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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稳

晚上 8 点，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准时开

启直播。“能吹哥”仲辉乐手里拿着笛子，身边

还放着二胡、唢呐等。因为会的乐器多，而且

在直播演奏中很卖力，所以粉丝给他取了这

个称呼。其他团员也各有专属称谓。

这支成立于 2008年的乐团，全部由残障

人士组成，他们有的是小儿麻痹症或天灾人

祸导致的肢残，有的是先天失明的盲人，但是

直播间里的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自信阳

光的笑容。身体的残疾并没阻挡他们追逐音

乐的道路。

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北京山水民乐艺术

团有 4 位成员代表残疾人参加开闭幕式演

出。“玉兔”张倩和其他两位兼职演员，参加了

开幕式暖场演出，被粉丝称为“嫦娥”的大提

琴手陈梦静，在冬残奥会闭幕式舞台上，独自

演奏国际残奥委会会歌。

团长刘继东说：“这是属于残疾人演员的

高光时刻，也是乐团的高光时刻，而这个时刻

背后是他们漫长而曲折的坚持。”

从“大锅饭”到自食其力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角、靠近六环路的

一个农家院里，《工人日报》记者见到了这个

乐团。院外，乐团的广告牌下挂着显眼的红

横幅，院子里面有 300多平方米，进门后是一

个靠墙的展示架，上面摆放着乐团参加大小

比赛的荣誉证书、演出照片、奖牌奖杯等。

在院子里，团长刘继东也有自己的专属

称谓，叫“二秋哥”。“二秋哥”因小儿麻痹导致

一条腿残疾，但说起话来幽默风趣。他还记

得，乐团第一次走到大众面前，是在 2019年，

“当时用了 10多种乐器，集体演奏了一曲《西

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这次演出让乐团成

为中国器乐电视大赛中唯一入围的残疾人民

乐团，视频放到网上后获得大量好评。”

提起成立艺术团的初衷，“二秋哥”说，

2008 年，他和“能吹哥”都在北京一所民办大

学当老师，分别担任声乐老师和盲人班班主

任。当时他们与一群喜欢音乐的残障学生参

加了学校组建的乐团，但很多学生反映：“毕

业后想从事音乐，却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甚

至因残疾面临‘毕业即失业’。”

“二秋哥”坦言，不愿眼看学生花了大量时

间精力和金钱学习乐器，毕业后又荒废掉，因

此他与“能吹哥”带着几十个学生，开始创业谋

生之路，“大家有钱一起赚，有苦一起吃”。

只是没想到满腔热血很快被现实浇了冷

水，乐团成立好几个月没业务，工资开不出

来，后来在爱心企业家资助下才勉强维持。

不过好景不长，疫情后很多演出被迫取消，爱

心企业的资助难以为继，乐团再度陷入困境。

痛定思痛后，乐团又开始尝试转型。“二

秋哥”鼓励团员各展所能，开线上直播、做艺

术培训等，增加收入来源。团员们也从靠吃

“大锅饭”到一边参与乐团工作，一边开启自

己的事业，一些团员在直播中有了一定收入。

闪亮背后是多年心酸

因为成员都是残障人士，以前大家去村口

商店买东西，村民们会投来异样眼光，看着他

们一瘸一拐的腿感叹：“小伙子小姑娘这么漂

亮，可惜了。”不过，自从参加冬残奥会的条幅

挂出来后，村民再见到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舞 台 上 的 闪 亮 背 后 是 10 多 年 的“ 蛰

伏”。“玉兔”说起自己学音乐的经历，既感到

幸运也充满心酸。出身农村的她，3 岁时因

小儿麻痹双腿残疾。七八岁时，别的孩子背

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她只能每天“爬着”到

学校附近，隔着一条河，远远看着操场上的学

生做课间操。

在江苏邳州的“希望之家”度过小学和初

中后，“玉兔”又只身到北京求学。2005 年，

“玉兔”从老家来到北京，这时的她经过两次

手术后，已经基本能直立行走。在北京的学

校，“玉兔”边学文化课边学中阮乐器，她也逐

渐喜欢上了这种传统乐器。现在每次直播，

她都会一边演奏曲子，一边介绍中阮文化。

“嫦娥”从学校毕业后，一直留在乐团。

同样腿部残疾的她，2010 年与“能吹哥”因为

音乐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因为喜欢音乐，

并一直坚持留在乐团，我们夫妻可能会开个

按摩店，做针灸推拿，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

活。”“嫦娥”说，如果当初选择另一条路，不可

能有机会站在 2022 年冬残奥会闭幕式的舞

台上演出。现在他们 10多岁的儿子，也每天

生活在乐团，耳濡目染让他也喜欢上了音乐。

乐团成立10多年来，团员来来走走，最初

的几十人只剩下不到10人。但流水的团员，铁

打的“二秋哥”和“能吹哥”。乐团的团员说，他

俩一个像慈母，一个像严父，守护着每个团员。

“身体劳累，心里高兴”

“能吹哥”先天眼盲，大学时学针灸推拿，

但因为喜欢音乐，自学成才，吹拉弹唱样样精

通。“二秋哥”性格乐观、能说会道。两人一个

主内，负责提高乐团技术水平，一个主外，负

责对外联系业务，搭档 10 多年，彼此的信任

和默契让两人亲如兄弟，乐团“家”一样的氛

围，也给了团员们别样的温暖。

“二秋哥”对冬残奥会演出给乐团带来的

热度，既欣喜又冷静。冬残奥会后，乐团今年

的演出邀约已经排到了下半年，各种访问也接

踵而至。但他直言，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现

在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乐团水平，多承接业

务，让团里的残障兄弟姐妹多攒些养老钱。

“二秋哥”也知道，乐团未来还会面临很多

困难，没有业务、发不了工资、交不起房租……

但他相信：“只要坚持，我们的招牌就不会倒

下，团员们就还有继续从事音乐的机会。”

为了扩展收入，工作之余，“玉兔”还收了

几个徒弟，同时她自己也不断拜师学艺。现

在几乎每周她都要步行近 1 公里，到村口公

交站搭乘公交去上课，虽然走在路上稍不留

意就会摔倒，惹来路人的“注目”，但她说，“追

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身体劳累，心里高兴。”

冬残奥会演出之后，由残疾人组成的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境遇开始好转

他们在音乐中成为自己的追光者

本报记者 赵昂

“2015 年，我们相聚在江苏这所普通院

校，专业是不温不火的通信工程……”这则讲

述 4 名普通院校通信工程毕业生去向的视

频，于 5 月 4 日发布于“哔哩哔哩”平台即 B
站，视频上传者即 UP 主名叫“那些无名之

辈”。从 2021 年底，他开始陆续发布类似视

频，以自述形式，讲述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同

一个宿舍内，不同学生毕业后的人生轨迹，受

到欢迎。他发布的第一条视频，“普通 211院

校的 8个理工男，毕业 8年后的生活现状”，已

经有超过 160万次的播放量。

这些都是父母没有经历过的

根据视频的讲述，2015年入学的这 4名通

信工程毕业生，如今毕业三年后重新相聚言

欢。室友 A入职无锡的国企，月薪七八千元；

室友B在基层工作，年薪 10万元，正在备考公

务员；室友 C 先在本校保研，后在南京一所

211院校读博；室友D就是讲述人，当过班长，

后来去西北的一所 211院校读研，现在入职知

名通信类企业，年薪 30万元，但经常加班。

类似的视频，有将近 60 个，每个视频都

是讲述同一院校同一专业毕业生毕业后的不

同人生。院校覆盖范围从北京大学计算机专

业到专科院校机械专业，学历层次从博士到

专科，专业涉及经济、文学、医学、理学、工学、

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门类。通过横向对比这些

真实的毕业生人生经历，观看者可以了解到

不同专业都有哪些奋斗路径。

之所以做这个系列视频，与视频上传者

“那些无名之辈”本身的经历不无关系。他

1990年出生在山东莱阳农村，父亲在外打工，

母亲在家务农。“在那个以‘梨’闻名的县城

里，视野有限，从没有规划过未来。高考报志

愿，也是因为父母打听到有个老乡在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读书，其实，我对学校和专业都一

无所知。”在毕业后，同样是涉世不深，踩了

很多坑，在疫情期间，他有时间总结过去、规

划未来，也自学了短视频编辑。

出生于山东农家的UP主，发现自己过去

的 30年，一直缺少独立思考的习惯，“小时候

还好，听父母的安排，自己把书读好就行。但

长大后，从上高中选文理，到读大学选专业，

再到进社会找工作，这些都是父母没有经历

过的，当他们无法提供有效的指导时，我便跟

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只能靠运气撞出

一条路。”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是这样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无比精彩

2021 年 12 月 2 日，“普通 211 院校的 8 个

理工男，毕业 8年后的生活现状”视频发布，这

则视频有 8.5万个赞，超过 8800次转发，“2009
年，我们宿舍 8 个人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相

遇，所学专业是电子封装，简单来说，就是给

芯片做一层电子封装，当时只有四所知名院

校开设这个专业。”8年之后，作为这个专业第

一批毕业生，而立之年的他们，工作和生活状

况各不相同，也跟着国内芯片行业的发展沉

浮，有的留在陕西，有的南下深圳，有的在研

究所，有的在手机企业，有的在卷烟厂……在

大学里同一起点上的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平

台上寻找着人生的未来。

这条视频发出后，许多学弟学妹私信咨

询，UP 主发现，这些学弟学妹和自己年轻时

一样，与此同时，又恰好有很多毕业多年的

人，跟他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985 院校化学专业的硕士们，毕业 7 年

后，有的外派海外做销售经理，有的在外企做

售前工程师，有的在医疗机械企业做产品经

理；2011 年入学河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同一宿舍的男生，入学时土木专业还正值火

热，有的考上硕士毕业后入职杭州的设计院，

安家杭州，有的上岸江苏老家的事业单位，有

的去日本留学读博，归国后成为师资博士后；

专科院校机械专业的毕业生，有的去了工厂

做机械加工，有的创业开了贸易公司……

这些视频，均来自 B站用户的自发投稿，

他们看过视频后，一方面，觉得这种分享很有

意义，可以启示后来者。另一方面，也将此作

为自己和室友的青春回忆。“在我看来，每个

人的人生都是无比精彩的。自认为平凡的人

生，都可能成为他人前行的光。”“那些无名之

辈”告诉记者。

给迷茫者以启发和鼓励

UP主告诉记者，在视频实际制作过程中，

有的是私信投稿，想到哪说到哪，一句话一段，

连续写了一个多小时后，最后不好意思地表

示，“说得有点乱，请帮忙再整理一下。”有的是

邮件投稿，经历都写在一个文档中，备注：辛苦

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沟通。还

有一些投稿人，工作实在太忙，会发一段语音

给他，他再识别整理出来。

很多投稿人都热心地分享自己的故事。

一位 2016年中医专业毕业的班长，为了让大

家了解中医专业，他收集了同班 25个同学毕

业后的情况；湖北一所普通院校的男生宿舍，

6 个人里有 3 个人留级，他想通过自己的经

历，唤醒大学里堕落的人；还有一个是律师合

伙人，她曾在高中时因青春叛逆辍学，后来幡

然悔悟，自考拿到了本科学历，后来通过了司

法考试，用了 20年完成人生蜕变。

UP主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只能利用工作之

余和节假日制作视频，精力有限，所以每周只能

发布两到三期，但投稿仍然很多，很多人希望通

过自己的奋斗故事，给迷茫中的学弟学妹以启

发和鼓励，“比如一直在求学路上的大别山博士

后，靠读书改变命运的重庆农村95后。”

这些视频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不少中

学教师认为，这种分享非常有教育意义，不仅

帮助尚在校园中的同学开阔了视野，也让学

生们提前了解了各个专业的就业情况。这些

教师把视频分享到了自己的班级群，让他们

提前进行人生规划，“如果同学们都能在年少

青春时，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为之不

顾一切地奋斗终生，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

事情。”

这些视频，讲述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某一个宿舍里，同学们毕业后的人生轨迹，给迷茫的后辈以启发和鼓励

那些“无名之辈”，终将奋斗出未来

这支成立于 2008年的乐团，全部由

残障人士组成，他们有的是小儿麻痹症

或天灾人祸导致的肢残，有的是先天失

明的盲人，但是直播间里的他们，每个

人脸上都挂着自信阳光的笑容。身体

的残疾并没阻挡他们追逐音乐的道路。

阅 读 提 示

母女间的医护传承

民 声G

小区解封后
微信群不妨继续

舒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的小区受到临时性的封控管

控，在此期间，为了服务居民，小区往往组建了微信群。

这些群与过去居民自己所建的群组不同，通常由社区牵

头组建，群内有社区干部、物业人员，有的群里还有社区

民警、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等。可以说，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为应对疫情，沟通和服务数以百计甚至更多原

本素不相识的住户，微信群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小区解封后，原本因封控而组建的微信群如何运

转，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事实上，一个微信群能够将

全楼住户悉数纳入，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从这点来

说，在疫情缓和之后，小区微信群是重要的社区管理和服

务工具，是来之不易的数字资源，不可轻易解散或弃用。

在封控期间，微信群的功能多为发布通知，统计信息，

沟通情况，解决突发情况，那么，解封之后，这些群该怎么

使用，身兼群主的社区管理人员，该在群内扮演何种角色。

微信群与 QQ 群在功能上有很大不同，其双向互动

性更强，任何成员都可以实时发言。居民不仅能够通过

微信群找到社区干部和物业负责人，也可以实时提出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且这些意见和建议，所有住户均可

见，全员均可参与讨论。

也就是说，全员可以参与的线上议事平台，在过去是

少见的，也是社区治理必须要面对的新生事物。而这也给

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居民诉求各异，社区掌握

的资源有限，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但是，如果对居民的线

上发声视而未见或是一言不发，不仅会引发居民不满，而

且容易让矛盾继续上交，可如果轻易表态轻言承诺，一旦

难以及时兑现，也容易将事情激化，同样不妥。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解封之后如何用好小区微信群，

如何通过微信群，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是社区都要直面的一门功课。身兼群主的社区干部，

要当好小区群内的“新闻发言人”，不仅要认真听取居民的

意见和问题，也要及时回应，社区应把小区微信群作为“意

见收集箱”，对于群内成员反映多的问题，要及时立项，协

同有关部门解决。社区还应发挥好微信群“线上议事厅”

的功能，遇到问题怎么处理，不妨听听群众意见。

当然，由于微信群内人人皆可发声，大家难免意见不

同，社区工作也难以保证凡事都面面俱到滴水不漏，要避

免微信群成为“吵架平台”和“牢骚大会”。但也要明白，

避免不同诉求的居民在群内互怼，就要在制定措施和解

决问题时，最大程度地考虑居民的多元诉求，统筹兼顾，

把握平衡，将社区资源发挥出最大效果。

作为兰州新区十周年庆典的标志工程——中川机场 T3
航站楼连接线，由中铁十五局集团一公司承建的第五合同段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目前已完成全部桥面板混凝土浇筑，预
计本月底可实现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赵雪扬 摄

人才公寓让施工不再“灰头土脸”
本报讯 走进中建五局装饰公司洋湖人才公寓项目的工

地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排整齐的蓝白相间的板房，地面干净

不留水渍，围墙被设计成美观的文化墙，生活区内配有阅览

室、篮球场、乒乓球台等文娱设施，丰富了工人业余生活，也为

文明工地创建工作提供保障。

为提升现场施工环境、减轻劳务工友作业强度，洋湖人才

公寓项目实施“三三统一”管理法则，实现在工厂对施工零件

和材料进行预加工，现场组装拼接，提升劳务人员施工效率、

减少施工难度和压力。他们还在工地设置集中加工间，配备

除尘设施，打造“无尘”工地。 （朱一倩）

5月11日，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赵斐斐（前左）和女儿赵琳交谈。

今年 53 岁的赵斐斐是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护士长，
在临床护理岗位工作了 34年。在她的影
响下，女儿赵琳2016年大学毕业之后也选
择了临床护理工作，与母亲在同一所医院
工作。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赵琳将鲜
花送给妈妈，表达对妈妈的爱。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停办护照”“绿卡剪角”传言不实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任沁沁）近期，境外一些媒体

出现我国“停办护照”“对绿卡剪角禁止出境”的假消息。国家移

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13日对记者表示，这些假消息歪曲抹黑我

出入境管理政策，意图干扰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依法、精准、

有效的出入境管理措施，希望广大出入境人员不信谣。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回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实施从严从紧出入境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

解、积极响应，自觉做到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有效降低了出

境染疫、入境带疫风险。各地各级移民管理机构在坚持防疫

安全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出入境管理措施；对出国出境复工复

产复学和经贸、科研、就学等必要活动以及就医、照顾危重病

人等具有紧急人道主义事由的人员，及时受理审批护照证件，

办理出国出境手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正常生产、学习、生活

和必要人员往来的影响；对出国出境参与防疫抗疫、运送救灾

物资和鲜活农产品的人员和交通工具提供加急办证和通关便

利，有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

该新闻发言人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疫

情发展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出国出境染疫风险仍然较大，境内

人员仍需继续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确保个人健康安全，

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战略成果。

国家移民管理局希望广大出入境人员不信谣，遇有出入

境问题，可通过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服务窗口、国家移民管理

局政务网站、微信微博政务新媒体平台或拨打“12367”24 小

时服务热线咨询了解相关政策，准确掌握权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