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人说，说给青年人听
《青年说》专栏向准大学生征集了不起的师生典型

记者 巩悦悦

为记录下青年学生投身祖国建设和家
乡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当代大学生风采，
这个暑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青年说》栏
目特别发起“我在三下乡”稿件征集。征集
令发出首日，记者就收到了来自湘潭大学
大学生谯西镇的“三下乡”故事。

7月3日，湘潭大学自动化与电子信息
学院赴祁东县“三下乡”调研团团队成员调
研了祥吉和劲松等食品有限公司。原来，祁
东县过去是湖南衡阳市的一个贫困县，近
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大力发展起了
黄花菜产业，种植面积达到了3万亩，年产

值达到了1 . 5亿元，占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
市场份额，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在实地走访过程中，团队成员了解到，
黄花菜的杀青环节已经能够实现自动化生
产，但脱水环节却因设备技术问题，仍大规
模采用人工方式晾晒。晾晒工作不仅极其
耗费人工，长时间的重复劳动还会给工人
的身体健康和工厂生产效率造成极大破
坏。当前祁东黄花菜产业中完成全自动化
的份额仅有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每年有
28万吨以上的黄花菜是靠菜农和工人纯手
工翻晒处理。祁东的黄花菜产业急需一个
适合当地特色的晾晒工具，来改善当地农
民的劳动环境。

在成员设想中，该工具有低成本、简结
构、易操作等特点，对于祁东的黄花菜生产
有着重大的意义。采用模块化设计，大型企
业可以运用全自动化的方式提高整体产
量，小型个体户可以去除识别和自动模块，
用人力推车来简化劳动过程，提高劳动效
率、减轻劳动强度。

“我在三下乡”稿件征集仍在持续，欢
迎广大师生群体以自述的形式记录“三下
乡”见闻，把最打动自己的“三下乡”故事分
享出来。稿件可发送至《青年说》官方邮箱：
qlwbyddx@126 .com，邮件主题请注明“我
的三下乡见闻+所在学校+姓名+身份/职
务+联系方式”。

“我在三下乡”征集持续进行中，等你投稿

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张淑琴 王瑞

“最美大学师生”
展现青年群体力量

与常见的新闻栏目不同，《青年说》专
栏覆盖领域广，以教育类新闻访谈为主，涵
盖健康、体育、社会等不同行业的新闻人物
和事件类采访。而在行业领域之外，该栏目
将不同新闻进行细分、板块化。

举例来说，栏目细分了包括“乡村教育
者手记”“我在乡村当老师”“对话教育局
长”“最美大学师生”“我的毕业季”“我的读
书笔记”“我们的2022”“高考1分钟”等不同
类别的新闻板块，其中,既有栏目记者来自
新闻一线的蹲点采访，也有与山东各地教
育局长的面对面访谈，更有来自教师等群
体的自述手记，栏目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

拿“最美大学师生”板块来说，栏目聚
焦的不仅是省内大学师生，比如，B站高数
视频播放量破亿的山东财经大学网红数学
教师宋浩、因意外导致高位截瘫却帮病友
走出阴霾的“齐鲁最美大学生”李欣霏，以
及率山东残疾人乒乓球队拿上百块金牌的
残运会“无名英雄”袁锋。还包括全国热点
的新闻当事人，比如备受全网关注的“北大
学神”韦东奕。

时间回溯到2021年5月，北大校园里，
刚从食堂走出的韦东奕，手提馒头和矿泉
水接受的一次路采，让人们认识了这位“数
学奇才”。从那之后，有关他的新闻在网络
上众说纷纭。作为家乡媒体，《青年说》栏目
第一时间通过韦东奕的母校山师附中，独
家采访并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的韦东奕。

为让新闻更全面客观，记者还辗转采
访到了韦东奕中学班主任、中国数学奥林
匹克竞赛一级教练张永华，以及山东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的数学教授。

“他就是个天才。”这是身边人对韦东
奕的第一印象。而在这之外，大家的忧心也
出奇的一致，“在数学之外，韦东奕在生活
自理能力方面略有欠缺，学校应该保护
他。”

在国内热点人物之外，《青年说》栏目
还关注省内高校的热点新闻。举例来说，去
年11月，一条“针灸老师五针治好学生腿
伤”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了解到，视
频发布者是滨州医学院大二学生苏佳伟，
他向记者介绍了事发经过。

原来，在跨校区上针灸课的当天，苏佳
伟因为爬楼梯太急把腿扭了，当时感觉特
别疼。在针灸课上，得知学生的遭遇，专业
课老师给学生扎了五针并用灯烤了几下，
不仅缓解了苏佳伟的腿疼，还让他认识到
了中医学专业的魅力。而《青年说》栏目刊
出的报道也在第一时间回应了社会关注。

“对话教育局长”
构筑家校沟通桥梁

强省必先强教。围绕群众最关注、最迫
切的现实问题，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青年
说》栏目正式推出了“对话教育局长”系列
高端访谈，与16市及县区教育局长直接对
话。

去年以来，记者先后走进了淄博沂源
县、高青县，枣庄滕州市，济南市中区，潍坊
寒亭区，威海荣成市，烟台招远市、莱阳市，
以及日照东港区、德州乐陵市等地采访教
育局长，系列访谈聚焦当地教育实际，向教
育局长直接发问。辣味十足的提问，在直击
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构筑起了家校及教育
系统之间的沟通桥梁。

作为《青年说》栏目专访山东各地教育
局长的第一站，处在沂蒙山腹地的沂源县
让人充满期待。

这是一座英雄的小城。抗日战争时期，
“沂源民兵”闻名全国。解放战争时期，20万
民工出动支前。等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受到沂蒙老区精神感染，来自全国各地的
年轻人响应国家号召，怀揣满腔热血和理
想离开家乡，前来支援沂源教育。

正是老一辈教育人的创业精神和代代
相承的力量与情怀，才支撑沂源教育迈过
道道沟坎走到现在。如今形势变了，社会培
养人才的标准高了，新征程上的沂源教育
是何面貌，有无短板，如何补齐短板？占全
县一半以上的农村学校如何留住老师，校
多人少的矛盾怎么解决？为什么要在三年

内培养1000名家庭教育指导师，他们能为
沂源教育带来什么……

针对这一系列犀利问题，沂源县教体
局局长没有回避，而是提出了破解思路。

谈“沂源教育现状”，他指出“刚刚步入
正轨，正待起步发展。很多年都保持在原有
理念上，没突破老思维，有些掉队，正奋力
追赶”；

谈“沂源教育的短板”，他指出“年轻教
师没及早培养，老龄化严重。用师傅带徒弟
的方式培养年轻老师，还有点落后，有点力
度不够”；

谈“校多人少问题”，他指出“偏远和条
件差的学校要合并，集中教育优质资源，把
好钢用在刀刃上”；

谈“理想中沂源教育”，他指出“不光是
校园漂亮了，高楼大厦建起来了，更重要的
是内涵。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老师正在发
生变化”；

谈“何时能追赶得上”，他指出“起步就
是冲刺。县里正制定沂源教育提升方案，我
们想用三年超上”。

…………
对沂源教体局局长的专访，只是《青年

说》栏目访谈过的10位教育局长的一个缩
影，全省各地赶学、敢超、敢拼的年轻力量
正在齐鲁大地上蓬勃崛起，而对教育局长
的访谈未来还将持续下去。

全国千余名乡村教师
写下了“教育者手记”

在关注热点及突发新闻的同时，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青年说》栏目还为乡村教
师开辟专门板块，致力于打造有情怀的新
闻报道。其中，就专门开设了“我在乡村当
老师”“乡村教育者手记”“乡村教师的寒假
日记”等板块，为广大乡村教师群体鼓劲。

举例来说，“我在乡村当老师”板块聚
焦全国优秀乡村教师及校长典型，通过深
入农村蹲点采访的形式，记录并还原乡村
教师的真实状态。一边是梦想中城市的繁
华生活，一边是条件艰苦的农村教学工作，
一批年轻人想都没想都选择了后者。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他们愿意成为一
束光，照亮农村娃前行的路。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青年说》栏目一方面客观记录他们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提
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和机会。“乡村教育者
手记”板块就是在这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2021年底，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义
务教育领域“我为群众办实事”新闻发布会
上就曾指出，“十四五”期间，山东将主要以
乡村学校为重点，不断提高城乡学校办学
条件优质均衡水平。

办好乡村教育关键靠教师。为留住农
村老师，从国家到地方出台了系列文件，将
职称评审、工资待遇、生活补助等政策向农
村学校倾斜，这让乡村教育工作者得到了
重视和应有的尊重，提振了信心。

《青年说》栏目策划推出的“乡村教育
者手记”，聚焦山东乡村教师家访的所见、
所闻、所感，得到了省内外乡村教师的踊跃
响应，目前已有上千名乡村教师参与其中。
一名乡村教师告诉记者：“农村学校在教育
的大舞台中往往是以配角存在，这一策划
让乡村校长和老师秒变主角，站在了舞台
中央。每一位扎根乡村的教育工作者都应
该被看见，感恩发现。”

其实，对乡村教师而言，《青年说》栏目
刊出的“乡村教育者手记”更像是一场爱心
接力，校长间、老师间相互鼓励学习，共同
为更有温度的农村教育努力着，而这也正
是当下教育乐见的情景。

为凝心聚力树典型，助力乡村教育先
行区建设，2021年12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青年说》栏目联合山东省教育厅教师处
共同推出的“我在乡村当老师”新闻栏目，
仍将继续采访报道乡村教育工作者典型事
迹，向扎根各地的全国乡村教师致敬。

如果您身边有了不起的教师典型，
欢迎将人物线索(须备注姓名、简介、所
在学校、联系方式)
发 送 至 邮 箱 ：
q l w b y d d x @
126 .com。收到线索
后 ，如 果 人 物 符 合

《青年说》栏目的定
位及要求，记者会尽
快与您联系。

“青年人说，说给青年人听。”
喊出这个响亮口号的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青年说》栏目已
经走过了两个年头。这一档以聚
焦青年群体，兼顾社会热点及突
发事件的新闻专栏，在走进上百
个新闻现场之后，记录下了一个
个平凡群体以及他们映射下的
时代脉动。

眼下，山东高考录取仍在进
行中。高考生在升入普通本科或
高职院校之后，如果发现身边有
了不起的老师或同学典型，可拨
打0531-85193562提供线索，也可
以与《青年说》官方邮箱qlwbyddx
@126 .com联系。

扫码看《青年说》

湘潭大学自动化与电子信息学院“三

下乡”调研团团队成员对祁东县黄花菜的

翻晒环节进行调研。

《青年说》栏目专访过的“齐

鲁最美大学生”李欣霏(右一)，坐

在轮椅上的她帮助几十个脊髓

损伤病友实现自理、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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