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昂

1 月 19 日，微博账号“四川文旅”发布了

一条消息，“1 月 20 日至 21 日，鄂伦春族人空

降剑门关，为你送上来自远古的神秘祝福！

速来近距离感受鄂伦春族的魅力吧！”这一活

动是为了促进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全

国，而陪伴鄂伦春族人来到剑门关的，是一位

北京小伙子，叫李京阳。

在抖音平台上，李京阳的网名是“少年星

期八”，他关于鄂伦春族的视频获得大量网友

点赞，其中一组视频就叫《第9169个鄂伦春的

孩子》，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

年鉴2021》显示，鄂伦春族人口共有9168人。

“以天为单位”的赛跑

今年，是李京阳从事鄂伦春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第 9个年头。他出生于

1987 年，原本是一个年收入百万的知名摄影

师，拍摄内容多偏重商业，曾与国内多名知名

艺人和世界知名奢侈品品牌合作过，在 30岁

以前，他去过 30多个国家，去非洲拍尼罗河，

去夏威夷拍火山……

2015 年，李京阳原本计划去非洲徒步，

后来因妻子怀孕留在了国内，他接到了一份

纪录片的拍摄邀请，为鄂伦春族拍摄非遗纪

录片，于是他北上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

伦春自治旗。

鄂伦春自治旗的官方网站上，是这样介

绍鄂伦春族历史的：“鄂伦春”是本民族自称，

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使用驯鹿的人”，一种是

“山岭上的人”，黑龙江流域是鄂伦春族的历

史摇篮。“过去，他们依靠一匹马、一杆枪、一

只猎犬，一年四季追赶着樟狍、野鹿，游猎在

辽阔的林海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现在，这样的狩猎生活早已不存在了。

在 20世纪 50年代，鄂伦春族响应号召下山定

居，1996 年，鄂伦春自治旗全面禁猎。这就

意味着熟悉过往林海游猎生活的，往往是上

了岁数的老年人。尽管鄂伦春族有自己的语

言，但没有文字，鄂伦春族的文化和历史，许

多都藏在鄂伦春族老人的记忆中。李京阳的

工作，是记录下老人的口述史和独特的手工

艺制品，留下历史档案。

当李京阳投入拍摄时，他发现这是一项

与时间赛跑的工作，“以天为单位”。这是因

为，老人们有的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前一年

还侃侃而谈，第二年已经认不出我了。”有的

则突然离世，有时一门手艺拍摄到一半，朝夕

相处的老工匠就去世了。

既要记录也要传播

鄂伦春族老人是“活的历史”。老人的离

世，意味着他头脑中那部分尚未转换成文字

和图像的人文历史记忆，永远消失。而由于

鄂伦春族人口较少，一位熟悉历史文化和传

统技艺的老人的去世，则可能意味着一种或

多种传统文化因子就此消失。

从最开始每年一两个月，到后来每年超

过 10个月和鄂伦春人待在一起，在山中走访

拍摄，李京阳的工作和生活彻底改变了。他

放弃了在北京的业务，扎进了鄂伦春族聚居

地。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

我们常说要以史为镜，我们不仅要向前看，还

要回头看。”

李京阳在当地租了房子，还组织了小团

队，专门记录鄂伦春老人的生活和鄂伦春的

文化。他的爷爷从他小时候就教育他：“这世

上有很多比挣钱更重要的事。”

今年，是李京阳从事鄂伦春文化记录的

第 9个年份，从最初的短期小住，到现在长期

在当地租房居住，他对鄂伦春人的文化和生

活，已经从最初的了解、熟悉到如今的逐步融

入。在拍摄时，李京阳跟在老人身边，记录下

他们的生活以及口述历史。有一次，一位老

人说自己没去过电影院，李京阳带老人去看

了电影，还玩了抓娃娃机，老人笑得合不拢

嘴。久而久之，鄂伦春的老人也将他当作自

己人，称他是“鄂伦春人寄养在北京的孩子”。

以手工制作孢皮衣为例，掌握这项工艺

的老人，有的已过八旬，虽然被列入了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随着时间流逝，最

终，人们可能只能在博物馆内看到成品。李

京阳觉得，要让更多人看见文化遗产，才能让

这些遗产真正“活起来”，而不是仅仅变成博

物馆内的冰冷陈设。

既要做记录者，也要做传播者。有人建

议李京阳将视频传到网络平台上，让更多人

看到。

与大自然的亲近感

在抖音平台上，来自鄂伦春旗的内淑梅

老人，被网友称为“小花鹿奶奶”。她在录制

吟唱森林之音的视频时，郑重地戴上了全部

的饰品——13 个手镯，6 个铃铛和 3 条项链。

她 大 笑 着 ，说 自 己 快 80 岁 了 ，像 个“ 小 花

鹿”。一则高赞评论称，“仿佛看到了这个民

族与大自然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这种对自然的敬重和亲近感，也让李京

阳十分敬佩，曾有老人告诉他：“你在森林里

晚上小一点声，因为小草和小树也是要休息

的，不要打扰到它们。”

“天上有太阳、月亮还有星星，在森林里

到处都有……”“小花鹿奶奶”高亢圆润、略带

颤音的歌声，得到了网友们的点赞，有网友评

价“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鄂伦春族民歌

又称鄂伦春族赞达仁，“赞达仁”即鄂伦春语

“山歌”之意，这种音乐弥补了鄂伦春族没有

文字记载历史的遗憾，以艺术形式呈现了鄂

伦春族原始狩猎的图景，2008 年入选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李京阳的网名叫“少年星期八”，“星期

八”意为每周多一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很满意自己现在的情况，通过记录和传播

鄂伦春文化，了解与回归自然。他还记得自

己刚开始记录时，好奇鄂伦春人过去如何在

森林里生活，后来李京阳发现，整个森林都是

鄂伦春人的“家”，他们像善待自己的家一样

善待森林，在鄂伦春人看来，人类也要遵守森

林的规矩。

视频火了以后，李京阳想给一些非遗传

承人开设网络账号，帮助他们拍摄和运营，在

他看来，这不仅能让老手艺人们获得更多社

会关注，也能吸引更多人选择传承这些手

艺。他还希望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人了解

鄂伦春文化，了解鄂伦春人是如何看待森林，

看待自然的，而这，于今天的现代生活，依然

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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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80 后李京阳长期在鄂伦春族聚居地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传播——

鄂伦春人寄养在北京的孩子
阅 读 提 示

李京阳的网名是“少年星期八”，他关于鄂伦春族的视频获得大量网友点赞，其中一

组视频就叫《第 9169个鄂伦春的孩子》。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张涛

冬日清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

拉尔市十一团花桥镇十三连万亩耕地的边

缘，以胡杨、沙枣树、新疆杨为主的百万株人

工林木，在沙漠边缘铺开，守护着良田。从空

中鸟瞰，林带由南向北延伸百余公里，一边是

漫漫沙丘，一边是阡陌交错的绿地良田，这条

“绿色长城”几乎全部是由人工种植而成。这

仅仅是著名的“三五九”生态防护林的一角。

6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戈壁。如

今历经三代兵团人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建起了一座绿洲新

城。目前，第一师阿拉尔市林地保有量已达

222 万亩，占全师土地面积的 22%，森林面积

达 229.8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19.3%。

植树无名英雄

兵团人不缺英雄，但这里也诞生了无数

植树的无名英雄。

十一团花桥镇十三连，从建连的那一

天起，40 多位职工用近 20 年时间，在 30 公

里长的沙漠边缘种下 1 公里宽的绿带。同

样，十二团塔南镇十二连，30 年来，不但种

出了万亩林地，而且在沙漠盐碱地里开垦

出万亩良田。

“治沙护林已经成为我一生的事业。我

退休了，儿孙辈也会继续干下去。”从事护林

工作已有 10 余年的十二团塔南镇护林员李

健军说。

兵团第三代人、十一团花桥镇护林员夏万

林，10多年来累计巡护里程近 7万公里，栽种

树木上万棵，养护林带数万亩。他爱林、护林，

全年有一大半时间吃住在生态林里，多年的坚

守，他的管辖区没有发生过一起毁林事件。

践行科学造绿

夏万林走出校园就成为一名护林员，他

说：“治沙造林不能蛮干，得依靠科学技术。

老一辈人种树治沙靠斗志，我们这代需要科

技的力量。”

1993 年出生的他从小便见识到了沙尘

暴的可怕，“那时也没那么多防风林，刮起沙

尘暴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出门。”风沙灾害是

团场职工最恼火的灾害，“父辈们年年种树，

种了死一部分，再种，就是这么‘硬气’。”

各种条件的制约，第一代兵团不得不以

人力治沙，但现在不一样了。“治沙的核心就

是管得住沙，种得活树，用得好水。”夏万林

说。这十几年，他栽种树木上万棵，养护林带

数万亩，成活率 90%以上，得益于滴灌的使

用、抗盐碱树种的采用等一系列科学造林、造

绿技术。

近年来，第一师阿拉尔市林草局先后与

科研机构合作，围绕塔克拉玛干北缘综合治

理等课题，进行开发研究。

当地累计投入资金 30 余亿元，实施“三

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塔里木河流域生

态保护等工程，新种植四翅滨藜、梭梭、沙拐

枣等抗碱耐旱灌木林 8万亩。完成造林退化

林修复、封沙育林、防沙治沙、草原生态修复、

退耕还林工程共计 100 余万亩，在大漠边缘

正形成大片森林。

治理与恢复

十一团花桥镇十三连，这个离沙漠最近

的连队，目之所及，几乎看不到裸露的沙地，

绿色之间，隐约有野生动物踪迹显现。

“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态脆弱、水资源匮

乏，我们采用‘乔灌草结合，以灌为主’的耐旱

耐盐碱植物配置模式，才能更大程度地恢复

绿色原生态。”全国防沙治沙标兵、十一团农

业发展服务中心农艺师谢小云介绍。这些年

来，第一师阿拉尔市采取科学节水措施，推广

乔灌草栽培新技术，并结合机械补播、飞播、

育苗移栽、扦插、沙障等方式，进行沙漠生态

综合治理。“要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用现

代科学治沙技术系统治理，久久为功，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谢小云说。

阿拉尔市三五九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十

一团花桥镇灌溉服务部负责人宋明江表示，

无论是天然林还是人工林，如果不想办法提

升它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风沙还会继续侵

袭城市和农田。“治沙不是为了把沙漠消灭

掉，更重要的是恢复其植被。”

目前，多个沙漠边缘团场的沙漠生态补

水工作，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的大力

支持下，已进行了 3 年。补水让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生态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胡杨及

野生灌木等植被长势明显好转，野鸭等飞禽

数量明显增加。特别是近两年，大流量、按季

度补水已成为常态化。

民 声G

“学琴的人消失了”
这个结论不要乱下

肖哲

近来有一种观点，称“学琴的人消失了”，大意是钢琴

不好卖了，学琴的人也少了。佐证这一观点的，是有的钢

琴相关企业财报不佳，以及有人目测部分小培训机构客

源不旺。

但是，这两个情况，真的能说明“学琴的人消失了”，

以至于对行业持悲观态度么？非也。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钢

琴保有量在持续上升，加之钢琴的使用周期很长，二手钢

琴市场以及钢琴租赁市场在近几年也活跃起来，消费者

不再只注重购买新琴，而是根据自身需要有的放矢地消

费。另外，随着国产钢琴的崛起，以及消费者消费日益理

性化，国产钢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产业结构

和销售模式都在日益优化，这都会对一时的新琴销售数

字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仅以一两家企业公布的

财报，不足以支撑所谓“学琴的人消失了”判断，而要从行

业整体调整优化来看待当下的情况。

卖琴如此，学琴亦然。随着相关行业监管的加强，艺

术培训行业也在不断洗牌和优化，过去“小散乱”的草莽

式经营和扩张模式不再适用，经过行业洗牌后，相关培训

机构的培训能力更加专业化，资金监管力度也在加强。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随着育儿观点的变化，许多家长

不再以功利化的心态让孩子学琴，而是更注重美育，不再

是一窝蜂地学钢琴，而是注重音乐素质的培养，包括小提

琴、大提琴、长笛、黑管等在内的各类乐器，正在得到认

可，声乐、舞蹈等音乐培训项目也受到欢迎，行业整体还

是呈向上态势。即便回到钢琴本身，有影响力的赛事的

参赛者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而且水平还在提升。

正因如此，“学琴的人消失了”这个结论，还是不要乱

下了。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用琴的人和学乐器的

人都没有消失，而是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阿拉尔市，林地保有量已达 222万亩

三代兵团人接续筑起“绿色长城”

应救尽救探索儿童康复之路
1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康复师正在帮助儿童进行康复训

练。该中心近三年累计为1000余人次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服务。近年来，包头市不断完
善制度，实现应救尽救，着力满足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需求。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实现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

居家养老的有机融合

北京持续照料养老社区开园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日前，记者从北京

市 首 个 国 有 企 业 自 有 自 持 自 建 自 营 的

CCRC（持续照料养老社区）项目开园仪式暨

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服务论坛上获悉，该项目

在全面嵌入适老化细节的同时，融入属地文

化元素，构建京韵文化生活社区空间。

据悉，该社区提供自理、介助、介护的居

住设施和服务，一期建有开间、一室一厅、两

室一厅养老公寓共计 297 套，养老照料中心

照护床位 230 张，可以容纳 1000 余人居住

其中。

据介绍，北京市西城区与房山区协同合

作了首个综合型养老社区项目恒煦·满园。

该项目位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项目由 5 栋

建筑围合形成 6大空间，占地面积近 2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 6.6万平方米。

该项目通过提供一体化服务，有效实

现了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有

机融合，符合国家和北京市养老服务发展

方向。

西城区民政局为该项目授牌，正式认定

其为西城区养老康养基地。作为全市首个建

在大学城里的高品质持续照料养老社区，北

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

年福祉学院认定其为校外实践基地。 专项劳动竞赛为隧道建设再提速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张振宇）为进一步提升隧道施

工管理水平，为工程建设再提速和品牌价值再提升注入强劲

动力，1月 22日，中铁十九局隧道施工掌子面管理专项劳动竞

赛启动仪式在四川省资阳市成渝中线高铁 8标项目部召开。

此次劳动竞赛，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以深化调查研究推

动解决发展难题，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和推动发

展的实际举措。据中铁十九局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丰

兴桥介绍，截至 2023 年底，该集团在建隧道共计 61 座，总长

103.23KM，共计 126 个掌子面，涉及铁路、公路、地铁、水利等

专业领域，近 3年内施工完成 180416洞延米。

兵团“项目学堂”带动职工技能提升
本报讯 为了提升全员综合技能水平，兵团交建公司所

属项目部以学为先、以干为本，营造“崇学、勤学、好学”的良好

氛围，全员学习热情高涨。

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傅与新员工“一对一”结成帮扶对子，

签订师徒帮带协议，通过“传帮带”，让新员工掌握好岗位技

能。他们还开展青年大学习、岗位大练兵、专题培训讲座，在

“理论输入”与“实践输出”的交互学习中全面提升员工综合技

能。目前，各项目部累计举办“项目学堂”培训 90 期，“学习

型项目部”的成效更好地助推项目建设提效。 （金璐）

赤水长沙镇以“竹资源”促群众增收
本报讯 进入冬季以来，位于贵州省赤水市长沙镇石场

村的竹原料切片厂，工人们忙着指挥车辆，一片繁忙景象。“冬

季是伐竹的主要季节，最近切片厂每天都会至少进场 20吨竹

原料。”石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雷辉伦说。

据悉，石场村竹原料切片厂总投全部来自东西部协作项

目资金。自 2023 年 9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加工各类竹子 2000
余吨。近年来，长沙镇立足于自身丰富的竹资源优势，积极探

索展新路径，大力推动当地竹产业发展，以竹促增收，做“竹”

文章。 （刘春）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汇集中小学资源8.8万条
本报北京1月26日电（记者赵昂）记者今天从教育

部获悉，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 1月 29日至 31日在

上海举行。在过去的一年，教育部纵深推进国家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教育强国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

部门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作为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的先手棋和重要抓手，平台资源持续扩容，已汇聚中

小学资源 8.8 万条、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超过 1 万门、

高等教育优质慕课 2.7万门，上线了“2023 年暑期教育研

修”“网络安全宣传教育”等专题资源，拓展服务大厅的留

学服务事项。

据悉，该部还升级“智教中国通行证”，上线统一搜索

引擎，提供点赞、收藏、转发功能，完成适老化和无障碍访

问改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支撑个性化学习、终身化学

习、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教育部门还面向乡村教师开展了国家智

慧教育平台应用培训，增强他们用好平台的意识和能

力。截至 2023年底，平台累计注册用户突破了 1亿人，浏

览量超过 367亿次、访客量达到 25亿人次，数字技术的叠

加、倍增、溢出效应充分显现。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教育部将强

化中小学科普资源建设，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打造了“科学

公开课”，上线了“实验教学精品课”“实验教学说课”“给

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优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