护理。这种模式盘活了村集体土地资源，

在第三方机构协助下，农村也能定期开展送

戏下乡等活动，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为了丰富农村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俞

寅威组织开展了多项亲子活动，孩子们

在美育活动中学习扎染技艺，在交流活

动里聆听学习方法，在趣味运动会上领

悟团队精神。

每当看到老人们在幸福院里悠闲地看

戏，或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在地奔跑，俞

寅威总会感到一阵温暖。走在村子里，经

常会听到群众热情地打招呼：“俞书记

好！”或是孩子们开心地喊道：“大哥哥

好！”看到他们的笑脸，俞寅威觉得，自

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值得的。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每一项都关乎

民生，虽然困难重重，但既然选择了，就

要扛起这份责任。”俞寅威说。

让信鸽永远飞翔

临颍县固厢乡的这场“青春笔友计

划”，连接的是北京 75名大学生与漯河临

颍 80 名乡村学子，是一次充满温情的创

新实践。

团临颍县委书记侯嫡表示，“青春笔

友计划”对孩子们潜移默化的改变证明，

即使在数字洪流中，传统书信承载的温

度、深度和期待，依然拥有无可替代的力

量，“它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荡起希

望的涟漪”。

一封书信，一份牵挂，更是一次心灵的

对话。团漯河市委书记李纪说，这“75+80”
的双向奔赴，正是新时代青年投身乡村振

兴、服务祖国发展的生动

注脚。愿更多的书信架起

心桥，让更多的梦想在爱

的传递中扬帆远航！

（文中曾雨橙、谷丽
珂、韩东为化名）

“青春笔友计划”让梦想在笔尖生长

7月 1日，“文博内蒙古”店员张宇展示新到店

的LABUBU娃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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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设计的 IP形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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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东至花

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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