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关注四
位文化、科技、工业、农业领域的出彩青年。他们是红色博

物馆里的画手、中科院庐山植物园的博士、获得全国
技能大赛冠军的飞机维修工、回乡种植彩色水

稻的特种兵。在红、绿、蓝、金的多彩色系
里，他们书写着有趣味、有创意的

青春诗篇。他们身上既有强
烈的个性色彩，又折射

出鲜明的时代
光芒。

“陈记者，你总算来了，
我只有半天采访时间啊，咱们

赶紧开始吧！”4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0分许，航空工业洪都试飞站外勤机
械工熊岑辉刚与记者见面，便催促起
来：“现在时间真的不够用啊！”

去年 12 月荣获第一届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金牌之后，熊
岑辉就直接入选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飞机维修集训队。“集训队里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尖子选手，只有通过层层
选拔，才能胜出。”熊岑辉有点着急地
说着。

2019 年 3 月，熊岑辉进入洪都公
司实习，仅用两年时间就直上竿头。
入职第一年，他获得全国职业院校飞
机发动机拆装调试团体二等奖、首届
赣鄱工匠赛飞机维修项目第二名；第
二年，他夺得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飞
机维修项目江西赛区第一名，荣获“江
西省技术能手”“江西省青年岗位能
手”称号。

能有如此骄人的成绩，与他儿时
爱动手“搞破坏”有关。家里电视机、
收音机的“奥妙”常常引发他的好奇，
但农家孩子不敢对家里“大件”随便

“开刀”，而是经常从外面淘些废弃的
电器，拆卸、组装、调试。那次把收音
机修好的小成就，让他对机器有了特
殊感情，也牵引着他找寻自己的方向。

“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打篮球，二
是把玩零部件。”与熊岑辉一同考入江
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又一起被招进
洪都公司的陈福增这样介绍。2016

年，他自从参加了学校飞机维修集训
班之后，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集训
基地——飞机房。“在机器面前一站就
是几个小时，这是不是有点‘铁人’的
感觉？！”陈福增调侃道。

最“奇葩”的是，熊岑辉通过一次
“打铁”比赛就拿到了钣金工高级技工
证书。在 2018 年的一次飞机钣金大
赛上，比赛题目是将一根长条直角料
改成S型，且要一体成型。从直角到S
型，考验的不仅是力量，更是精准的耐
力。在近三个小时的抡锤中，身为技
校学生的熊岑辉，做到了每一锤间隔
时间几乎相同、敲击力度基本一致。
他交上的“答卷”受力均匀、成型流畅。

“别小看这个高级技工证书，有的
人需要参加工作三年之后才有资格考
呢。”邱继华对徒弟熊岑辉的动手能力
相当认可，不过，他也语重心长地指
出：“作为L15高教练机翱翔蓝天的最
后一环，要为发动机试车，进行飞机故
障排除等，这不仅需要手上功夫，更需
要稳定的性格。岑辉性子急了点，还
需要再磨炼。”

磨炼，有时就是磕磕碰碰，难免伤
及手指。在机械拆装练习中，熊岑辉
为了练习在狭小空间打铆钉，经常缩
在一个狭窄的、只容一只手进入的小
角落训练，稍不留神就打到手指，有时
鲜血直流。但他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一个不行打十个，十个不行打一百
个，直至得心应手。“这就跟打铁锅一
样，三万六千锤，少一锤都不行。你糊
弄它，它就糊弄你。当手与工具形成

一体时，才算刚刚入门。飞机维修事
关飞行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熊岑
辉老练地感慨道。

磨炼，有时是大赛前每天十小时
以上与冰冷的机器对话，而他却乐在
其中。第一次接触活塞发动机和涡桨
发动机，他兴奋得眼睛都不眨。他一
边欣赏着机器的结构之美，一边牢记
着拆装顺序和规范，零部件摆放得整
整齐齐，像仪仗队一样。

磨炼，有时是训练已经达到身心
的临界点，甚至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但
仍在坚持。记得在参加国家比赛前
夕，由于训练效率和效果直线下降，以
至在一次训练中无法达标，他开始怀
疑自己的能力。是教练与他促膝长
谈，才让他第二天“满血复活”。

“每参加一次大赛都是磨炼，每跨
过一道坎都是胜利。每次看到L15高
教练机翱翔蓝天，我心里都无比激动，
这是每个男孩都有的梦想吧！”熊岑辉
不无骄傲地说。

作为试飞站外勤机械工，从检查、
维修、故障排除、消除隐患到部件安装
及修复，需要不断调整姿势呼吸和工
作心态，在周而复始的“打磨”中，他都
在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今年年初，24
岁的他迎来“高光时刻”——获评中航
集团2020年度“航空工业风云人物”。

收获诸多殊荣，他没有沾沾自喜，
而是把责任扛在肩头，专心、专注投入
到集训中，做到既往不恋、当下不杂、
未来不乱，或许，这就是工匠精神，就
是那未来的蓝天战鹰“大夫”。

来江西，上庐山，研究庐山麻皮
土豆，对 38 岁的于德水来说，一切都
是缘分。中科院庐山植物园犹如一
块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科技人
才，其中，就有原本在外省高校任教
的于德水博士。

研究庐山麻皮土豆，是于德水深
思熟虑的选择。一是结合所学专
业。他的研究方向是植物与微生物
互作。二是结合当地特色。庐山麻
皮土豆是庐山地区久负盛名的特产，
受种植区域限制，价格堪比牛肉，供
不应求。利用所学，找出其中奥妙，
让它的种植不受限于特定区域，助力
当地产业发展，这是他的目标。

谷雨时节，记者上到庐山，见到
了这位致力于探索植物生长奥秘的
青年科技工作者。他个头不高，敦实
健壮，皮肤黝黑。

“走！我们先去地里看看。”在猕
猴桃园的一分半试验田里，松软的泥
土中，庐山麻皮土豆已抽出新叶，叶
子绿油油的，看起来很精神。

“生长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内生菌
多样性的改变，进而对土豆的代谢途
径产生影响，使得薯块外观形态和营
养成分发生变化。目前我们要利用
内生菌改造土豆以及其它作物提供
理论基础和内生菌资源。”他小心翼
翼地挪动着脚，生怕踩到土豆苗，发
现杂草便立刻蹲下拔除。

看完试验田，我们又去实验室。
“为了提高研究效率，有些步骤我们

是同时进行的，比如在不同条件下分
别种植庐山麻皮土豆和培养无菌
苗。”每个 10 厘米左右的玻璃培养瓶
里，都装着2厘米左右厚的MS固体培
养基，上边生长着一株幼苗，很嫩，只
有大头针粗细。

除了专业知识，他还幽默地向记
者讲了些“小花絮”。“庐山麻皮土豆
耐煮、味鲜，庐山人喜欢用它炖肉
吃！是一道上等的招牌菜。讲个趣
事，有次我宿舍进了老鼠，屋里放着
的普通土豆和庐山麻皮土豆都没幸
免，但是，普通土豆只被啃了一两口，
而庐山麻皮土豆却被吃得没剩多少，
哈哈！”

常人看来，科研高深枯燥，但于
德水认为，科研的过程就像闯关，一
环接一环地解决问题，积累经验，解
决到最后，成果出来的那一刻，可以
让人觉得前面遇到的挫折都是值得
的。就拿培养无菌苗来说，他起初拿
薯块做材料，但由于气候等多种原
因，效果不佳。看着玻璃培养瓶里的
幼苗基本上被霉菌覆盖，很是郁闷。
但他决不放弃！最终，用茎段达到了
预期效果。

随着交流的深入，这位绿色奥秘
的“翻译者”展露出文艺的一面。他
爱读苏轼的诗词，欣赏苏轼的豁达。
他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
传》里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一直
在脑海里萦绕。“做科研，得从容不
迫，心怀家国。”他对科研的热爱，甚

至能在孩子的名字里找到踪迹，大儿
子单名一个“禾”字，小名叫“大麦”，
因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做的是与
大麦相关的研究。

面对科研和生活的压力，他一路
走来，内心也有过挣扎。“前几年春节
回河南农村老家，有的长辈不太理解
我做的事，说白瞎了这么高的文凭，
转一圈又回地里去了，挣的钱还没外
出打工的多。哈哈，我觉得吧，一个
人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他挣多少钱，而
是他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在于德水眼里，小土豆蕴藏着大
世界。“土豆是除玉米、小麦、水稻之
后的第四大粮食作物。我国已于
2015 年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
研究内生菌多样性对土豆品质的影
响，将有可能提供一条生物安全、民
众接受度高的方案来提高土豆品质
和产量，进而缓解由人口增长带来的
粮食和环境压力。”

因为研究庐山麻皮土豆，他对庐
山的感情也与日俱增。中科院庐山
植物园三位创始人献身科学、报效祖
国、艰苦创业、以园为家的精神，在他
心中的镌痕越来越深，激励着他勇往
直前。“科技并不‘高冷’，它会释放温
暖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工作
者扮演着‘翻译’的角色。我也在努
力，成为一个好‘翻译’。”于德水的眼
里，闪烁着笃定的光芒。

（压题图设计：风无影）

“突突突……”在奉新县宋埠镇
宋埠村见到宋敏时，他正驾驶着拖拉
机，忙着春耕，新翻的泥土黑黝黝的，
一片喜人景象。

“李记者，小心脚下！刚下过雨，
地里湿滑。”见到记者，宋敏熄了火，从
一人多高的拖拉机上一跃而下，快步
来到记者面前，动作敏捷、一气呵成，
显露出特种兵的身手。眼前的小伙子
1993 年出生，一米七零左右的个头，
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阳光又帅气。

2013 年从武警北京某部退役后，
宋敏在外企工作了三年。2016年，他
返乡承包田地，做起了“新农人”。

“刚开始亲人朋友都不太理解，好
不容易离开农村了，为什么放着城里
的工作不要，却跑回家种地？”宋敏快
人快语，他说，改变源自一次支教。

2015 年，他到甘肃天水支教。在
大西北的辽阔土地上，孩子们天真烂
漫笑脸与贫瘠生活形成的强烈对比，
深深地触动着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
限的，要想帮助更多的人，就需要更大
的能量，所以我决定创业！”谈及创业
为什么选择农业，他坦言，返乡是他深
思熟虑后的选择，他觉得年轻人既要
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农村天地
广阔，是青年可以大展拳脚的沃土。

经过他的多番劝说，父亲划拨了
50 亩地给他做“实验田”。二十岁出
头的宋敏，卷起裤腿当起了农民，但
他，要做一个与父辈们不一样的农民。

他多方筹措资金，买来了本村第

一台大型拖拉机、第一台联合收割机
以及第一架植保无人机，还配齐了其
它农业机械。“种地，一年只有一次机
会，既然选择了，就要好好干，就要力
争干好！”于是，他一头扎进了田里，每
天研究、记录、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
用心学习、潜心研究，不懂的就向农业
专家或乡土专家请教。水稻种植期
内，他坚持不使用一滴农药、一粒化
肥，让农作物回归最本质的状态，他还
开垦出三块试验田，试种彩色水稻。

转眼，丰收的季节到了，田野里金
色、绿色、黑色、紫色的稻叶随风摇摆，
远远望去，色彩斑斓，空气里弥漫着熟
透的稻香味。联合收割机在田野里穿
梭往来，纵横驰骋，彩色水稻加上现代
化农业操作，引得村民们前来围观。

“第一年就成功了，而且收入不
错。”他笑着说，彩色水稻的零售价格，
达到了50元一斤。第二年，他扩大种
植面积到600亩，不但加种了向日葵、
有机玉米等作物，还养殖了土鸡、土
鸭、龙虾、山羊……搞起了集科研、休
闲、观赏为一体的综合性农场。第三
年，他在稻田里玩起了花样，用水稻为
颜料，在大地上作画。

2019年，他用绿色和黄色两种水
稻品种，种出了占地 4000 平方米的

“70”字样和五个五角星的大幅图案，
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他还特意在两
幅图案之间拉出一条写有“青春之我，
创青春中国”字样的大红横幅。一时
间，稻田成了美景，成了拍照打卡地。

“年轻人搞农业，果然有一套。”
“种地不但赚了钱，还种出个景点
来。”……大家对宋敏刮目相看。然
而，让人们吃惊的远不止于此，宋敏的
奉新县北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年销
售额达200余万元，吸引了6名本科大
学生扎根农村，还解决了10余名贫困
户就业。今年，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
小目标，“希望种出来的水稻，能成为
县里水稻的产品质量标准，同时能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返乡，我们共同为乡
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已经设
计好稻田画的图案，下一步将按照图
案把彩色水稻种下去，到秋天时，稻田
里又会长出一幅美丽的画作了。”说话
间，宋敏领着记者来到了宋埠村村级
团员青年合作社。合作社里学习室、
阅览室、工作室、直播间，一应俱全，

“别小看这个合作社，成立以来，已为
村里的年轻人做了不少事。”

作为团县委团青社的社长，宋敏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做优秀青年带头
人。他当选为共青团十八大代表、成
立了“农村青年创业联盟”、建立了县
级农村青年人才库、发起了服务农村
老人的志愿服务活动，还定期组织县
单身青年相亲联谊活动……

“这么多工作、这么多身份，忙得
过来吗？”记者问。“忙并快乐着！”宋敏
说，年轻人要有使命感，要不负青春、不
负时代，“我曾经是部队里的特种兵，如
今我要做乡村振兴的‘特种兵’！”

暮春四月，一早的南昌市中山路
人头攒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门
口，前来参观的游客早已排起长龙。

“久等了！”28岁的李俊超快步向记者
走来，此前他刚结束一场讲解。

2018 年，在成都毕业并工作三年
后，李俊超决定回家乡南昌发展。那
次在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他被八一
精神和纪念馆人气爆棚的氛围深深吸
引。听说馆里正在招募志愿者，他当
即报了名。

“我是学美术的，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希望借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义务
讲解、引导服务……李俊超一做就是
半年。2019年，得知纪念馆招聘讲解
员，他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一轮笔试、面试下来，景观设计专
业毕业的他因专业特长，进入八一起
义纪念馆宣教科，成了一名讲解员。

从志愿者到讲解员，李俊超感受
到了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八一馆是南
昌的宣传名片，讲解员又是纪念馆的
窗口，对我来说，要讲好红色故事自然
会有压力。”那段时间，非科班出身的
他坚持每天学习，时常向有经验的同
事请教。“每次讲解完，当有观众鼓掌
时，我心里都会有点小激动，蛮有成就
感的。”李俊超娓娓道来。

因为有专业特长，他在讲解之余
还承担了美术设计工作。在他的画笔
下，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全新 IP——“小
军”，在去年横空出世。

2020 年初，纪念馆因新冠肺炎疫
情闭馆。除了每周到馆值班一次，他
和同事们都“转战”线上工作和交流。
他的绘画禀赋，在 2 月底的一次线上
碰撞中被激发。

“能否做一个体现咱们八一馆特
色的卡通形象，通过海报形式科普疫
情防控的知识以及复工复产的注意事
项？”“好啊！用美术形式来宣传八一
精神，我会努力画好的。”李俊超爽快
地答复了领导。

那段时间，他一边拿着画笔构思，
一边在网上搜集素材，遇上值班，就背
着电子绘图板和画纸到办公室，一个
人安安静静地创作。正确戴口罩、开
窗通风、勤洗手，一个穿军装的卡通小
人在他心中逐渐丰满起来……

历经八天的构思创作，他怀着一
丝小兴奋和些许忐忑，将八幅以复工
疫情预防为主题的红军形象动漫图片
发给了主任。没想到仅仅一两分钟
后，就收到了“很好”的回复。“我当时
心里长舒了一口气，好开心啊！”李俊
超愉快地回忆道。让他没想到的是，
主任当晚就写作编辑了文字部分，并
为动漫形象取名“小军”。

在学雷锋纪念日当天，以《复
工？别怕，活雷锋小军来啦！》为标
题，“小军”亮相在纪念馆官方微信公
众号和官方微博上，同时还推出了以
八张动漫图片为主要内容的新媒体
作品。由于形象活泼可爱、帅气十
足，“小军”甫一出场，就得到了粉丝
们的热情点赞。

“继续加油画，争取把小军打造成
咱们馆的头号 IP。”主任的鼓励，让他
信心满满。

此后，几乎每半个月他就会创作
一期“小军”系列漫画，在纪念馆“双
微”推送。“小军”身在二十四节气中，

“小军”动在社会热点里……“小军”的
军装，也从最初的红军军服丰富到了

国民革命军、八
路军、早期解放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等不同
军服形象。“为了体现八一
馆特色，戴红领巾的国民革命
军‘小军’最多。”李俊超笑着说。

青少年是红色教育的重点群体，
也是八一起义纪念馆的主要参观人
群。随着“小军”被越来越多游客熟
知，纪念馆顺势推出书签、小人等“小
军”系列文创产品，在馆内销售。由于
价格亲民、英姿飒爽、小巧可人，“小
军”很快成为中小学生的最爱，某个产
品被卖断货是常事。

有一回路过馆内文创店时，他看
到有小孩吵着要买“小军”系列小人。

“那一刻真是很高兴，没想到能被小朋
友们这么喜欢！”李俊超露出自豪的笑
容。

他说，“小游客”年龄小，参观一次
也许难以留下深刻印象，对八一精神
也很难理解透彻，但通过“小军”系列
卡通产品这个小媒介，能给少年儿童
留下生动有趣的记忆，激发他们对革
命历史的探知欲，有利于八一精神的
宣传与传承。

如今，李俊超创作的“小军”系列
漫画已近百张，“小军”的形象也愈加
生动饱满。他心中已有新目标：“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理解，将八一精神
更多融入今后‘小军’的创作，画出更
多更受游客喜爱的‘小军’，向建党一
百周年献礼。”

走出八一起义纪念馆，“小军”与
李俊超的形象不自觉地在记者脑中渐
渐重叠起来。李俊超，不就是红色展
馆里的“帅小军”吗？

蓝天战鹰的“新大夫”
本报记者 陈化先 文/图

红色展馆的“帅小军”
本报记者 卞 晔 文/图

绿色奥秘的“翻译者”
本报记者 齐美煜 文/图

金色稻田的“特种兵”
本报记者 李 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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