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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贸易往来，推广丝路新贸

——大玉之光，文化发扬

（贪玩蓝玉 徐小松供稿） 今日，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贪玩蓝玉”暑期实践团队再次动身前往蓝田县，经

过两个多小时颠簸的车程，队员们来到了位于蓝田县焦

岱镇的西安金鼎蓝田玉文化石艺博览园，希望通过对其

的调研找到更好推广和销售蓝田玉的方法。

进入石艺博览园，此前在线上联系到的潘明星经理

已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潘经理首先带队员们参观了石

艺博览园专门为蓝田玉建立的小型博物馆，她热情地为

队员们讲解了蓝田玉的文

化历史和前世今生，从大

秦帝国的第一块传国玉玺

到“玉种蓝田”的典故，

再到文人墨客对蓝田玉的

记载赞颂，潘经理以其过硬的专业知识与业务能力，配

合着生动的讲解，使队员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深了对蓝

田玉文化的了解，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蓝田玉厚重的文化

内涵。



征 途——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2

同时，潘经理还向队员们介绍了蓝田玉的保健功效

和蓝田玉矿的概况。队员们了解到，蓝田玉含有多种微

量元素，长期佩戴可以起到中医上平衡阴阳气血、败火

明目的功用；而蓝田玉矿产丰富，石艺园所采用的玉石

采割技术优于传统的爆破技术，可以更环保、更节约的

提取到质地更优秀的玉石。经过潘经理的一些讲解，我

们开始逐渐发现这里和之前到访的传统玉石商家确实存

在着差别。

随后，潘经理带队员们参观了玉石展厅，一进入玉

石展厅，队员们不由得赞叹起来。电子显示屏上播放着

蓝田玉的文化风采，而展柜里的蓝田玉工艺品的品相更

是完全优于之前见到过的蓝田玉，且种类也更为丰富，

不仅有吊坠玉镯、大型摆件、玉石雕画等传统产品，更

有代表各种文化风格的玉石工艺品，其中最典型的要属

代表西安和秦朝的玉石兵马俑。潘经理提到，石艺园的

玉石销售主要依托的就是文化，因此博览园也成功地对

蓝田玉文化进行了再次的宣传，吸引了各种媒体的参观

报道，例如央视曾经的蓝田玉纪录片便是在这里拍摄，

同时这里也是许多实践者调研的首选之地。

队员们在与潘经理的交谈中了解到，石艺博览园有

其线上平台，在国内已经开启了线上销售模式。同时，

利用各种网络文化平台、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抖音

等短视频平台进行文化和产品的宣传都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当队员们问到石艺博览园的玉石销售情况时，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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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告诉队员们，销售量在不断提高——而之前到访的传

统玉石商家一致反应蓝田玉的市场惨淡，这让队员们认

识到了相对于传统的靠卖相等蓝田玉相对逊色的卖点进

行销售的厂商而言，文化销售的优越性是无与伦比的，

而今天到访的石艺博览园无疑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而在国外销售方面，博览园和传统玉石商家相似，

只有国外游客前来选购的情况。当被问到石艺博览园为

何没有试图使用跨境电商的手段主动向国外销售，开拓

国外市场时，潘经理回答道，其实他们对跨境电商并不

是很了解。对此，队员们向潘经理建议，如今西安作为

一带一路的起点，享受着政策的春风，跨境电商这一重

要手段正在蓬勃的发展，利用跨境电商这一新型商业模

式，以文化价值为核心来将蓝田玉销往国外，既可以拓

宽蓝田玉的销售市场，又可以输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发扬大国风

采。潘经理十分赞同队员们的观点，她指出，国外的买

家买的是蓝田玉里面的文化，他们喜欢的是蓝田玉中厚

重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利用好这一点，结合跨境电

商，将会有很好的前景。

在整个的参观讲解中，潘经理多次强调了政府的作

用，她告诉队员们，政府的政策支持是石艺博览园文化

型销售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的经济扶持、在文化

和产品宣传上的帮助等，对博览园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



征 途——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4

要的意义。而这也为队员们打开了思路，大家一致认为

应当借助政府政策的力量来进行蓝田玉的文化推广。

在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地流

逝，很快就到了该离开的时间了。队员们和潘经理合影

留念后，潘经理受邀为大家拍摄了属于贸大的宣传视

频，在视频里，队员们大声的喊出了贸大的校训——博

学、诚信、求索、笃行，在石艺博览园留下了贸大声音

和贸大身影。之后，潘经理也将拍摄的视频放到了博览

园拥有的各个平台，作为对石艺博览园的宣传。她还热

情地提出可以为队员们提供晚饭和住宿安排，但是考虑

到第二天的安排，大家只好婉拒了潘经理的好意。

最后，潘明星经理提议队员们可以自主参观博览园

的中的石艺园，即博览园的原石场。大家欣然前往，值

得一提的是，在白色的石林中，一块高耸的玉原石，上

面刻着“中国梦”三个大字。队员们不由地在原石前驻

足仰望，大玉大国大文化，站在这宏伟的“一带一路”

的起点，“中国梦”这三个字，显得前所未有的壮阔宏

伟。

此次调研结束后，队员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告别了

石艺园，幸运地赶在大雨之前踏上了回程的路，并将开

启跨境电商产业园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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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

——走在商业化道路上的磁器口

（吃火锅不数签签 雒心怡供稿） 位于重庆市沙

坪坝区东北部的磁器口古镇至今已拥有千余年的历史，

从制瓷胜地到水运码头，“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

盏明灯”，这个小镇汇集巴渝文化，宗教文化，沙磁文

化，红岩文化和民间文化，素有“小重庆”美称。现

今，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商业化的趋势，磁器口已到

了一个命运交叉口，如何才能让小镇重生的问题困扰着

当 地 人 民 。 对

此，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吃火锅

不数签签”实践

团队选择寻迹重

庆磁器口，挖掘其血脉中的文化之根，为其寻找一条最

合适的发展之路。

上午，小队一行人乘车到达磁器口古镇。小镇已集

聚不少游客，各式店铺挤满狭窄的石板路，逼仄的空间

充斥叫卖声，游客挨挨挤挤，行走于湿热的空气中，令

人不觉有些烦躁。不过队员们很快便投入于实践调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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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并将第一个目的地定为古镇的民俗馆。据介

绍，民俗馆分四层，第一层为特色商品卖场，第二层是

瓷器展览，三四层则可供人们品茶赏戏。不过现实难免

与想象的有些差池，馆内民俗商品过于千篇一律，瓷器

展览也将重心放在推销出售上，而用于介绍参展瓷器的

资料不过寥寥，三四层的茶室工作人员更是明确表明这

个地方是“用来吃饭的”。虽然小队成员曾尝试请工作

人员帮忙简单介绍沙磁文化，但效果却并不理想。不过

在几番尝试沟通采访之下，成员们对磁器口古镇的商业

化有了更深的体会。

随后，实践小队顺着青石板路来到了重庆古磁场所

在地。因为开发时间相对较晚，这里的环境并不如小镇

中心那般吵闹。参观了介绍重庆古瓷文化历史的博物馆

之后，队员们来到了一家主打瓷器商品的店铺。年轻老

板很热情的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简单介绍了该店的产

品方向、特色文化与经营现状。据了解，重庆磁器口的

“磁”原先应为“瓷”，起因于该地盛产的瓷器。随

后，因生活需要，其出产的瓷器多为生活所用的锅碗瓢

盆，属于粗瓷。但该店铺却推陈出新，联系重庆磁器口

悠久的沙磁文化，吸收景德镇的制瓷技艺，使产品超越

了简单的生活用瓷，打造出从平价到高端的一系列瓷产

品。同时，店铺还留有活动区，邀请顾客一起亲自动手

制瓷，体验瓷器从黏土到烧制的全过程，并配有茶室、

咖啡厅、书房等多功能区域，为顾客提供全面的沙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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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验。老板告诉我们，自开业以来生意还不错，但因

为开发较晚，游客并不是很多，但相信通过加强宣传，

今后产品将会具有更大潜力，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领略

沙磁文化的魅力。

通过一天的走访调查，我们不难看出，磁器口目前

的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商业化气息较重、商业与

旅游资源占比失调、特色文化产品缺失等。但同时，古

镇也存在着有想法的青年人，他们独辟蹊径，将沙磁文

化与古镇产业真正做到较好的融合，为磁器口的未来发

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商业范本。

虽然“吃火锅不数签签”实践小分队对于磁器口的

走访调研暂告一段落，但对磁器口的深入思考挖掘却并

未停止。我们还将继续走访渣滓洞、白公馆等红岩精神

所在地，探寻重庆血脉中的红岩文化，并联系近年来沙

磁文化产业园等举措，继续为磁器口寻找可行的商业化

道路。

寻迹巍巍丝路 ，领略磅礴之气

（寻迹长安 商高风供稿） 盛夏的骄阳抵挡不住我

们团队对秦始皇陵磅礴之美的向往。在将近 2 个小时的

路途之后，我们一行人到达了秦始皇陵博物馆，在门口

合照后，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探索这片神奇的土地。

首先进入的即秦始皇陵中已开发的陪葬墓穴，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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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熟知的兵马俑。兵马俑一词来源于后人形象的总

结，每一个陶勇身披铠甲，以兵士的形象伫立在前方，

最让人惊叹的是这些兵士的数量，这些完全可以组成一

支规模相当大的队伍，而且不止一支队伍的兵士们分别

散落在不同的墓坑里，保卫着墓穴的主人——秦始皇。

而每一个到此参观的游客，无不为这震惊的一幕所倾

倒。

始皇陵最神奇的便是其规模，而这恰恰最能代表中

国文化的磅礴之美。虽然秦朝尚未开发丝绸之路，但这

种华夏文明的大气魄、这种国家意志下的强大力量确是

丝绸之路最能体现的文化

内涵。秦朝的国家风格和

文化视野为汉朝的发展奠

定了基调。从始皇陵的修

建上我们便能充分感受到

这种磅礴、至伟的风格，也正是在这种风格的感染下，

汉朝才会有开发丝绸之路的决心和魄力。丝绸之路的开

发，论规模论难度与始皇陵的修建不相上下，二者同样

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辉煌的文明成就以及磅礴宏伟的

文化内涵，这些东西的结合才能孕育出如此骄人的宏伟

的成就。

始皇陵和丝绸之路的结合，一秦一汉的历史传承，

最能彰显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傲人的气魄，宽阔的胸怀。

这也是我们实践团队在此感受到的强烈的中华符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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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符号自华夏文明形成以来，延续至今，影响着当今中

国建设的各个方面。我们的胸怀造就了磅礴的气魄，产

生了一系列的成就。也许，正是这种气魄和胸怀保证了

华夏文明几千年不衰亡的实力根基。而这或许便是中华

文明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除了对始皇陵的参观外，我们也采取了问卷调查的

方法，对有关中华文化符号的问题进行了问卷收集。问

卷结果显示大部分人都被始皇陵的磅礴宏伟所震撼，对

中华文化的符号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许文字的表达的是

无力的，但历史的成就、当今的成就中所包含的文化内

涵和民族精神等等的文化符号却深深的伫立在此，当我

们去发现它时，它便会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展现在你面

前，向你诉说着我们民族文化里道不尽的历史内容和数

不清的文化成就。

虽然队员们都有些疲惫，但内心经过这次震撼的洗

礼后，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理解将成为我们团队实践的宝

贵财富以及我们成长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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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民心相通，塑造中国形象

——今日赏花城，书香伴华灯

（粤倾粤掂 黄文韬供稿） 2018 年 7 月 31

日，“粤倾粤掂”小组全员前往广州图书馆收集

资料。广州图书馆位于花城广场，面向广州塔，

与周边的广州博物馆和广州大剧院共同构成了广

州文化的窗口。

昨日初至广州，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广州的繁

华，然而今天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则是广州对知识

文化 的重 视。图 书

馆坐 落在 金融最 繁

华的 区域 ，设备 先

进， 环境 舒适， 馆

藏丰 富， 现代感 极

强，给市民提供了一个阅读学习的绝佳去处。馆

内几乎座无虚席，借阅者、浏览者、学习者，享

受着优越条件带来的便利。图书馆还专门有一层

文化专区，用古色古香的书柜收藏着与广州文化

有关的书籍、广州当地家族的族谱等等，足见广

州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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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内我们顺利找到了与我们的实践主题

“粤语的传承与发展”相关的资料，了解到粤语

名称来源于中国古代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在

古代“越”与“粤”是通假字，直至明清时才有

了区别，前者多用于江浙吴语地区，后者多用于

岭南两广，所以粤语在广义上应指“岭南语”。

如今粤语主要流通于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

地区，俗称有“广府话”、“广东话”、“白

话”等。在广州当地，粤语的使用很普遍，越

秀、荔湾、白云、黄埔、海珠、天河、番禺等辖

区内均有较多使用者。

结合我们昨日对大学生问卷的初步分析结果，

我们发现以粤语为母语的大学生占四成左右，但

表示自己能够听懂粤语并使用粤语的大学生却超

过五成，这说明粤语在当地仍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并能够吸引之前并不掌握粤语的人进行学

习。同时很多人也表示粤语俗语和惯用语较多，

较难掌握。这些资料的收集丰富了我们对粤语的

认知，对我们之后的调研很有帮助。

对此我们认识到，要了解粤语的现状，不但要

对国人进行调查，也要了解旅居此地的外国人的

情况。于是我们选择在小北地铁站附近的外国人

聚集区——人群较为密集的地铁站和就餐人数较

多的麦当劳，对多位外国人士进行采访。虽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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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遇到有些受访的外国人并不能熟练使用英语，

导致无法顺利进行采访。但在成功受访的几位外

国人中，我们发现并没有人会使用粤语，同时其

中一人认为在他看来粤语的使用局限在广东省

内，在中国其他地区用处并不大。而通过这次的

采访我们逐渐了解到了不同国家的人对粤语的看

法，这也使得我们之后的调查能从多个角度开

展。

南方的夏天昼长夜短，随着夕阳向这座大都市

投下了余晖，我们一天繁忙的行程也宣告结束。

珠江水上波光粼粼，金融大厦和广州塔的灯光渐

次亮起，街道结束了应对下班高峰的工作后，又

迎来了逐渐增多的车队和人群。城市的脉搏一张

一弛，昼夜的更迭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是一夜灯

火的缤纷琉璃与下一个清晨的忙忙碌碌。粤语之

行，我们明天继续。

关注三农问题，促进乡村振兴

——调查宁夏银川地区土地集约流转情况

（点“十”成金队 刘仲扬供稿） 我们小队

选择深入宁夏银川地区的农村地区，调研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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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土地使用情况。我组成员通过走访农村，向

当地农民和相关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调查

有关政策和有关调研

报告的方式走近宁夏

银川地区，了解当地农村土地集约流转的现状。

土地流转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

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

让使用权。流转土地一般以出租的形式为主，主

要用于粮食种植和园艺设施，也有渔业，生态农

业旅游业等的发展用途。采取有效的土地流转，

能提高当地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促进当地农村

经济发展。而且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银川的部分

县城地区已经建成了农民创业园区，有上千亩的

土地已经实现了土地转让，解决了千余名农民的

生活问题和就业问题。我们还向政府工作人员了

解到，银川在全市的所有乡镇都建立了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中心，有利于农民和土地承包人实现

有序的土地流转。目前，银川市的流转土地有几

十万亩，而且呈现上升的趋势。

在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已经有很多

农村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组织，并且探索开发出多

种土地流转的合作形式。由此可见，银川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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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约流转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一系列问

题。首先是村民观念仍然十分落后，他们受传统

老旧思想的影响，守地思想严重，认为土地是农

民的根本，出租即是放弃，担心出租土地后失去

就业机会，缺乏长久发展的进步思想观念。同

时，因土地流转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严

谨规范的实施秩序仍未实现。因此思想观念和规

范秩序问题将是宁夏银川地区改善土地流转情

况，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此，我们在向农民了解情况的过程中，也

积极地向农民宣传了土地流转的好处，并提到协

助当地组织进行有效的土地流转，是对土地所有

人和土地承包人来说的经济双赢。同时，我们也

建议当地的土地流转组织多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

工作，将土地流转的优秀范例传递给农民，让农

民积极地面对，参与土地流转，以实现废弃农田

的重新投入使用，实现优良土地的高效多元化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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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马碎溪云： 实践的第五天，小队决定前往漳

州南靖参观土楼建筑并探访当地民俗。

土楼是客家人的智慧结晶，是集体合作的产

物，它坐落于崇山峻岭之中，它的外围是夯实的

泥土，内部是木质结构，可以供几十户人居住，

有 储 备 粮 食 、 抵 御

外 敌 之 用 。 我 们 所

到 的 田 螺 坑 土 楼 群

有 南 靖 最 著 名 的 土

楼 群 ， 号 称 “ 四 菜

一汤”。一位当地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请我

们品尝当地的茶叶。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难得一见的土楼群，吃

到了地道实惠的客家菜，还领略到了当地的淳朴

民风，可谓是收获满满。

@青渡： 实践终于结束了，因为行程的原因有些

队员需要提前进站，所以合照并不是很全，但是

我们所有人对临河都有着不舍，也有着感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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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这里热情的人们和舒服的气候，感谢这里的生

态水利文化对我们知识的补充。

在这次实践中，我们通过参观博物馆和采访当

地居民，对生态改革这

一重大问题产生了更为

深 刻 的 认 识 ， 收 获 颇

丰。

实践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学习改革开放政策思想之路仍需继续。再次

感谢美丽的临河和当地人民的友好相助。

@宣白落笔全是我： 上午 9:00，巴渝探索新知青

实践团队成员与兴隆镇政府扶贫工作人员举行了

一次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兴隆镇党委书记黄浩、兴隆

镇扶贫办公室主任薛胜坤、兴隆镇小寨村村支部

书 记 唐民 强 和 小寨

村 村 委 主 任 唐 孟

西 。 在座 谈 会 上我

们 主 要探 讨 了 兴隆

镇 精 准扶 贫 策 略与

实施效果，会上提议依托兴隆镇特色旅游资源，

以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切入点带动兴隆镇的脱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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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同时会上也对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进行

了重点的讨论。

@诗酒趁年华-实践小分队： 今天是诗酒趁年华

实践队暑期实践的第一天。我们于昨日抵达了文

化名城浙江绍兴市。

绍兴被誉为“名士之乡”，并以黄酒而闻名天

下。依托于此，绍兴黄酒产业的发展也拥有着悠

久的历史，并取得一

定的成就。因此我们

决定先去探访中国绍

兴黄酒集团，了解黄

酒企业在早期是如何

融资和发展，从而为后面轻纺业小微企业融资和

发展问题的探讨提供借鉴。而通过对中国黄酒博

物馆的参观以及与中国绍兴黄酒集团陈部长进行

的深入交谈，小队对绍兴黄酒和绍兴黄酒企业的

发展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https://weibo.com/u/6446376653?refer_flag=100505501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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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热情，守得住寂寞

——记对皮影雕刻师王可的采访

（ 有文化的西安组 肖珑妍供稿） 我们组在对西

安明清皮影艺术博物馆进行参观后，有幸能邀请到博物

馆的皮影雕刻师王可师傅对其进行采访。

首先王可先生向我们述说了他是如何走上皮影雕刻

这条路。他与皮影结缘仅是一次偶然。不同于其他多为

子承父业、从小学

技的皮影传承人，

他本是一名教师，

本来他的生命与皮

影雕刻只是两条平

行线，但却因前往

山村学校任教发生

了改变。因为在他所任教的山村里有一位皮影雕刻师，

也正是这位皮影雕刻师勾起了王可学习皮影雕刻的兴

趣，才有了他与皮影的不解之缘。

但王可的学艺之路并不平坦。首先是老师傅一开始

并不愿意收王可为徒，因为皮影雕刻需要极大的耐心，

一时热情绝不够支撑这项事业，而且老师傅并不相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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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够有毅力将皮影雕刻学下去。其次是村民的不支

持——王可作为教师前往山村任教，本职工作为教书育

人，整天惦记着雕刻皮影显然是“不务正业”。但即使

是这样，王可也并没有放弃学艺的想法。为此，他一有

空就跑到老师傅那观看老师傅雕刻皮影的过程，任何细

节他都铭记在心，任何要点他都牢记不忘。

“日子久了，师傅也动容，就松口了，说我要是能

完成一道考验就收我为徒。”说到这句话时，王可师傅

的眼神飘到远方，仿佛看见了年少的自己，那个对皮影

充满热情，坚持不懈的自己。“师傅让我制作一套皮影

制作的工具刀。”王可师傅边说，边拿出了跟随他多年

的工具。

“我当时啊，一有时间就刻刀，一个月做出了二十

把刀”，王可师傅抚摸着刀具继续说道，“这刻刀看起

来简单，但实则并不是。刀刃要不偏不倚，必须位于中

线。刀要有韧性，这样才不容易断。皮影制作精细，刀

的模样也多，看起来形状相似的刀其实运用于不同的手

法，制作的时候来不得一点马虎”。

当王可师傅的雕刻工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们面前

时，我们不禁感叹，正是它们陪伴师傅走过了许多个春

夏，并见证了无数皮影作品的诞生。

最后王可师傅也表达了对皮影传承的担忧。虽然不

少年轻人都曾前去拜访他，说自己对皮影艺术拥有兴

趣，想要学习皮影雕刻，但却都没有坚持下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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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一堆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工具，都积灰了。”说着

这句话的王可师傅流露出失落的神情，“现在的年轻人

啊，都太浮躁了。而皮影雕刻又是一项需要静下心来才

能完成的工作。有时候坐在案板前，一工作就是一天，

手上的动作不停歇，眼睛也紧盯不放，劳累是真的，不

过还是希望有年轻人愿意接下这个衣钵。不瞒你说，我

们的教学培训都是免费的呢，划算吧”，王可先生打趣

的说到，虽然是这样但是那浓浓的落寞确是真真的存

在。

或许就像王珂先生所说的，感兴趣而且能耐得住寂

寞，才是所有文化遗产所需要的。而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的年轻人能加入这项皮影制作的传承事业中来，为传统

文化的继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