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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周婉怡
实习生 刘帆风 受访者供
图） “闽宁协作厦门大学
宁夏研究生支教团”是全国
首批参加“中国青年志愿者
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
团项目”的团队，迄今为止，
已有 312 名爱心使者踏上
宁夏的支教之旅，队员们的
足迹分布在宁夏多个地区，
见证了从贫困到全面小康
的蜕变，一代又一代接力谱
写“山海情”。今天，就让我
们跟随支教老师的步伐，走
进这片充满人情味的土地。

“与当地人相处，恍若
一家人。”说起在宁夏支教
的感觉，永宁分队队长梁怡

婷的话语中洋溢着深深的
幸福感，目前，她已经赴宁
支教 9个多月，任教综合实
践课。

梁怡婷告诉记者，她记
得刚刚来到闽宁中学的时
候，校长希望前来的支教老
师们在学校里能够发挥自
己的光彩，做那些唯有他们
能成就的事，实现独有的价
值。校长的一番话让梁怡
婷印象深刻。在支教期间，
梁怡婷及她的队员一起以
新颖多元的教学方式与内
容，引领孩子们探索知识的
无限可能，开展特色课程、
带领学生们去研学、参观展
览馆……用多种实践活动，

让学生接触更多有趣的课
程，丰富学生们的精神世
界。

每 当 梁 怡 婷 步 入 教
室，迎接她的是孩子们热
烈的欢呼，课堂上他们积
极参与，脸上洋溢着纯真
的快乐。更有不少孩子向
她敞开心扉，倾诉他们的
秘密和梦想。这种被学生
深深信赖与依赖的感觉，
让梁怡婷深感触动，也赋
予了她无比的成就感。“能
够陪伴这些孩子成长，使
我们的命运轨迹在此交
汇，这是我最大幸福。”她
动情地说。

回溯支教启程之初，厦

门大学第 25届研究生支教
团团长唐晓宇坦言，这条道
路并非坦途。“初至支教地，
不少队员遭遇水土不服的
困扰，但我们无暇他顾，时
间长了，大家逐渐适应并融
入了这片土地。”他幽默地
比喻道，“我们就像一块砖，
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当地
师资流动性较大，我们随时
准备补位。”

“每位队员都是各自领
域的佼佼者，我作为团长的
责任，就是将这些才华横溢
的个体紧密联结，形成合
力，最大限度发挥团队效
能。”唐晓宇表示，未来三个
月的支教工作，主要任务是

站上讲台上好每一堂课并
完成各个学校的奖学金与
助学金项目的募集与对
接。“我们会在历届支教前

辈的资源基础上，争取更多
的资金和帮助，让爱心传递
的链条不断延伸，惠及更多
有需要的学生。”

“能陪伴这些孩子成长，是我最大幸福”
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赴宁夏支教，一代又一代接力谱写“山海情”

黄灿斌是福州大学特
聘的大学生创业导师。
2015 年，在面对保研的金
光大道和创业的未知挑战，
他选择了后者，全身心投入

到 了“ 菠 萝 袋（Borrow⁃
Day）”项目的孵化之中。

放弃保研，对于黄灿
斌而言，是一个深思熟虑
后的决定。“当时也很纠
结，做了很多思考，也和家
里人商量多次。但想到那
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几
十人的团队，大家都很拼，
如果我退出，团队可能就
散了，为了团队，我选择了
创业。”

一个成功的创业团队
必须具备几个关键要素：
每个人都愿意扛事，不逃
避；每个人都有主观能动
性，不懒惰；每个人都能独
当一面，不退缩。黄灿斌

的团队便是如此。
黄灿斌坦言，创业的

成功离不开团队的不懈坚
持和紧密团结。在创业之
初，他们遭遇了重重困难，
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他
们的年龄。

“当时，不论是团队管
理还是对外合作，别人都
认为我们是‘小孩子’。”黄
灿斌笑着说，为了赢得合
作伙伴的信任，大家不得
不付出更多努力，不断提
升自我，通过各种沟通展
示出超越年龄的认知与能
力。

“在融资的过程中，我
们被拒绝了很多次。”黄灿

斌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融资成功那天，当资金
真正到账，他和队员们反
而异常平静。那一刻，没
有欢呼，没有庆祝，更多的
是对未来的责任与憧憬，
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无尽
挑战。“那是一个新的起
点，意味着我们只能向前，
不能回头。”

如今，“菠萝创投”平
台累计投资和服务超过
100家优秀创业企业，同时
黄灿斌荣获了“全球闽商
十大新锐人物”、“《胡润百
富》30岁以下创业领袖”、

“福建省创业之星标兵”等
多项荣誉。

今朝我辈继 奋斗正当时
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海都记者采访三位“最美福州青年”，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

N海都记者 周婉怡 郭思琪 实习生 刘帆风 受访者供图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三位青年，
他们有不一样的专业、年龄、生活背景，但都散发着“今朝
我辈继”的青春光芒，此前都上榜了“第二届最美福州青
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三位最美青年讲述创业创
新、文化传承等人生故事。

永泰的绿茶历史悠久，
卢贵云的父亲创立的卢峰茶
业有限公司已经有二三十
年。2019年，卢贵云离开工
作了 16年的岗位回到家乡，
置身茶香之中。

“当时的我并不是一个
很懂茶的人，也没有做过实际
的运营，但是父亲已经年迈，
他放不下跟着他的农户工
人。父亲的坚守促使我回来，
想着怎么帮助他把茶厂做
好。”卢贵云告诉记者，刚开
始，她只是做着茶厂包装设计
的工作，通过做有机做绿色、
做出口体系等，渐渐地，她开
始思考如何让永泰绿茶的品
牌走到更远的地方。

“好山好水出好茶，要借
助永泰的这一方好水土，加
上永泰县政府提出的‘茶旅
小镇’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好
的契机。”2019年，卢贵云成
立了草木谷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依托茶山风光，公司将茶
产业与茶文化、茶旅游结合，
开发茶眠住宿空间、茶饮、茶
酒、茶膳等文旅产品，被授予
福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基
地、森林人家、永泰县中小学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万企兴
万户”助村富民明星企业等
荣誉称号。

卢贵云告诉记者，草木
谷公司的创建，不仅仅为永

泰绿茶品牌提升铺开了道
路，也带动了周边 7 个村
1560户农户。“我们一是为周
边农户提供茶苗、技术指导
以及保底价的收购，二是促
进农户家门口就业，茶农一
天可以获得 150元到 200元
的工资。”同时，草木谷创建
时全镇41户立档建卡贫困户
纳入股东系统，每年每户能
获得3600元的保底分红。

“经过两年时间的建设，
草木谷闽台茶文化中心集茶
叶、茶饮、茶酒展示销售，以
及会议、研学为一体的多功
能复合式空间，还建设了 11
间住宿空间。”卢贵云说，草
木谷已经成为一个闽台两岸
青年链接的平台，联动城乡，
让很多的青年人各自发挥自
己的智慧能量，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

“6 岁那年，我进入父
亲的石雕工作室玩耍，一
屋子的石雕和它们背后的
故事吸引了我。”陈智楠
说，自己从6岁就对寿山石
文化耳濡目染，直到 2008
年，16岁的他跟随姚仲达
老师学习印纽雕刻。然
而，眼界不够宽广、手艺不
够娴熟，都让当时的陈智
楠陷入瓶颈，甚至怀疑，

“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
行？”

“姚仲达老师的一句
话点醒了我，老师说，我的
起点比很多同门师兄要
高，倘若不更努力，就在不
断倒退，因此需要付出更
多的时间与精力。”陈智楠
说，此后他开始不断地搜
集资料，通过“临古”对一

些不同时期的老物件进行
临摹，对不同时期的作品
特性做出分析，形成自己
的认知。

陈智楠一直认为“三
人行必有我师”，手艺不仅
仅要跟着老师学，还要跟
着同行业不同雕刻技艺的
雕刻师以及行业内的前
辈，汲取他们的优点。“每
个雕刻师的技法都有不
同，通过他们对雕刻技艺
的实践，获得总结成果，在
通过观察或与他们交谈的
过程中，就能感受到他们
雕刻技艺的微妙之处。”陈
智楠说。

经过十年的精心磨
砺，陈智楠踏上了令人瞩
目的“硬核”之路：2017年，
他的10件印纽作品被国家

博物馆珍藏；到了2019年，
作品《有凤来仪》更是被中
国美术馆所收藏……短短
几年间，陈智楠先后斩获
了包括第十九届工艺博览
会“中艺杯”金奖、第 56届
全国工艺品交易会“金凤
凰”金奖等在内的近十个
工艺美术类国家级金奖。

当下，陈智楠仍在不

断探寻，新的雕刻思路发
掘更多可能性，在福建技
术师范学院任教期间，陈
智楠也遇到许多雕刻天赋
极佳的学生，他十分愿意
把更多的技能交给年轻一
代，“让学生们领悟雕刻技
艺后找到自己心之所向，
雕刻就不仅仅是艺术，也
可能是他们的未来”。

“茶香织梦”促振兴：卢贵云

“以石为纸”手艺人：陈智楠

青春创梦者：黄灿斌

学生们正在向陈智楠学习雕刻

卢贵云

黄灿斌

唐晓宇带领着学生用VR看海底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