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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马丁（（左一左一））正在为游客讲解正在为游客讲解。。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甘 当 洱 海 护 源 人
本报记者 曹 松

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马丁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马丁——

讲 述 好 每 一 件 文 物讲 述 好 每 一 件 文 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夏先清夏先清 杨子佩杨子佩

秋意正浓，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景区内游

人如织。“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像龛，叫作卢

舍那大像龛⋯⋯”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马

丁正在为游客详细介绍景区内最为宏伟壮

观且享誉中外的窟龛。一旁的游客细细观

察眼前的文物，听得十分专注。

从业 10 余年来，马丁刻苦学习、踏实勤

恳，不断提升自身讲解水平，热情周到地服

务每一批游客，多次在省市级讲解员、导游

大赛中获奖，得到同事及广大游客的称赞。

“是什么让你在这里讲解了这么多年，

还如此有激情？”对于这个问题，马丁的回答

很质朴：“龙门石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我无

法想象离开这里之后会怎么样。我对这份

工作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会在这里一直讲

下去。”

越做越有味道

马丁今年 38 岁，是河南洛阳瀍河区人。

初次踏入讲解员行列时，他可谓是个外行人。

谈及为何选择讲解员这一职业？

“就是喜欢！”马丁的回答很直接。大学

学计算机专业的马丁，从小就对文史知识感

兴趣，更对家乡洛阳怀有深厚情感。大学毕

业后，马丁考入龙门石窟研究院成为一名讲

解员。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入职后的马丁总

担心自己不够专业，怕被游客问住。这份担

忧成为他不断学习与探索的动力，驱使他持

续深耕，不断提高业务能力。

“我原本声音偏尖锐，不够悦耳。刚工

作时，我经常因为不正确的发声方法感到喉

咙不适。”马丁说。

参加专业培训后，马丁意识

到，声线并非不可改变，

科 学 的 发 声 习 惯 与

技巧能有效延长

职 业 生 涯 。

在日常工作中，他在学中练、在练中学，每天

在景区的讲解都是他宝贵的练习时间，很快

他便练成播音员一般的浑厚声线，引得不少

游客称赞：很专业，听着带劲！

一点点学，一遍遍讲，每天都干同样的

事，会不会枯燥？

“完全没有！”马丁说，自己不仅没有倦

怠，反而对工作始终保持高涨的热情。他一

边说，一边向记者展示手机中两个名为“工

作用”的照片集。两个集册内共有 200 张照

片。游客能在照片中近距离观赏如指甲一

般大小的龙门石窟最小石像，还能跨地域欣

赏云冈石窟造像风格，这些都是他工作多年

的积累。

“这工作越做越有味道。”马丁说，讲解

工作远不止“动动嘴”那么简单，要想让更多

人走近文化遗产，就要研究他们的兴趣点在

哪里，大到运用哪些科技手段，小到使用怎

样的摄影技巧，都是学问。

功夫用在平时

“讲得深、解得透、接地气”是游客对马

丁的评价。

在不少游客眼中，马丁对龙门石窟的每

一处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此，马丁谦逊地表

示 ：“ 我 对 龙 门 石 窟 的 了 解 其 实 还 不 够 深

入。这里共有 2345 个石窟，近 11 万尊造像，

以及 2800 多块题记碑刻。即便到了现在，每

当我漫步在景区内，仍时常会发现一些之前

未曾留意的佛像，促使我进一步去探索。”

多年来，马丁养成一个习惯：在没有讲

解任务的时候，他会去寻找那些之前忽略的

点位，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这些文

物是历史的见证者。虽然文物无声，但他的

工作就是记录文物声音、串联历史故事，并

将这些内容传递出去，让大家了解龙门石

窟、爱上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不仅是石刻艺术的宝库，更

是 中 华 各 民 族 千 百 年 来 交 流 融 合 的 缩

影 。”这 是 马 丁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一

句话。

龙 门 石 窟 厚 重 的 历

史 文 化 背 景 ，对 讲

解员的知识

储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做好讲解工作，功

夫要用在平时。马丁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阅

读 专 业 书 籍 、观 看 纪 录 片 等 ，丰 富 知 识 储

备。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就去请教专家，确保

讲解内容准确。

马丁说：“人们走进博物馆，不仅满足于

到此一游，还想更好地感受历史文化魅力，

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好的讲解既能有效

传播知识，又能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在准

确和生动之间找寻平衡，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讲述文物知识，是我们讲解员的必修课。”

“要讲好龙门石窟故事，不能只讲龙门

石窟。”马丁说。石窟文化一脉相承，代代延

续，从洛阳周边 14 处石窟群到云冈石窟、麦

积山石窟等，每一次探访与交流都让马丁对

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每次讲解，马丁都将石窟造像中人物的

服饰变化、表情神态，乃至每一块碑刻背后

的故事娓娓道来，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

惊叹于艺术之美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作为保

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博物馆天然

承担着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公众提供文化资

源共享平台的职责。我们敬畏文物的同时，

讲 解 也 应 该 更 接 地 气 ，更 有 亲 和 力 。”马

丁说。

因人施讲见功力

常年在一线工作，马丁成为文旅行业

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他看来，以前

主 动 请 讲 解 人 员 随 行 讲 解 的 游 客 并 不

多。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是看

热 闹 ，而 是 真 正 想 了 解 这 座 城 市 的 历 史

文化。

“一些人会提前做好攻略，在参观时提

出不少有意思的问题。”马丁说，“这就需要

我们根据不同的对象，提供多样的优质服

务。比如面对小朋友，就应该注意浅显易

懂，侧重讲解那些能与课本知识相衔接的

文物。”

马丁从不拘泥于固定的讲解脚本，他认

为讲解员要做到因人施讲——即根据游客

的年龄、文化层次灵活调

整讲解内容，确保每位游

客都能听得津津有味。“现

在，来洛阳的年轻人越来

越多了，与这些游客互动

时 ，我 也 想 投 其 所 好 。”

他说。

面对年轻客群，马丁

在 讲 解 过 程 中 巧 妙 融 入

当下流行元素，让游客有

代 入 感 、产 生 情 感 共 鸣 ，

也 让 古 老 的 历 史 更 加 贴

近现代生活。

在马丁看来，做好每

一次讲解，是对文物的尊重，

也是对游客的尊重。

繁 忙 的 工 作 之 余 ，马 丁

还参加过电视节目、录制短

视频，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

讲述龙门石窟的故事。

马丁曾做客吉林大学的

线上课堂，以龙门石窟石刻艺

术 等 为 主 题 ，为 学 生 讲 授 知

识。他还承担过讲解词撰写、

活 动 策 划 和 主 持 等 工 作 ，每 天

忙得脚不沾地。

在今年 4 月份的一场大型直播

活动中，作为出镜讲解员，马丁化身洛

阳和龙门石窟的推介大使。面对直播镜

头时，学识渊博、自信从容的马丁圈粉众

多，粉丝数量从几百攀升至近 8 万，不少网

友在线催更视频，这让马丁对自己的工作

有了新的认识。

马丁说：“在现场听我讲解的游客还是

少数，但网络渠道可以让更多人了解龙门石

窟。未来除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我也想通

过互联网渠道突破自我，让更多人通过网络

了解龙门石窟。”

近期，龙门石窟景区迎来一批高校实

习生。讲解工作之余，马丁老师也正式

上岗。面对这些年轻面孔，马丁不遗

余力地传授知识与经验。“希望更多

年轻人感受到龙门石窟的魅力，

加入讲解队伍，用更有创意的

方式，讲好文化遗产的故

事。”他说。

用心用情打造更多精品

覃皓珺

首届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

大会日前在京举办。面对技术新

发展、观众新需求、行业新环境等

机遇和挑战，如何更好培养广播

电视创新人才，充分发挥其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成

为会上焦点话题之一。

作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

容生产的大国，挖掘和培养更多

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广电人才，

既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有效提升广

电人才的创作能力，还要以广阔

舞台充分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

更好帮助他们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

面对新技术，要与时俱进锤

炼本领。在超高清、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下，观众对

视听内容的清晰度、互动性提出

更高要求。广电人才要主动顺应

时代浪潮，以科技赋能内容生产

与精品创作，以真本领驾驭新技

术。比如，在一档节目的直播中，

制作团队以创新技术实现“大屏

观看，小屏互动”，让观众通过手

机自主导播。这既发挥出新技术

对新视听的赋能作用，也为同类

直播节目贡献了创新经验。

面对新需求，要敢为人先勇

于探索。眼下，观众对高品质、多

样性的内容需求日益旺盛。如何

在创作中别出心裁让观众眼前一

亮，考验着广电人才的创新能力

与实践水平。为此，广电人才既

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

题，还要敢作敢为探索新路径，把

科技赋能转化为艺术丰盈。比

如，有的视频平台致力于用创新

技术提升创作者表现力与观众体

验感，以超高清制作技术推动影

视文旅融合，更好呼应了行业趋

势、满足了观众需求。

面对新环境，要凝心聚力搭

建平台。在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创作环境下，竞争不可谓

不激烈。各方应集中优势资源，为创新人才搭建具备包容

度的成长平台，为人才成长、精品创作提供丰沃土壤，让人

才辈出，让精品迭出。比如，在国家广电总局及相关单位实

施与推动下，“飞天—星光计划”等各类人才学习与交流活

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扶持政策与项目保障有力，为广电人才

提升创新能力、整合优质资源增添了机遇。

创新莫空想，实干见真章。广电人才要坚持守正创新，

在关照大众需求、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善用先进技术、

拓宽全球视野，用心用情打造更多精品力作，为广播电视行

业的繁荣发展汇聚新力量，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添

新精彩。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万顷，苍

山青葱翠绿，不少游客在湖光山色中享

受惬意时光。在距离洱海不远的洱源县

凤羽镇上寺村，一名妇女骑着三轮车穿

梭于村间小路上，挨家挨户收集畜禽粪

便。她叫李春喜，是大理洱海生物肥业

有限公司废弃物收集部凤羽收集站的一

名畜禽粪便收集员。8 年来，她坚守在

平凡的岗位上，为保护这片美丽的湖泊

贡献力量。

洱海周边分布着很多村镇，随着养

殖业的发展，村民们在清理畜禽粪便时，

要么堆肥还田消纳，要么倒入河道沟渠，

对村庄环境和洱海水源都产生了一定影

响。近年来，为做好洱海保护治理工作，

大理推行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全收集资

源化利用，削减入湖污染负荷。

2016 年，大理洱海生物肥业有限公

司凤羽镇畜禽粪便收集站成立，急需招

聘一批本地收集员。李春喜的丈夫在外

务工，两个孩子在外上学，家里开销大，

听说家门口有这样一份工作，她便兴冲

冲地报了名。“我觉得这份工作还是可以

的，正好补贴点家用嘛。”李春喜说。

通过培训后，李春喜成为站里唯一

一名女性收集员，她负责收集上寺村的

畜禽每天产生的粪便。

身穿蓝色工作服、头顶遮阳帽、一把

铁铲、两个粪桶，这就是李春喜的日常装

备。每天早上 6 点，李春喜就骑着三轮

车出门了。自从做了这份工作，无论刮

风下雨，李春喜每天都要去村民家清理

畜禽粪便，装满三轮车后运往收集站，一

天来回数趟。一桶畜禽粪便有三四十斤

重，李春喜身形娇小，每天肩挑手提 200

多桶，对体力是极大的消耗。“刚开始时，

我闻什么都是臭的，最初几天连饭也吃

不下。”李春喜说。

不少同事因为辛苦纷纷选择了离

开，这让李春喜心里也打起退堂鼓。但

想 到 家 庭 的 担 子 ，她 又 有 了 坚 持 的 勇

气。8 年的时间，李春喜运输畜禽粪便

的三轮车换了好几辆，她也渐渐适应了

这份工作。不过，中途发生了一件事，让

她差点放弃。

李春喜回忆，有一次她去村民家做

客，专门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可在饭

桌前刚坐下，同桌的其他人嫌弃她身上

的味道太重了，站起来就走了。她感到

尴尬又委屈，一阵心酸涌上心头。当夜，

李春喜辗转反侧，还偷偷流了眼泪。“干

什么不能生活。别干了，跟我出来打工

吧。”丈夫沈沛然在电话中劝李春喜。

“干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

经过思想斗争，李春喜说服自己继续做

下去。第二天一早，她还是和往常一样

穿 上 工 作 服 ，带 上 工 具 走 村 串 户 忙 碌

起来。

看到任劳任怨的李春喜每天往返于

养殖户和收集站之间，看着村里的环境

越来越干净整洁，村民们也渐渐对她有

了更多尊敬和信任。有的村民不在家

时，会把钥匙放心地交给她；有的村民在

她工作时还会搭把手。

李春喜的丈夫和儿子一开始并不

同 意 她 做 这 份 工 作 ，如 今 她 的 坚 持 也

得 到 家 人 的 理 解 。“以 前 ，觉 得 这 个 活

儿 又 脏 又 累 ，很 心 疼 她 。 但 看 她 一 路

坚 持 下 来 也 很 感 动 ，现 在 儿 子 和 我 一

有空也会帮她去拉牛粪。”沈沛然说。

家人的支持和爱让李春喜有了更大

的动力，村里环境卫生发生的变化，也让

她有满满的成就感。李春喜感慨：“看到

村子变洁净了，水渠没有粪便了，洱海水

更清澈了，生活环境更美了，我更懂得了

这份工作的价值。”

8 年来，李春喜往返于上寺村与收

集站 11880 多次，行程达 35040 余公里，

用实际行动守护着洱海的绿水青山。今

年，李春喜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时

获评 2024 年“最美职工”，她还去北京领

了奖。载誉归来，李春喜很快继续投入

工作，她心里的信念更坚定了——“要继

续干下去，认真干下去”。

龙门石窟远景图龙门石窟远景图。。 曾宪平曾宪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李春喜在农户家清理收集畜禽粪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