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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助中华茶文化香飘世界
王丽美

时间不会辜负奋斗者的每滴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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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备受瞩目的历史时刻——
2022 年 11 月 30 日清晨，经过约 6.5 小
时的飞行后，神舟十五号乘组顺利进
驻“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与早早守
在“家门口”等待他们的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热情相拥。两个航天员乘组首次
实现“太空会师”，标注我国载人航天
发展新的高度。17 年后再上太空的费
俊龙、坚守 24 年终于梦圆九天的邓清
明、为首飞艰苦训练12年的张陆，这一
平均年龄最大、但飞行本领一直保持

“青春状态”的乘组，终于一飞冲天，出
征太空。

费俊龙、邓清明、张陆的出征太空
再次表明，时间不会辜负奋斗者的每
一滴汗水。

对整个国家而言，奋斗是推动社
会发展、时代进步的动力；对每个人
来说，奋斗是健康成长的阶梯、幸福

生活的源泉。00 后小伙马宏达 5 年磨
一剑，“刮腻子”刮成世界冠军，实现
了中国在该项目金牌“零”的突破；32
岁的终极格斗冠军赛（UFC）的世界
冠军张伟丽苦练摔跤技术，一路过关
斩将、稳扎稳打，重新捧起冠军金腰
带；经历了 400 多个昼夜的“魔鬼训
练”，为练习底盘钻孔磨损了 300 多个
钻头，消耗了近千块打磨片，杨山巍
才摘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无数
事实都反复揭示了一个简单而又深
刻的道理：时间不会辜负奋斗者的每
一滴汗水。

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
荆棘丛生、充满坎坷。2013 年体检时，
邓清明身体里查出一个非常细小的结
石。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小结石通常
是不用管的，但航天员不行。为了能够
继续追寻航天梦，邓清明毅然选择接

受手术。没想到的是，第一次手术时结
石没能完全取出，后来医生只能在他
肾脏里埋了一根管子。一个多月的时
间，邓清明一直带着管子，也尿血了一
个多月。直到第二次手术邓清明的结
石才被成功取出，“我的梦想重新又点
燃了”；苏炳添曾一度被腰伤和骨裂困
扰，但最终以顽强意志咬牙坚持，成为
第一个站上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跑道
的中国运动员……“志不求易者成，事
不避难者进”，奋斗就要吃苦受累、敢
闯敢试，就要胜不骄、败不馁，愈挫愈
奋，就要无惧无畏、一往向前，敢于从
挫折中走出来、在失败中站起来，永不
言弃。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只有志
存高远、信念坚定，才能激发奋进潜
力，最终发出自己独有的光芒。在工厂
车间一线，工人师傅苦练本领、精益求

精，拧好每个螺丝、焊好每个接头，让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在田间地头，农
民朋友寒耕暑耘、精耕细作，让粮食增
产、土地增效，让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小哥、外卖骑
手风里来雨里去，为千家万户带来便
捷……“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不
管从事何种行业，无论身处哪个岗位，
只要有那么一股子奋斗韧劲，平凡岗
位也能成就不凡事业。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只有奋斗的
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只有通过
艰苦的奋斗收获的幸福，感受才最强
烈，体会才最深刻。永远保持奋斗韧
劲，既意味着要有永不言弃的毅力，也
意味着要激发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奋
勇搏击、迎难而上，就一定能用勤劳的
双手、一流的业绩，成就属于自己的人
生精彩！

据媒体报道，北京时间 11 月 29
日晚，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
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7 届常会
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
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
册，居世界第一。

从访客进门的第一句“请喝茶”，
到带给亲友的伴手茶礼，从干渴时急
不可耐地“大口喝茶”，到浅斟慢酌、

讲究雅致的茶艺茶道，茶的清香至今
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
庆活动中。

品中国茶犹如在读华夏史。中国
是茶的故乡，饮茶历史悠久。自古以
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
和饮茶。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
龙茶、红茶、花茶……品种繁多；杀
青、闷黄、渥堆、萎凋、做青、发酵、窨
制……技艺不凡；茶市、茶楼、茶馆、
茶肆、茶坊、茶寮、茶社……遍布大
街小巷；采茶、碾茶、焙茶、烹茶、点
茶、斗茶……环环相扣，清雅芬芳。

小小的一片茶叶，与华夏民族美丽
邂逅，便有了延绵不绝、回味无穷的
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构成。国人早已习惯于用茶
待客、消渴、交友、养心，婚丧嫁娶时
节也少不了茶的身影，还有不少人以
茶为业、因茶兴家。茶马古道的马帮
铃声、“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唐代诗
词、“废座撤茶”的历史典故……浓茶
淡水，茶风茶俗，不仅衍生出“衣食万
户”的产业链，还演绎出无数传奇故
事，滋养出“天人合一”、淡泊从容、宠

辱不惊的境界。
在国人心目中，喝茶是一种生活

方式，也是一种静雅享受，更是一种
文化启蒙、历史传承。从人们幼时的
耳濡目染，到成年时的“敬亲茶”“感
恩茶”“交杯茶”等，茶的相关习俗在
全国各地广泛流传，为多民族所共
享，再到如今乘中欧班列走出国门，
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
等穿越历史、跨越国界，中国茶深受
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
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与世界
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成为

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大

力弘扬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全面提升中华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的申遗成功，将大大有助
于弘扬中华茶文化。我们要牢记“申
遗是为了更好保护”的初衷，抓住保
护与传承的最佳契机，守正创新，精
益求精，精心传承茶文化，大力发展
中国茶经济，认真讲好中国茶故事，
助 推 中 华 茶 文 化 香 飘 世 界 、发 扬
光大。

近些年，国家在鼓
励年轻人到基层工作上
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基
层一线进行着生动的青
春实践。最近，对 2007
名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58.3%的受访青年
觉得现在身边到基层工
作的年轻人多，86.1%的
受访青年相信只要好好
干，在基层大有可为。

基层是距离人民群
众最近的地方，是服务
群众、造福人民的最前
沿，也是落实党和国家
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的
最广阔载体和平台。这
个平台面向所有人开
放，尤其欢迎青年加入。
在基层，不论是就业创
业，还是服务群众，只要
青年肯吃苦、爱奉献，敢
担当、善作为，总能得到
锻炼的机会，找到成长
的舞台。

需要强调的是，基
层以博大的胸怀拥抱青
年，青年也要以满腔热

情拥抱基层。直白地说，基层需要的是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而不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的青年。积极进取的青年在基层深耕细
作，必有重大收获；消极颓丧的青年在
基层无所事事，只能虚度年华。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
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
光明。在基层这个最广阔的舞台，青年
实现梦想需要坚守三颗“心”。

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好每项工
作。心怀梦想的青年都想做出一番成
绩，在不同的历史丰碑上刻下自己的名
字。有追求是件好事，但也要有“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胸中有大局、眼中
有大我，不因付出索回报，不为闻达而
钻营，保持一颗“平常心”，踏踏实实把
每一项工作做好。

练就一颗“进取心”，保持昂扬斗
志。“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
推进。”青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希
望，新时代新征程需要一茬又一茬的青
年接好班。站在民族复兴重要节点，青
年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练
就一颗“进取心”，勇于挑重担子、敢于
啃硬骨头、善于接“烫手山芋”，平常时
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
关头豁得出来，在工作岗位上锐意进
取、建功立业。

怀揣一颗“为民心”，努力服务群
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
根本目的。在新的征程上，青年需要厚
植“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怀揣一颗

“为民心”，敢于创新、实干担当，真心实
意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切实
做好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工作，在
为人民服务中实现自我价值。

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基
层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这对广大青
年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机遇。实
践证明，有知识、懂技术、善于创新的青
年到基层历练，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
流，每一份付出都会有回报，所获得的
经验将为他们在今后成长中提供宝贵
的营养，助力他们担大任、干大事、成
大业。

身在基层、心在基层、干在基层，怀
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
成，广大青年必将在基层收获满满。

“我义务维修社区公共设施、参
加捐款等志愿活动和其他社区公益
活动，累计信用积分达 1065 分，被评
为 AAA 诚信个人。没想到，今年暖气
费真的给我减免了 300 元。”12 月 4
日，家住山东淄博市桓台县少海街道
紫悦城社区的居民张波向媒
体记者展示了诚信“变现”的
成果。这是媒体日前报道的
山东淄博打造“信用积分”村
居服务模式、赋能基层治理
的一个例子。

近年来，“信用积分”模
式在多地启动，在不少应用
场景中，给守信民众、企业带
来了便利和实惠，调动起民
众、企业等主体向上向善的
积极性，对事关文明、诚信、
公益、法治等领域的行为起
到了正向教育引导、反向倒
逼督促的作用，激发了基层
治理的活力。

目前，在国家层面已有
金融、旅游、交通、税收以及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拖欠劳
动者工资等方面的征信机
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

但顶层的征信机制，大
都具有明显的行业色彩，调
整范围有限；而像山东淄博
打造的基层“信用积分”模
式，往往是区域综合模式，调
整的主体、行为和事项更多、
更复杂。顶层征信机制更侧
重于对失信行为的惩戒，所坚守的是
社会诚信的底线；基层的“信用积分”
模式，虽然也有一定的惩戒限制功
能，但更侧重于对信用优秀者的激
励，从信贷、交通、供暖、供水、积分超
市消费、荣誉表彰等环节，给信用优

秀者提供多种方便和优惠，所推崇的
是社会诚信的较高境界。因此，基层

“信用积分”模式，是对顶层征信机制
的有益补充。

守了规矩，办了好事，马上就能
得到信用加分，积分达到一定标准，

就能实现诚信“变现”；坏了
规矩，办了“赖”事，马上就丢
掉信用分数，减分过多还可
能受到相应惩戒，承担社会
评价降低的不利后果。基层

“信用积分”模式所调整的，
大多是民众、企业等主体在
生活、工作、经营中经常遇到
的细节事项，具有很强的指
向性，且相关主体不难获得
加分，不难获得诚信“变现”。
这种模式可以对民众、企业
等主体产生立竿见影的影
响，能够调动、激发他们的文
明意识、法治意识、诚信意
识、公益意识，从而起到减少
社会负面行为、激励社会正
面行为的治理效果。

当然，信用不是一个筐，
不能啥都往里装。各地在推
行“信用积分”模式过程中，
还是应该在法律法规和国家
征信建设的总体政策、制度
框架中找准依据，把握好信
用建设探索的主体、事项和
行为的边界，避免滥用信用
管理措施，确保信用建设探
索的规范性、权威性和导向
的正确性，确保相关主体的

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顶层征信机制
中有权利救济机制和信用修复机制，
基层在打造“信用积分”模式过程中，
也应建立信用修复机制，给相关主体
提供更多消除信用污点、取得信用加
分的机会。

据媒体报道，11月20日晚，“中国
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颁奖晚
会在北京举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
35位获奖者与众多作家、文学爱好者
齐聚一堂。来自湖南会同县粟裕希望
小学的95后语文老师李柏霖，带着该
校 7 名“小诗人”登上舞台，成为这场
文学盛典的一大亮点。孩子们用一首
首诗歌打动了观众，并作为颁奖嘉宾
给获得诗歌奖的“大诗人”颁奖。5 年
来，李柏霖带着山里娃写下了1400多
首诗，她和她的“田野诗班”的故事也
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有学生说，自从上了李柏霖老师
的诗歌课后，变得更加细心，懂得观
察身边的事物，学会了去听、去想、去
看。也有学生称，写诗以前，自己是一
个只会学习不喜欢交流的人，但现在
与人交流很大胆，思维也越来越开
阔。还有学生表示，写诗之后，自己的
脾气不那么暴躁了，变得爱探索，更
喜欢将一场场有趣的事写下来，且越
来越喜欢写诗了……可见“田野诗
班”的魅力有多么大，教会孩子们写
诗又是多么重要。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主要是为
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从李柏霖的

“田野诗班”广受学生欢迎，以及她带
着该校 7 名“小诗人”登上舞台，成为
这场文学盛典的一大亮点来看，老师
不仅应是辛勤的“园丁”，还应当成为
培养学生文学素养、点化学生心灵、
滋润学生心田、给学生前进力量的火
炬。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小诗人”

与“大作家”的面对面，一定会深深影
响孩子们今后的漫漫人生。

德国教育家阿道尔夫·第斯多惠
曾说，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
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著名物理
学家爱因斯坦也曾说，想象力比知识
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
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并且是一切
知识的源泉。大量事实也表明：老师
只有把教室视作一座飞翔的宫殿，里
面生活着多姿多彩的一群人，并用动
态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活泼的生命的
时候，才能让课堂真正成为一个激动
人心的学习场所，同时，也才能看到
更多的光明与希望。

事实上，老师传授的所有知识、
能力和方法，都是学生发展自己、完
善自己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老师为
学生补充这些营养元素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充分激发蕴藏在学生内心深
处蓬勃的生命力；是为了让他们能够
展开丰富的想象，从而突破个人的认
知局限；是为了最终唤起学生对于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
说，老师所谓的“传道”，绝不仅仅只
是把书教好，绝不仅仅只是当好一个
合格的“教书匠”，而是要能够“点化”
学生“悟道”，能够更好地开发学生的
心智和潜能，从而让他们在学习能
力、审美能力等方面产生质的变化。

期待有更多老师能成为“点化
者”，让更多学生明白生命的价值和
意 义 ，进 而 拥 抱 未 来 充 满 希 望 的
人生。

“蜘蛛虽然和昆虫长得像，但它
不是昆虫；瓢虫、蝴蝶都是昆虫。”在
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一堂

《昆虫的取食行为》“云支教”课程，
通过网络在多个小学及教学点的教
室播放。课后第二天，都安县加全教
学点 9 岁的蓝诗潞就和小伙伴们把
收集到的昆虫等带到教室，你一言
我一语地开展讨论。

这是媒体日前报道的都安县实
施“云支教”后引发的一个场景。正
如当地相关人士所说，“云支教”拓
宽了孩子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
知识，给他们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
值观。“云支教”借助远程互联网技
术，将名师名课等优质教育资源送
到边远山区的孩子们面前，这无疑
是对传统线下支教的创新，为教育
公益注入新鲜血液，增添了亮丽
色彩。

“云支教”显而易见的优势是，
解决了现实中专业支教力量不足、

覆盖面不广，以及支教者无法兼顾
工作与支教等问题。传统支教，要么
由专业师资对口支教，要么由公益
志愿者支教，不管哪种方式，现场教
育教学活动的组织，注定只能限于
个别学校和部分学生。而“云支教”
依托网络，可以辐射边远地区的众
多学校和师生，一堂课的受众可以
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甚至一个或众
多乡镇及其学校的师生，其覆盖面
之广泛，可见一斑。

“云支教”能让支教者在工作与
支教之间实现两不误，能聚合更广
泛的优秀师资甚至专家学者，提供
更丰富多彩、更专业的内容。换言
之，较传统支教而言，“云支教”提供
的优质教育资源更丰富、更多维度，
也可以更专业。在新冠肺炎常态化
防控之下，“云支教”更是对支教公
益服务人员往来不便之困的有效
解决。

因此，期待更多地方实施“云支

教”，也期待更多优秀师资、专家学
者以及其他有志于支教服务的力量
参与其中。当然，“云支教”也有短板
和不足。比如，由于受众群体庞大，
对远程支教授课内容的要求更高。
同时，远程授课虽然让受众得到最
大程度的扩延，但可能缺少对课堂
教学氛围的科学互动与精准把控，
也无法兼顾不同学生的个体差异而
因材施教。

故而，“云支教”虽然意义深
远，但只能是对传统支教的补充和
丰富，而不是取而代之。聚合优质
教育资源，助力边远地区的教育发
展，让边远地区的孩子同样享受到
一定程度的优质教育，这是推行支
教公益行动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云支教”与传统支教都要正视自
身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并取长补
短，共同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助
力乡村教育高质量上，交出一份出
彩的答卷。

如今，与人潮背道而驰，冷门旅游目的地成为许多年轻游客的首选。有人认为，“反向旅游”只是个人选
择，难以走向大众化。实际上，“反向旅游”值得追捧。追随人流、打卡知名或“网红”景区，看到的往往是人满
为患，叫卖嘈杂，旅行体验不佳；而“反向旅游”，则是对知名旅游目的地的分流，远离喧嚣、舒缓身心，这样的
旅游是轻松而随意的，消费也可能经济实惠。总之，“反向旅游”另辟蹊径，别有收获，会看到和别人所见的不
一样的风景，体验到和别人所玩的不一样的玩法。 王怀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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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支教”是教育公益的创新
许朝军

田野诗班受捧，
老师不只是教书匠
王志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