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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假发颜色自然，佩戴

简单，非常适合追求时尚的年轻

人，现在下单还有专属优惠！”镜

头前，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生余世荣正热情地向观众

介绍着手中的假发产品。她身

后是摆满各式假发的展示架，每

一款假发都是精心挑选的。

这是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与青岛胶州市假发企业合作

开展的实训直播场景。目前，学

校商贸学院正进入实训周，学生

们进进出出布置现场，调整灯光，

测试麦克风，摆放产品。

“我自己平常会买假发片，

所以对这次的项目特别感兴趣，

项目一公布就立马报名了。”余

世荣兴奋地说。她和同学王明

宇、刘璇等几个人在实训周期间

组成了一支直播团队，利用所学

专业技能，协助企业开展线上直

播销售。

实训项目启动之初，他们还

有些忐忑。“我们虽然学了不少

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的知识，但

真正面对镜头，还是头一次。”余

世荣坦言。在企业导师和学校

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们很

快找到了状态，从产品介绍到互动答疑，每一个

环节操作起来越发得心应手。

一旁负责对接本次实训项目的老师法洪亮

说：“企业导师会提供市场反馈，告知哪些产品受

欢迎，哪些需要改进，学生团队则通过直播平台

将这些信息更直观地展示给消费者。这种紧密

的合作，让我们能够更快地调整方向适应市场的

变化，提升教育的实用性和前瞻性。”

关闭设备，摘下麦克风，上午的直播活动告

一段落，团队成员们齐齐凑在电脑前，对着直播

数据继续讨论着。“通过这次实训，我们不仅学到

了很多实用的销售技巧，还深刻感受到了电商直

播的魅力和挑战。”余世荣感慨。她还记得，在一

次直播中，一位观众因为对假发的材质有疑问而

犹豫不决。面对这种情况，她迅速联系企业技术

人员，通过现场演示和详细解释，

最终打消了观众的顾虑，促成了

交易。

余世荣团队的直播间每天平

均吸引超过 3000 名观众观看。随

着互动的深入，订单一个接一个地

涌入。团队中负责运营工作的王

明宇，是学校商贸学院大二的学

生，他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数字，分

析哪款假发卖得最好。如果有产

品在直播间遇冷，就会迅速调整产

品推荐形式和直播间引流策略，销

售额便会开始往上涨。“数据果然

不会说谎！”王明宇兴奋地说。

“收到新的反馈，有人问关于

假发的护理，谁有空回复一下？”

“我看到一个有关退换货服务的咨

询，你能处理一下吗？”刘璇是这支

团队中的客服“高手”，每次有顾客

提问，她都耐心地解答，教大家如

何佩戴假发、护理假发。那些原本

只想随便看看的人，最后都成了她

的忠实粉丝。这些顾客不仅自己

购买产品，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购

买体验，为直播间带来了更多的流

量和潜在客户。直播间里有留言

这样写道：“你们家的服务真好，下

次还来！”同学们的努力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销售额，也换来了用户好评。

“这些学生真行，不仅学得快，还给我们带来

不小的业绩！”青岛冠发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技

术人员孙晓璐在旁观察并指导学生直播销售，看

到学生们的表现，她赞许得连连点头，“我们其实

主要是做外贸出口业务的，学生们通过直播，将

我们的假发产品推向了更多的受众，也给了我们

很多的启发。此次合作实训项目的开展，不仅提

升了我们产品的知名度，也给了这些学生一个宝

贵的实践机会”。

看着学生们在镜头前熟练地展示着商品，一

旁的法洪亮脸上满是欣慰。“学院将持续依托电

商直播这一桥梁，精选胶州本地企业的精品，助

力品牌塑造，在将更多胶州好物推向市场的同

时，也锤炼我们的学生团队。”

实训直播

刘

成

当 曲 河 上 三 代 桥
贺建明

清晨收拾妥当，西藏那曲市安多县多玛

乡六村的加霞搭上邻居的车，准备到县城看

望家人，采买生活用品。

车过多玛乡和雁石坪镇交界的当曲河，

横亘水面的三座不同年代修建的不同材质的

桥，勾起了这位年近七旬老人的回忆。

“日子过得真快呀，我们的生活也像这

河上的桥，变得越来越好。”加霞对同行的一

车人感慨地说：“30 岁前，我去县城的次数一

只手就能数过来，那时没有现在说走就走的

条件。”

不是加霞不愿出门，只因当曲河水汹涌

奔腾，当年过河既没桥也无渡船，只能望河

兴叹。

1987 年 3 月，政府运来铁索、木板等材料

堆在雁石坪镇一侧的河岸，这让两岸牧民兴

奋起来：政府要为他们建一座吊索桥。

时 年 20 岁 的 弟 体 正 处 在 对 一 切 好 奇 、

向往外面世界的年纪，只要有时间他就守在

岸 边 看 技 术 员 们 施 工 建 桥 。“3 月 份 运 来 材

料 ，5 月 份 土 地 解 冻 开 挖 地 基 ，在 河 两 岸 各

建了两根粗壮的水泥柱子。拉两根铁索是

最 费 功 夫 的 ，细 线 带 粗 绳 ，然 后 换 铁 丝 ，再

牵引铁索，最后铺木质桥面，直到 7 月底才

完 工 。”时 过 多 年 ，弟 体 对 当 时 建 桥 的 过 程

仍记忆犹新。

弟体说，建桥那段日子，乡亲们脸上始终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每天都抢着喊技术员到

家里吃饭。“我的汉语就是那时候和汉族技术

员学习的。桥修好后，我牵马驮着行李送他

们回镇上，当时走了 4 天呢。现在，开车用不

到 4 个小时就到了。”

桥梁是跨越障碍的关键，路是连接沟通

的基础。有了吊索桥，虽然走在上面晃晃悠

悠，人惊牛羊怕，但两岸的交流交往还是多

了 起 来 。“ 叔 叔 娶 了 对 面 的 姑 娘 ，姐 姐 嫁 给

了 那 边 的 小 伙 儿 。”雁 石 坪 镇 四 村 村 民 达

瓦说。

加霞说，就这样过了 10 年。1997 年开春，

吊索桥旁政府开始修建钢构桥。桥修好，走

在上面稳稳当当，解放牌卡车也第一次开进

了村子。

“有了钢构桥，生活更方便了，日子越来

越好。”多玛乡六村村民嘎至说，外面时兴的

衣服、炊具，孩子们爱吃的糖果、点心都运进

来了。之前，吊索桥不通车，参加一年一度的

畜产品展销会，只能步行赶着牛羊去现场宰

杀。有了钢构桥，家门口屠宰后用卡车拉着

跑，省时省力。

经济活跃了，收入提升了，生活水平也

日益提高，世代骑马出行的牧民开始陆续购

置 家 用 轿 车 。 出 行 频 繁 ，钢 构 桥 承 载 力 不

足。2013 年夏末，两桥之畔一座两车道的混

凝 土 大 桥 修 建 完 成 ，负 起 了 沟 通 两 岸 的

使命。

“现在，家里有我和老婆照看牲畜。儿

孙都在县城，儿子务工、孙女读书，儿子还在

考驾照准备跑运输做生意。”加霞说，“一座

座桥，一条条路，带我们驶向了通向幸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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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山 南 北 奏 响 青 春 之 歌
覃皓珺

70 年，能否改天换地？屯垦戍边

兴百业，戈壁荒漠变绿洲，一代代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奋斗者们，用无悔的青

春作出了回答。70 年前，伴随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成立，五湖四海万千青年人怀揣梦

想与希望，在当时百废待兴的西北边陲扎下了

根。从一穷二白艰苦奋斗到绿意盎然日新月

异，他们与各民族兄弟姐妹凝心聚力浇灌民族

团结之花，成就了大美新疆的人间奇迹。

如今，越来越多继承兵团精神的青年人正

继往开来，用属于他们的方式，奏响新时代的

青春之歌。

红枣电子乐

“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每一单都是来

自大美新疆的甜蜜⋯⋯”“90 后”新农人赵闫

神采奕奕地直播讲解特色红枣产品，身后是一

片枣树林，以及枣农打包红枣鲜果的忙碌身

影。昆仑山脉下，塔里木河畔，塔克拉玛干沙

漠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十三

团幸福镇坐落于此。当地人都知道，小镇每天

“流量”最大的地方，一定是赵闫直播带货的位

置，而走到枣树下、稻田间介绍家乡特产，就是

她琢磨出来的流量密码。

从直播无人问津、品牌无人知晓，到现在

积累十几万粉丝，每年卖出数千吨家乡红枣，

年销售额超过 3000 万元，带动上百果农增收

致富，赵闫用“红枣+电商”奏出本地电商助农

的“电子乐”。2017 年从澳大利亚返乡创业，

2021 年开启电商直播打造品牌，2024 年作为

青年代表受邀参加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 70 周年大会⋯⋯旁人只看到海归创业带着

乡亲们致富的青春传奇，可她却说，让家乡变

得更好这份愿望由来已久，但创业之旅也并非

一帆风顺。

家乡的红枣又好又甜，却一直卖不出价，

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好，可很多人还是考出去就

不再回来。“从考上大学，再到出国读研、工作，

我梦里总出现家乡的枣林。”随着远行的路越

走越长，赵闫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浓，也开始

思考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2017 年底，赵闫了解到家中果品滞销的

实情。也是在那年夏天，她毅然决定辞职回

国。“国外的月亮没有更圆，故乡才是我们的牵

挂和底气，大家暂时没跟上市场发展的大势，

我回去要帮助大家一起卖。”赵闫说。

创业初期，赵闫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品牌

没名气就靠好口碑攒人气，人少货多就在亲朋

好友家里打包发货⋯⋯群山无言、星月烂漫，

见证了赵闫夜以继日的拼搏。随着经验和信

誉的不断积累，更多的面孔、更多的产品、更广

阔的天地，加入了她的电商助农“电子乐”。不

少当地院校的毕业生和返乡创业者，希望加入

这支青春的团队。“家乡推出了促进电商产业

发展的奖励扶持办法，每年几十万元真金白银

的补助，还提供免费的运营场地，让更多年轻

的梦想生根发芽。过去，他们是家乡变迁的见

证者、受益者，如今，大家都想做家乡的建设

者、宣传者。”赵闫说。

当年的承诺她已然兑现，面向未来，赵闫

的梦想很小，小到一颗枣，甜蜜而简单。可她

又说，她的梦想很大，大到全世界，希望通过电

商平台让全球消费者品尝到家乡特产。

山水民族风

“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哎来

来来，赛呀赛江南⋯⋯”群山巍峨、鸟群悠然，

与永安湖的广袤湖光交织掩映，在“95 后”维

吾尔族姑娘祖丽努尔悠扬的歌声中，汇聚为独

具当地民族风情的生动画卷。作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永安湖生态旅游

区的青年工作人员，土生土长的她，依旧对眼

前风景的山水巨变赞叹不已。

“永安湖的前身是永安坝水库，作为小海

子水库的一部分，寄托着永远安定的寓意。最

初这里是一片荒地，修建水库是为了调蓄水资

源，在兵团垦荒建设中方便灌溉和防洪。”祖丽

努尔介绍，图木舒克市位居天山南麓，既能眺

望巍峨雄壮的昆仑山、帕米尔高原，也能目及

辽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傲然挺立的胡

杨林，除了自然景观外，还有唐王城遗址、土陶

馆等人文景点。然而，在她小时候，如此动人

心魄的风光还鲜为人知，但关于这里的故事却

与她的血脉紧密相系。

永安湖生态旅游区的变迁，也是民族团

结、乡村振兴的缩影。“我爷爷是一位屯垦老

兵，面对一片荒芜的戈壁，爷爷和战友们一锹

一镐耕耘，日复一日修建，小海子水库和周围

的田地、民居逐渐成型。我的父亲驾驶着拖拉

机在田野间穿梭，延续着爷爷的光荣事业。”祖

丽努尔说，众多像爷爷和爸爸一样的人们，如

同胡杨那样不屈不挠，一起并肩而战，才成就

了眼前的湖光山色、良田沃土。“现在，我要用

歌声、新媒体等方式讲述新时代的兵团故事，

展现他们的奋斗成果。”聊起长辈们奋斗的点

点滴滴，祖丽努尔眼中满是自豪与幸福。

“2016 年开始，泥泞的小道被改造为文艺

又舒适的栈道，越来越完善的旅游设施方便

游客观光游览永安湖。我相信，家乡的未来

一定会更美好。”祖丽努尔说。“我希望学习更

多语言和文化，更好地向全球游客介绍我的

家乡。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景区会成为世界

级旅游胜地。”

可以相信，祖丽努尔充满“民族风”的歌

声，必将随着永安湖的盛名，传向更多更远的

地方。

农田主旋律

“有不懂的就问小刘书记，他靠谱！”这句

话已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

三连的共识。大伙儿口中的“小刘书记”，就是

三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绍飞。作为特聘农

技员，他时常一面调试着引进的农业设备，一

面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谁能想象，这位

皮肤黝黑的“95 后”小伙子，几年前还是一个

没下过地的农业“小白”？

2019 年，新疆工程学院电力系统自动化

专业毕业的刘绍飞放弃国企就业机会，决心选

择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军垦战士

不怕苦，夜以继日垦良田。现在的日子得来不

易，用自己的双手干事创业，人生才能没有遗

憾。”这是爷爷对刘绍飞语重心长的嘱托，也是

他心中对兵团事业向往的由来。“当志愿者的

第一年，有好奇、有落差，也有迷茫和感动，我

逐渐适应着兵团的工作，相信认真干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就是根本。越是做得认真，我就越发

想要扎根在兵团，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2020

年 6 月，刘绍飞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期结束时，

有朋友发来微信祝贺他完成工作，并好奇他打

算到哪里“高就”，刘绍飞当即回复：“我想留下

来继续干。”2020 年底，刘绍飞正式加入三连

大家庭。

起初，刘绍飞基层工作经验不足，他就跟

着前辈们学做文字性事务，逐渐熟悉了连队

的日常工作，得到越来越多同事的认可。当

建设智慧农业基地的任务摆在眼前时，刘绍

飞虽然没有农业基础还是主动请缨。“农业对

咱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也是连队工作中重要

的‘主旋律’。虽然大家都没有接触过这个新

鲜事物，但是不懂可以学，我相信我能做好。”

刘绍飞说。

“小刘刚来能懂啥，靠谱吗？”2022 年 3 月，

扎根基层的刘绍飞把全部精力放在建设智慧

农业基地上，哪怕不时有质疑的声音。冬季的

新疆，往往早上九点后才会黎明初显，可刘绍

飞却没有“时差”，凌晨五点他就起床洗漱，跨

越 25 公里第一个抵达基地。从早到晚，关注

土壤湿度和营养成分，调整水肥比例，确保作

物的健康生长；监测天气变化，预防可能的自

然灾害，与连队的职工一起解决病虫害防治、

作物采收储存等问题。“忙到晚上十点是常事，

累了就在田间地头休息一会儿。”高强度工作

和学习中，刘绍飞快速成长起来，也逐渐成为

大家眼中“啥都懂”的靠谱青年。

“用双脚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用情努力

就一定会有回报。”刘绍飞用踏实的行动和丰

硕的成果，不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建成了

堪称标杆的智慧农业基地。“视频监控设备、水

肥一体机系统已投入使用，实现了精准的水肥

配比、一键式灌溉，不仅在用水、用肥上实现了

节本增效，还实现增产 30%左右，这让我感到

十分自豪。”刘绍飞说。

目前，智慧农业基地在“党支部+合作社+

职工+龙头企业”发展模式基础上，借助五一

农场“吾怡悠果”品牌，积极探索更加多元的业

务领域。“今年，我们和新疆天山农商银行举办

了一次采摘节活动，除了现场推介之外还开设

了线上直播，吸引近 3000 人在线观看，社会效

果和经济效益实现双丰收。”刘绍飞对未来信

心十足，“技术一直在进步，青年人要敢为人

先，投身农业现代化建设，让农田里的‘主旋

律’变成更多人的‘幸福歌’。”

天山南北展新颜，青春之歌永不止。从农

业、文旅、电商到千行百业、万家灯火，也许年

轻的逐梦者终将老去，可在兵团精神的感召

下，青春的故事必将在新疆的热土上生生不

息，创造每个时代团结与奋进的和谐乐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永安湖生态旅游区景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永安湖生态旅游区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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