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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点零花钱、积累一些社会经验、
当志愿者充实暑假生活……除了完成
暑假作业、进行暑期旅行，当一名“光
荣的暑假工”已经成了当下很多学生
暑期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悠长又酷热的暑假来临，很多
青春且有些稚嫩的身影开始活跃在生
活的各个角落，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以增强自己的社会活动经验，大学生
将自己的爱好转化为职业技能……记
者采访了多位暑期“打工”的学生，听
他们讲述各自花式“卷”暑假的故事。

我在博物馆当“小小讲解员”

正值盛夏，运城博物馆内人头攒
动，人们或驻足观看，或认真聆听讲
解，或低声交流，沉浸在运城厚重的历
史文化氛围中。

行至运城博物馆三楼，走进“大夏
之墟”展厅，几位身着“运博蓝”马甲的
小小讲解员正在认真地为游客讲解，
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讲解员的风采。
稚嫩的声音、流利的表达和专业的讲
解，让他们成为运城博物馆这个暑假
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从讲解词到站位，从仪表到礼仪，
反复剖析细节，反复强调动作……经
过严格的选拔和培训，这批小小讲解
员终于能独当一面进行导览。在运城
博物馆的每个展厅，都能看到他们青
春的身影，有的在帮游客们拍照，有的

在认真讲解展厅内的展品，有的在默
默温习讲解内容……

“大家看，这件文物的名字叫朱书
扁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容器，它的
独特之处在于壶身上那几抹鲜红颜料
所书写的文字……”随着小小讲解员
的讲述，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两个
红色字符上。13 岁的初二学生刘润锦
在今年暑假光荣地成了运城博物馆里
一名小小讲解员。她在妈妈朋友圈看
到了招录信息，就马上报名了。为了能
够顺利通过面试，她做了很多准备，熟
读并背诵讲解词，还观看了与运城有
关的纪录片，让爸爸妈妈带自己到博
物馆里实地学习。终于，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顺利通过了这个暑假里最重要
的“考试”。

12岁的卫依姌也报名参加了这次
暑期活动，成为今年运城博物馆69名
暑期小小讲解员的一员。一开始，面对
陌生的游客，她会紧张，但充足的准备
让她充满底气，“讲起来就好了，讲起
来的时候就只关注自己讲的内容对不
对、讲解礼仪到不到位，已经顾不上紧
张了？”现在的她会主动走上前询问游
客们是否需要讲解，游客提出问题时
也能从容地应答。

在10天的讲解经历中，她们不仅
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来自游客的好
评。刘润锦说自己遇到的游客不仅耐
心听讲解，而且会不遗余力地夸奖他
们：“这么小就懂得这么多知识”“谢谢
你们带我们了解运城，了解这里的历
史和文化”……每当听到这些鼓励的
话，她觉得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自己付
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对卫依姌来说，
这次暑期实践，带给她的除了感动，更
多的是震撼。在为一位老奶奶讲解的
时候，老奶奶一边听一边给她补充相
关知识，到最后变成了老奶奶给她讲
解文物的起源、在当时的用途及什么
时候被发掘的，这些意外的收获让卫
依姌意识到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自己
还需要下更多功夫才能在讲解中做到
游刃有余。

我为大家拍摄“人生大片”

“姐姐眼睛可以往下面看一点，头
稍微歪一点，再往左转一点。”“嗯，对，

非常好！真漂亮！”……7 月 23 日，“00
后”陪拍师杨雯一边指导顾客调整拍
照姿势，一边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其
间还停下来跟对方沟通拍摄效果和想
法，在拍摄几张照片后，她不时称赞对
方，给予充足的情绪价值。

杨雯是山西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
热爱摄影的她在暑假会化身一名陪拍
师，为顾客拍摄他们想要的“人生大
片”。从高中拿起姐姐的闲置相机开始，
杨雯就与照相机成了“最好的朋友”。高
中时，她会带着相机为同学们留下运动
会的精彩瞬间，也会为参加学校文艺活
动的同学拍下漂亮的照片。

去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开始在
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接单，成了
一名陪拍师。“陪拍就是陪伴＋拍照。
与‘旅拍’‘约拍’相比，陪拍更随意灵
活，经济实惠，每小时收费40元左右，
每单拍摄时间一般在两小时。”杨雯
说，“我接的第一单是给一位旅游的顾
客拍照，当时早上发布消息，下午就接
到单，晚上就陪着顾客出去了。第一单
完成后的浏览量达到了 10 万+，之后
平均一天能接到2单到3单。”

陪拍服务蒸蒸日上，究其原因还
是它正中年轻人的下怀。一张又一张
照片，让大家将自己对美的想象投射
其中。对年轻人来说，充满活力、追求
个性是他们的群体标签，陪拍师用镜
头记录下了独属于他们的时刻和当下
的幸福。

一部单反相机、一部CCD相机、一
台微单相机，还有一部拍立得，这些

“伙伴”就是杨雯的“出片秘籍”。除此
之外，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提升拍
摄、修图技术，给客户更好的体验。

“做陪拍师，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
的拍照水平。另一方面，我的客户群体
大多都是年轻女性，在“陪拍”过程中
会遇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很值
得。”说到今后的打算，杨雯毫不犹豫
地表示，只要假期有足够的时间，她都
会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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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打网约车，不会看导航、不会手
机扫码点餐……当孩子们不在身边时，没
那么适应电子社会的父母不再是无所不能
的“超人”，变成了需要帮助的“小孩”。

最近，社交网络上一则“在外互助父
母条约”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热议：“经常
担心爸爸妈妈出门遇到困难时没人帮忙，
所以当我遇到需要帮助的叔叔阿姨时会主
动上前询问”“这次我帮了他的父母，下
次我的父母遇到这种情况时，希望也有人
帮忙”……

为了让出门在外的父母遇到困难时能
得到及时的帮助，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自发
在互联网上约定：出门在外，我愿意为陌
生人的父母、长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
便利。慢慢地，这个约定就成了大家口中
的“在外互助父母协议”。

主动帮助别人，也会大大方方地说
“希望别人能主动帮助自己的爸妈”，其中
透着独属于年轻人的真诚和可爱。在社会
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信息技术更新迭
代，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第一
次”，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跟不上现在社会
的发展步伐，更何况长辈呢。

出门在外，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长
辈，比如坐高铁，很多年轻人都会线上购
票，但一些老年人可能还不会网上买票，
到售票处时却买不到合适的票；他们不能
熟练地用手机查找路线，在口渴时不能顺
利买到自动售货机里的矿泉水，也不知道
乘坐哪趟公交车能找到回去的路……当独
自外出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迷茫和
等待中。他们是别人的父母，也可能是我
们自己的家人。因此，网友们呼吁大家在
日常生活中能够尽自己所能伸出援手，

“这一次我帮助了你的爸妈，有可能下一
次你就会帮到我的爸妈”。

“在外互助父母协议”就像是发生在
年轻人之中的一场接力，它不需要多么盛
大的仪式，也不需要多么伟大的举动，甚
至简单到可能只是一次伸手、一句关切，
手中的“接力棒”就可以顺利交接。或
许，我们也可以将每一次“在外互助父母
协议”的履行看成是一次“助老打卡”，
在年轻人一次次助老行动的“打卡”中，
社会的敬老爱老的氛围也会越来越浓厚。

“在外互助父母协议”，
你会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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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雯与她的拍照“伙伴”

▲▶运城博物馆的小小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