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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通讯员
武联合）9月1日，潍坊五中按照“校级包年级、中层包
班级”工作机制的部署和要求，学校党员干部沉入一
线，走进课堂，与学生同听新学期首堂课，开启提升教
学质量新热潮。
　　经过开学前的精心备课，教师按照教学计划，立刻
进入工作状态，热情高涨，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
学生们重回学习状态，聚精会神，专注投入，课堂气氛
热烈活跃；教室多媒体设备运转正常，教学服务保障到
位。“开学第一课”上，智慧课堂教学充分展示出学校
教师精心的教学设计、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扎实的教学基
本功。课后，听课领导与授课教师、同学们进行了深入
交流，充分了解师生们返校后对于学习、生活等方面的
意见与诉求。
　　全体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听取新学期第一课是学校
的优良传统，也是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下
步工作中，学校将始终坚持教学工作中心地位，深化教学
评一致性研究，各部门通力合作，充分保障新学期教学工
作顺利开展，助推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全面提升。

潍坊五中：
党员干部沉入一线同堂听“开学第一课”

　　8月31日，记者来到位于城区玄武东街与鸢飞
路交叉口附近“斜杠青年”王岩涛的木作工作
室，面积60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弥漫着木质香味。
  今年35岁的王岩涛是典型的“斜杠青年”，闲
不住、爱折腾、敢于尝试等特质在他身上清晰可
见。“我现在是一名木质工艺品创作者，也是一
名 摄 影 师 ， 以 前 还 做 过 老 师 和 乐 队 的 吉 他
手……”王岩涛说。内向、腼腆的王岩涛竟然曾
是一名可以“嗨爆”全场的吉他手，这种巨大反
差着实给这个大男孩平添了几分神秘感。
　　“2004年还在读高中时，我和几名同学成立了
乐队，我担任吉他手。读大学期间，我参加过商
演，直到2009年大学毕业后还多次参加乐队的演
出。”王岩涛说，因为喜欢演奏吉他，当时除了
学习就是练习弹吉他。“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
名吉他老师，既能兼顾爱好，又能兼顾生活。”
王岩涛说，这份工作他坚持了5年。
　　“斜杠青年”总是热衷于探索更多。在做吉他老
师的几年里，王岩涛还租下一间车库，创建了维修
工作室，专修坏掉的吉他。“那时，潍坊修吉他的人
很少，我填补了空白。”王岩涛笑着说。
  2014年，王岩涛迎来了第一次跨界发展，在父
母的鼓励下，他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2015
年，他又成立了自己的“蔓·生活”木作工作室。
“创作木质工艺品时间越久积累的经验越多，做
出的工艺品越精美，我最终的目标是制作手工吉
他。”谈及未来，王岩涛充满自信。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近
日，社交平台刮起“互换特产”风，陌生网友口头
约定，互寄家乡特产，这成了陌生人之间的一种线
上社交新模式。
　 今年25岁的任女士家住高新区，从事婚庆行业
的她在工作之余喜欢刷短视频、在平台上分享日常
生活。9月1日，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与外地
网友互换特产的视频，短短几个小时就收获1000多
条评论和2000多个赞。视频中，任女士为北京网友
准备的潍坊特产非常丰富，肉火烧、驴肉、烧鸡、
脂饼、青州隆盛糕点等潍坊特色美食一应俱全，甚
至还有很多山东人的“童年回忆”239冰块、果丹皮
和钙奶饼干。除了美食外，任女士还为网友准备了
潍坊风筝、高密剪纸等特色文创产品。有网友评论
道：“只有潍坊人才知道她准备得多么用心，本地
特产都涵盖了。”“这些特产真的很‘潍坊’！”

　　任女士的互换之旅是怎么开启的呢？她告诉记
者：“最近频繁刷到网友互换特产的视频，觉得非常好
玩且有意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通过网络联系上
这位北京大哥，跟他约定互换特产。”为了让对方尽快
收到自己城市的特产，任女士用两天时间逛遍城区大
大小小的特产店和超市，将最具代表性的潍坊特产统
统买回家。“第一次体验互换特产，心里非常激动，
想把潍坊特色食品和文创产品都寄给对方，让他通
过这些物品认识和了解潍坊。”任女士笑着说。8月
31日，她将自己精心准备的潍坊特产发往北京。
　　9月3日，任女士收到了北京大哥寄来的特产，
冰墩墩挂件、各色手串、牛舌饼、北京烤鸭、北冰
洋汽水……几十种北京特产同样彰显了对方满满的
诚意。“第一次互换特产，没想到这么成功。我跟这位
北京大哥成了好朋友，他邀请我有机会去北京转
转，我也邀请他抽时间来潍坊看看。”任女士说。

有想法爱折腾 “斜杠青年”理性跨界底气足

  9月4日，记者在潍坊白浪绿洲湿地公园的荷花观赏
区域看到，多个品种和颜色的荷花竞相开放，在碧水蓝
天的映衬下娇羞欲语，惹人喜爱。阵阵荷香随风迎面吹
来，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来臣

　　9月4日，记者在潍坊商品城看到，原来承担道路阻
挡功能的石球，被赋予艺术生命，一个个原本灰溜溜的
石球经过一番彩绘，变身呆萌有趣的“哆啦A梦”，给
城市街头带来了一抹别样的风情。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荷塘花正艳

美景惹人醉

路障石球披彩衣

变身“哆啦A梦”

互换特产 潍坊姑娘凭实在“出圈”

　　“斜杠青年”，是多面手、多职业、跨界青年群体的代名词，他们跳出单
一、稳定和保守不变的工作框架，在更多的岗位和空间中开辟新的职业选择。在
潍坊，也有一帮“斜杠青年”，他们尝试多种职业，在释放天性的同时追逐心中
的梦想，并通过努力在自己的各个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日前，记者采访了
两名“斜杠青年”，看他们是如何成功跨界的。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署名除外）

王岩涛

跨界发展，勇于尝试多种职业

　　有人说，趁着年轻要多去外面闯荡，老家的生
活很安逸，待久了会慢慢磨灭一个人的斗志。然
而，“斜杠青年”山超凡却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
潍坊，感受家庭的温暖，看起来已经选择“躺平”
的他却在默默地奋斗，不仅掌管茶厂、经营茶叶
店，而且是一家民宿露营地的主理人。9月1日，记
者来到山超凡位于城区新华西路与东虞巷交叉口附
近的茶叶店时，他正忙着接待顾客。
  今年26岁的山超凡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
院国画专业，他沉稳、严谨又健谈。2017年，山超
凡读大学期间，在潍坊开了一家茶叶店，寒暑假的
时候他会回来看店，平时都是交由店员打理。“距
离百年老店还差94年。”山超凡笑着说，店内的茶
叶都来自自家的茶园和茶厂。
  在日照的茶厂里，留下了山超凡忙碌的身影，
采茶、炒茶、选茶……“管理茶园和茶厂需要耐
心、细心和严谨负责的态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
错，才能保证给顾客提供优质的茶叶，我一个月有
一半的时间在茶山，另一半的时间在日照，手心手
背都是肉，哪一个也不能丢。”山超凡说。
　　“斜杠青年”最喜欢折腾，经过长时间的学
习，今年5月，山超凡在自家茶园开了一家民宿露
营地，生意火爆。“下一步，我还想尝试成立共享
茶园并将共享茶园与民宿露营相结合。”山超凡呷
了一口茶，慢慢地说。
　　原来，“快乐老家”不仅有安逸，也有奋力
拼搏。

山超凡

在“快乐老家”选择奋力拼搏

王岩涛在创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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