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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6日 星期一 / 青春号 /
●正青春

《《何以中国何以中国》》的青年的青年答案答案
——我区首档青年学生寻访类文化创意栏目精彩呈现

□本报记者 刘志贤
□郝晨（鄂尔多斯市新华书店员工）

小时候我就喜欢到新华书店看书，一排
排整齐的书架、一本本充满墨香的书籍、一
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书店里写满了我与书
的故事，一直梦想着长大后能到这里工作。

儿时的梦想竟然实现了！2016年，我
如愿成为鄂尔多斯市新华书店的一名员
工。六年来，我和一群朝气蓬勃的同事们
践行着新一代新华人的使命，书写着拼搏、
奋斗和奉献的青春乐章。

新华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灯塔。去
年，为高质量推进草原书屋阅读实践，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充分发挥草原书屋的文化
宣传阵地作用，我和同事们创新思路，以

“喜迎二十大 阅读新时代”为主题，在常规
阅读活动基础上，结合世界读书日、六一儿
童节等节日，完善活动形式，丰富活动载
体，先后组织了图书展销、好书共读、捐资
助学等活动。书展不仅展出各类图书，也
有新华书店各类多元商品，为广大市民读
者和基层农牧民群众提供一站式选购方
案。好书共读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全民阅
读特色品牌“全城共读一本书”为契机，鼓
励广大读者以“共读 共写 共享”的形式广
泛参与活动。捐资助学活动中，将草原书
屋的图书带入中小学校，为困难学生、残障
儿童等群体捐赠，传递爱心、共沐书香。通
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贴近生活的文化推
广活动，不断拉近基层群众与文化阅读的
距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草原书
屋文化阅读影响力。

我还和部门小伙伴们一起策划举办讲
故事、亲子阅读、知识讲座、读书会、读者见
面、图书荐购、惠民书展等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形成“月月有精彩、
人人可参与”的全民阅读氛围。付出总有
回报，鄂尔多斯市新华书店荣获了“全国巾
帼文明示范岗”“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先进集
体”“自治区级文明单位”等殊荣，这是我们
团队共同奋斗的成果。

清风吹落花，书香散天涯。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一间新华书店，第一本新华字典、第
一套百科全书、第一套高考模拟试卷……这
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种情怀。风华正茂，
奋楫笃行，我将继续努力，让书香洒满每个
角落，让阅读的光芒照亮更多人！

（本报记者 于欣莉 整理）

让阅读的光芒照亮更多人

□本报记者 梅刚

日前，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开展了以“就
业向未来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2023届毕
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活动持续两个
月，推出了区域性行业性等专场招聘活动、
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就业育人主题教
育等活动，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求职、尽早
就业，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密集开展校园招聘活动。自治区教育
厅先后会同自治区工商联、自治区妇联、浙
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及中国银行
内蒙古分行等部门，联合举办“民营企业百日
招聘”“女大学生专场”和“长三角地区专场”

“金融行业专场”等大型网络招聘会8场，累
计参会企业400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60余
万个。邀请内蒙古正大有限公司、中建五局
第三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硕博毕业生
专场直播带岗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450个，
参与毕业生2.9万余人。同时，组织各高校开
展专场招聘会、直播带岗及宣讲会等各类招
聘活动数百场，为毕业生提供优质岗位资源。

深入挖掘市场化就业岗位。自治区教
育厅持续统筹推进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
促就业专项行动，千方百计开拓就业市场，
深挖更多适合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要
求各高校将院系领导班子访企拓岗纳入专
项活动，确保在稳定原有合作关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走访范围。

持续推送就业能力提升课程。围绕就
业形势、生涯规划、求职技巧等，自治区教育厅
重点开展“就业指导云上直播课堂”“大学生就
业能力提升”等就业育人系列活动15场次，持
续开展大学生基层就业和参军入伍典型事迹
展映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业观、就
业观和择业观，有效缓解缓就业、慢就业、不就
业等现象，参与学生达56.25万人次。

截至1月中旬，自治区教育厅针对2023
届高校毕业生共组织举办“内蒙古自治区民
营企业百日招聘”“银企携手 职等你来”金
融行业专场招聘、“长三角地区”专场招聘等
活动 159场，1万余家用人单位累计发布岗
位近 117.59万个。组织全区各高校书记校
长及院系领导班子累计走访企业135家，针
对 2023届毕业生开发岗位 3574个。依托

“内蒙古 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投放
就业能力提升、创新创业实务等公益课程
856课时，在线参与学生近98万人次。

校 园 招 聘 月 力 促
2023届毕业生充分就业

●强国有我

强国宣言：我将履行新时代
新华书店人的神圣使命，让书香
洒满每个角落。

□文/本报记者 刘志贤
图/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走进呼和浩特市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
二楼的“爱上内蒙古正能量网红孵化基
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满兴安盟大米、
燕麦米、高原杏仁露等产品的内蒙古味道
展台。这里，既是内蒙古味道走出内蒙古
的一个起点，更是像张舟一样的内蒙古“网

红”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34岁的张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也是一

家文化传媒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他带领着一
帮“95后”“00后”年轻人，直播带货、短视频
营销，搭乘上了短视频加直播的风口。他们
中有导演策划、带货主播、直播助理、短视频
剪辑师等，各司其职，大家做着各自喜欢而又
擅长的事儿，似乎工作也不那么累。

因为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张舟在这个领
域似乎有些天然的优势，他给电商短视频配

上自己的HipHop风格原创音乐，网友们
很喜欢，大多数客户也很买账。2020年，他
被评为中国助农直播带头人，那一年，他的
团队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格此老村农民卖完了滞销的南瓜，大家成就
感满满。“我们团队的定位是，正能量网红！
下一步，我们继续致力于打造个人 IP，拓展
多个方向，更好地把我们内蒙古的好东西传
播出去，让内蒙古味道香飘全国甚至全世
界。”张舟信心满满地说。

●暖闻

鹿戏伸展体侧筋肉，熊戏沉稳运晃身躯，猿
戏窥、攀、抓、跳机灵迅捷……在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新桥小学，同学们会定期课间操时间习练
健身气功五禽戏。在体育老师胡汉书的指导
下，同学们屏气凝神，意念集中，侧屈、拧转、提
落等动作一气呵成，俨然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

“健身气功五禽戏是在对传统五禽戏进行
挖掘整理的基础上编创的，分别仿效虎、鹿、熊、
猿、鸟这‘五禽’的神韵，能够强身健体，放松身
心。”胡汉书说。2015年来到新桥小学后，他便
开始推广校园五禽戏，根据青少年的健康状况
和接受能力进行适当编创，让这套功法既有灵
动性又有趣味性，让同学们在习练过程中能够
锻炼平衡性，开发左右脑，增强青少年的身体素
质。

在接触健身气功之前，90后胡汉书是个不
折不扣的武术小子，每每参加全市、全区的武术
比赛，都能名列前茅。“小时候非常痴迷武侠片，
觉得大侠们飞檐走壁、惩恶扬善特别帅，小学一
年级的时候父母就给我报了武术班。”他说。

通过武术单招，胡汉书被北京体育大学录
取。大一时，学校开设了国内第一个体育养生

专业，还未在国内大范围普及的健身气功是这
个专业的必修课。习武十几年的胡汉书，想要
了解高层次的科学锻炼方法，也意识到全民健
身的大趋势，便选择从武术套路专业转到了体

育养生专业。“接触健身气功后我发现，武术更
多的是追求结果，要更快更狠更准，而健身气
功则教人沉稳和宽容，让人回归平静祥和的健
康心态。很多功法简单易学，但学好不容易，
不仅要求有耐心，还要身体柔韧性和协调性
好，才能把动作做得优美，实现动作流畅连

接。”胡汉书说。
与很多年轻人喜欢热闹不同，由于长期研

习中华传统养生功法，胡汉书很能“守静”。他
说：“健身气功隐于市，显于行。只要有安静之

处，调息静心，就能练习。练习健身气功讲究呼
吸吐纳，能够让人的心态不那么浮躁，也能做到
闹中取静。练习这些传统养生功法的过程中，
我还养成了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

大学毕业后，胡汉书来到新桥小学，开始把
武术和健身气功推广给更多孩子，年轻帅气、身

手不凡的胡老师成了不少学生的偶像。“新桥小
学在2013年开始开展武术特色教育，保证每班
每天一节武术课，每天一次武术大课间活动。
我还选拔了一些身体条件较好的孩子成立了武
术队，在课间和武术课，带着孩子们一起练习健
身气功和武术。”胡汉书说。

自编的弟子规功夫扇，简化的太极拳、长
拳，校园版的五禽戏……胡汉书把武术和健身
气功的动作进行简化编排，让小学生不仅容易
练习，还能做出气势。2019年，新桥小学成为
首个自治区健身气功武术进校园的挂牌学校，
学校武术队也在胡汉书的带领下，多次参加各
级各类竞赛活动和文艺表演，斩获不少奖项。

2022 年有两件事让胡汉书觉得成就感满
满，一件是新桥小学以校园武术特色成功入选
了 2022年自治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校），另一件事就是他带出的第一批学生里，有
三个人通过武术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这些都激
励我把推广武术和健身气功当做事业一直坚持
下去。特别是现在八段锦、六字诀这些功法在
年轻人里火起来，我也开始探索通过自媒体进
行推广，让传统养生功法更‘出圈’，把古老健身
功法发扬光大。”胡汉书说。

90 后胡汉书：让传统
文 化 强 健 学 生 身 心

□本报记者 柴思源

●新青年

《何以中国》主题曲

《何以中国》变装视频

●青春飞扬

《何以中国》
第一期《龙的传人》

这些这些““网红网红””要把内蒙古要把内蒙古““推销推销””出去出去

直播前的准备工作直播前的准备工作。。

项目开始前项目开始前，，团队成员们要来一场头脑风暴团队成员们要来一场头脑风暴。。 张舟在为本土品牌拍摄宣传片。

2022年下半年，由自治区教育厅指
导的全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
队伍建设项目——网络文化育人栏目
《何以中国》正式上线。作为自治区首档
青年学生寻访类文化创意栏目，《何以中
国》一经推出，就从众多网络思政内容中
脱颖而出，成为了现象级的产品。

这是一档怎样的节目？它是如何揭
开“何以中国”的谜底并牢牢抓住当代青
年的心？记者走进主创团队——自治区
高校思想政治名师工作室莫伶名师工作
室，将谜底一一揭晓。

创新网络思政思维
发现育人契机

《龙的传人》《千里眼顺风耳？四川
三星堆竟是创意大师 》《一妃传千古 一
瓦记乾坤》……这些是《何以中国》目前
已经发布的短视频，每期视频都是由莫
伶名师工作室的师生们精心制作完成
的，作品一经发布，就在全区高校刮起了
一股“中国风”。

莫伶是内蒙古大学交通学院团委宣
传科科长，作为青年团干部和思政教师，
如何打破理论的“高墙”，用接地气的形
式将理论知识与时政热点相结合，用小
角度、小切口精准“滴灌”，是她一直深耕
的方向。2022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
来自四川的重磅文物“嘉宾”——三星堆
遗址出土的青铜大面具亮相舞台，其分
铸技术与合金比例与河南安阳殷墟的青
铜器一脉相承，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让
莫伶敏锐地捕捉到了育人契机，带领学
生去寻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与博大精深
的《何以中国》项目脉络也随之清晰起
来：让青年学生用自己的脚步、自己的眼
睛、自己的大脑去丈量、去感受、去思考

“中华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何以伟
大，中华文明何以不朽”，再利用新媒体
技术辐射引领更多的青年。

“‘何以中国’其实是一个特别宏大
的命题，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概念，
而我还是想用小切口、身边事去有温度
地诠释它。”莫伶说。在莫伶的指导下，
20多名青年学生作为《何以中国》寻访
小分队成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带着问题，从自己家乡的文
物、名人、文化等入手，经过搜集资料、撰
写文本、实地寻访等自主实践，辅以相关
专家学者的专业视角和精美的后期制
作，最终形成了主题统一、内容个性、余
味悠远的青年答案，吸引了广大青年网
友。

开创沉浸式打卡体验
寻访中华故事

《何以中国》寻访小分队的第一站，
便是探究“龙的传人，传自何方”，寻访人
熊坤将镜头对准了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
物馆中的“玉龙”。他说：“呼和浩特地铁
2号线列车玉龙造型的车厢吊环给我的
印象特别深刻，激发了我的寻访灵感。
通过寻访我了解到，红山文化所在的辽
河流域和仰韶文化所在的黄河流域，即
使相隔千里，都使用龙的形象作为自己
的图腾，这让我进一步肯定了‘龙的传
人’由来已久，中华文明兼容并蓄。”

在另一期《一妃传千古 一瓦记乾
坤》中，寻访小分队成员郭芷彤以昭君博
物馆的“单于和亲”瓦当为楔子，打卡平
遥古城，将昭君出塞汉匈和睦的故事与
平遥百姓家宅安宁的期盼串联起来，带
领网友挖掘藏在各式瓦当背后中国人对
家国美好的孜孜以求。在视频最后，郭

芷彤感悟道：“无论是印证了昭君出塞千
古佳话的‘单于和亲’瓦当，还是记录着
国泰民安繁荣富庶的平遥纹饰瓦当，都
让我们中华文明有迹可循，这就是小小
瓦当的魅力所在！”

小分队成员四川小伙伍再思，寻访
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充分考究中华文
明的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甘肃小伙窦彦
杰，寻访的是甘肃敦煌阳关，深入了解丝
绸之路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民族文化
交融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乌海小伙黄
昱淳，寻访的是乌梁素海，深刻理解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丰富内涵；
黑龙江姑娘张玉壬，寻访的是七台河市
短道速滑纪念馆，零距离体验了中华体
育精神……《何以中国》兼具丰富的情感
价值和育人意义，这或许就是网络思政
的题中之义。

呈现多样性网络文化产品
打造育人品牌

如果你以为，《何以中国》栏目仅仅
是一个个视频，那就太简单了。为了强
化育人效果，激发参与热情，莫伶团队在
项目启动之初就明确了要有“破圈”思
维，打造包括MG动画、主题原创歌曲、
专属 logo、线上配套活动等全媒体产
品，增加《何以中国》的媒体辨识度。

“江山多娇美如画，丝绸之路蜿蜒到
我家，九曲黄河浪淘沙，妙笔丹青绘中
华。黄河之水天上来，润泽黑发黄皮肤
的精彩，草原的风抚衣襟，融汇羌笛琵琶
声的韵味……”主题曲一开唱，就是满满
的画面感。“歌词我们前后修改了12稿，
力求对仗工整、国风意境，听起来洗脑，
唱起来上口。”莫伶自豪地介绍道。而结
合推广曲《是以中国》、主题曲《何以中

国》的发布顺势开展的网络卡点变装、
Rap云挑战等活动一经推出，便获得“内
蒙古教育发布”“内蒙古青年”等官方新
媒体平台转载，在互联网掀起一股参与
热潮。莫伶高兴地发现，很多年轻人都
在哼唱这两首歌曲，两个接地气的网络
活动打响了《何以中国》的品牌，由此开
创的抖音话题也斩获了 50万＋的浏览
量，得到了共青团中央、中国大学生在线
等平台密切关注。

“我们想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跨领
域、综合性的网络文化产品，很兴奋，我
们的团队把很多天马行空的设想都变
成了现实。”莫伶说，“《何以中国》以小
见大，把学生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打通
了，把中国故事与家国情感打通了，把
青年成长与育人成效打通了，形成了叙
事悬念、激发了探寻欲望、带动了网友
讨论，打造出了一个形式新颖、内容丰
富、贴近学生的响当当的网络文化育人
品牌。”

如何在媒介融合时代发挥文化育人
功能，坚定青年学生文化自信，让青年学
生爱上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何以
中国》给出了一个可复制的范本。节目
由多个生产内容交叉、多个育人模块整
合，形成了网络思政的特色定位和内容
优势间的契合与互补，将对理论的学习
转换成了获得感辐射，从而开启了互联
网青年观察中华文化的新视角，让青年
对中华文化更有参与感、沉浸感和自豪
感、获得感。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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