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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璟

上午8点30分，石林华来到东阳
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图景区内的演员
化妆间，开始换装、上妆，开启一天的
表演生活。而此时，距离清明上河图
景区开门还有一个半小时。“今天我要
扮演的是斗舞片场的‘孙二娘’，带着
大家一起跳舞一起‘嗨’。”她说。

可泼辣可神秘
演好每一个角色

石林华扮演的角色很多，有时是
豪爽洒脱的“孙二娘”，有时是沉静神
秘的“西域姑娘”。每天上午，她都会
根据当天要扮演的人物做好妆造。

“每个NPC角色都有不同的妆容，基
本上都是自己化的，有的光化妆就要
两个小时左右。”她一边戴发饰一边
说。

上午11点，斗舞片场首场演出开
始。石林华登上舞台开始吆喝：“诸位
大侠，今日水泊梁山在此招贤纳士，替

天行‘舞’，有‘舞’艺超群的侠士尽可
上来一展风华……”在她的热情鼓励
下，一位阿姨自信地走上舞台，跟随着
《最炫民族风》的节奏跳起了广场舞。
“这位女侠跳得这么棒，片酬必须加
倍！”阿姨跳完后，石林华豪爽地拿出
一沓印着“横店片场片酬”等字样的红
色卡纸，送到阿姨手中。

接着又陆续有多名游客上台“斗
舞”，石林华一边带着游客做动作，
一边活跃气氛：“来，左手，右手，一
起来……”近半个小时的节目，石林华
几乎一直在说话、跳动。

第一场演出结束后，她的嗓子已
有些沙哑，一下台就端起保温杯喝了
大半杯水。“这个角色就是要让自己一
直保持很兴奋、很‘嗨’的状态，语速要
快，声音要清脆洪亮。演‘西域姑娘’
就不一样了，要保持神秘感，就要放慢
语速，轻声细语。”说着，她一秒切换了
神态语气，惟妙惟肖地演起了另一个
角色，“嗨，这位路过的朋友，你对西域
文化感兴趣吗？”带着波斯口音的普通

话，与爽朗泼辣的“孙二娘”形象判若
两人。

石林华说，想要演好一个角色，
揣摩人物性格和行为举止是演员的
基本功。为了演好角色，她会在表演
前查阅资料，或研究对比各类影视剧
中的角色形象。为了扮演好“孙二
娘”，石林华通读了《水浒传》原著，揣
摩这名“母夜叉”的性格特征。石林
华说，穿上古装后要相信自己就是扮
演的这个角色，如此，角色才有根基
和血肉，会真正鲜活起来，才能让游
客身临其境。

让自己先进到戏里
再带动游客入戏

为什么选择当一名 NPC？石林
华说，因为自己热爱舞台。石林华曾
是一名黄梅戏演员，因为喜欢表演，
来到了横店影视城艺术团。即便当
初她的容貌、体形、整体形象等都不
在公司招收专业演员的标准内，但她
的热爱和坚持，还是打动了分管招聘
的负责人。

石林华还记得，自己在横店饰演
的第一个角色是广州街·香港街景区
《大话飞鸿》节目中的“媒婆”一角。刚
学习“媒婆”角色时，没学过影视表演
的她一头雾水，对于人物尺寸的把握
和形象塑造，感受最深的就是“不懂”
和“不会”。但她谦虚、好学，不断揣摩
人物的特征，钻研人物表演，通过反复
练习、排练，最终把“媒婆”这一人物诠
释得十分到位。

石林华说，令她印象最深的是电
影《九品芝麻官》中的“三姑”，其中的
搞笑元素特别多，最为经典的就是吵
架片段。她反复观看视频，模仿电影
演员的眼神、面部表情、外部形体动作
及性格特点。

“一名演员，当你要表演的时候，
放下一切负担，把你的脸放在口袋
里。”导演的这句话让石林华至今记忆
犹新。所以，如今每次站在舞台上，石

林华都把自己当作剧中人，让自己先
进到戏里，再带动游客入戏。

努力揣摩角色
不只是简单地扮演

对大多数人来说，周末和节假日
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与家人团
聚的好时候，对景区的演员们而言却
恰恰相反，节假日是他们最忙碌的日
子。

“正常我一天是10场左右的演出，
但遇上节假日，为了让游客随时来都
能看到表演，演出的场次会增加。”演
出场次多、间隔时间短，石林华经常在
各个角色间切换。但不管哪个角色，
有着丰富演艺经验的她，总能在一颦
一笑间将角色诠释得惟妙惟肖。

石林华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曾到
现场看过她表演，当时孩子甚至不敢
相信舞台上的人就是妈妈。回家后，
天真烂漫的孩子问她：“妈妈，你是不
是骗子啊？”

原来，在舞台上、工作中气场十足
的她，生活中却是一个喜欢安静的
人。“我喜欢绿色，喜欢散步，空闲的时
候，我会看看书、学习茶艺。”石林华
说，因为自己是戏曲演员出身，对传统
文化有着特别的情愫，因为爱好，她还
考取了高级茶艺师证。

在横店定居后，石林华了解了很
多东阳的文化。“这里的木雕、竹编我
都很喜欢。我还特意跑去卢宅看珠
灯，太美了。”她说，选择来横店是因为
这里的影视氛围，而在这里待久了，就
会发现背后的文化底蕴。

在石林华看来，NPC不仅是简单
的角色扮演，更是历史文化的传递者
和互动体验的引导者。他们与游客之
间的互动，让游客更加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和场景的氛围。“我
喜欢传统文化，也热爱表演，这份工作
让我每天动力满满。”石林华说，把角
色演好，让更多游客玩好，就是她的目
标。

■杨一凡

对老练的都市打工人来说，快
节奏生活里，我们早已习惯下班路
上用手机下单，然后人和外卖同时
抵达家门口的便利。

然而新的烦恼也一并到来。
使用本地生活平台，经常会收到几
个免费附赠的无纺布袋子。它们
洁白、崭新，边缘还能隐约看到平
整的折痕。

袋子命运通常在取出商品之
后，就被扔在角落。很快印着各种
平台Logo的白色袋子堆积成小
山。人们也开始对家里源源不断
刷新出的无纺布袋感到头疼。它
不如奶茶袋子质量好，也不像纸
箱、水瓶等可以二次回收。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纺布
袋子，成了比昔日奶茶包装袋更为
棘手的存在。

堆积如山的袋子用来干什么？

生鲜超市自带的奶茶袋、冰
袋、无纺布袋等正在成为一种隐形
且被动接收的“额外垃圾”。

这种袋子不能和食物以及液
体接触。通常情况下用这些袋
子装干垃圾，带去超市买菜已经
算是比较环保的做法。但袋子
的刷新速度实在太快。本地生
活平台本身就有很高的复购率，
一个月轻松就能囤出十几个无
纺布袋。

有网友搬家后发现自己无意
间攒了上百个也不算稀奇。大家
开始研究，无纺布袋除了拿来装垃
圾，还能干点什么？

年轻消费者会把囤无纺布袋
当作一种年轻消费者“血脉觉醒”
的标志。进一步开发出“无纺布收
纳学”：在社交媒体，光是收纳折叠
无纺布袋子的方式，就有三种以
上。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种新奇现
象：因为大家普遍都不知道如何处

理多余的无纺布袋，很多人开始尝
试拿去二手平台卖，但几乎没有人
会真的购买。

无纺布袋物尽其用有多难？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我
们在小题大做，但如果了解整件
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许会有不同
看法。

2020年“史上最严禁塑令”颁
布后，无纺布袋开始兴起，逐渐成
为塑料袋的新平替。

据一位无纺布包装袋卖家介
绍，目前平台附赠的无纺布袋子包
装多选用PP（聚丙烯），是一种化
合物，自然环境中，这种无纺布袋
的降解过程和传统塑料袋一样缓
慢。

此外，由于工艺限制，制造无
纺布袋可能比制造一个塑料袋消
耗的碳排放更多，所以环保最重要
的一点在于多次循环，多带出门，
多多使用。

不同于纸壳和塑料瓶等更常
见的商品包装，生活中有能力处理
废无纺布的企业少之又少，个人很
难找到无纺布袋的回收处。这使
得家里的角落被无纺布袋子塞满，
随手打开一个抽屉都可能随机弹
出被揉成团的白色袋子。

一方面大家生活中无纺布袋
数量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大家消耗
袋子的速度终究有限。无纺布袋
子的使用逐渐成为一种现代生活
中环保和囤积的新矛盾。

有消费者吐槽：“商家免费送
的袋子，为什么让我们承受解决处
理的压力？”但也有商家表示：“如
果不提供袋子可能导致平台差评
率上涨，商家也变相成为另一种受
害者。”

于是，左手囤积无纺布袋子，
右手不知道怎么物尽其用，成了环
保意识和生活习惯间的左右互
搏。随着大家消费能力增强，电商
平台继续快速扩张，未来这个问题
可能会愈演愈烈。

上代人的生活理念是埋头囤
积，把可能有用的东西都留下来再
说。而这一代消费者更倾向自己
研究更多用法，做出更多探索。当
无纺布袋子成为一种“新式囤积”，
大家需要的可能是迎来新的消费
觉醒。

日前，2025港口生活周在宁波北仑
重磅回归。今年港口生活周以“即刻更
新”为主题，通过博物馆的叙事革新与文
旅场景的沉浸再造，以青年力与创新力，
聚焦博物馆文化的多元表达，构建兼具
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港口式”文旅生
态新场景。

从深海考古的神秘探索到萌趣横生
的海鲜市集，从少年讲解员的童真叙事
到跨区域的青年音乐浪潮，这场融合了
文化厚度、科技温度与生活烟火气的盛
会，不仅让博物馆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
的“时光枢纽”，更以创新姿态重新定义
了文旅体验的多元可能。图为港口生活
周上最受关注的海鲜摊位，推出中国港
口博物馆最新联名毛绒文创“东海福
带”，吸引了中外观众“打卡”。

通讯员汤丹文 摄

■缪士毅

每逢端午节，我们温州人除了吃粽
子外，还要品尝温州当地美食——薄
饼。

温州薄饼，是一道地方传统美食，
以面皮儿、豆芽、香菇丝、肉丝、鳝鱼丝
等制作而成的，外观呈圆筒状。

温州人十分看重端午节日食俗，每
逢端午节，城乡几乎家家户户要摆一二
桌端午宴，或合家团圆，或亲朋相聚，共
度端午美好时光。在端午宴席上，温州
薄饼是不可或缺的，恰如当地的人们所
说：吃了温州薄饼，才算真正过个端午
节。

为了吃上温州薄饼，温州有的人家

喜欢先到农贸市场买来制作薄饼所需
的面皮儿，再在家里根据家人的口味烹
制薄饼所需的馅心，然后用面皮儿包入
馅心，卷成圆筒状，即可与家人一起享
用。也有的人家喜欢到宾馆酒店或农
家乐去品尝温州薄饼。此时，酒店菜谱
上的温州薄饼，就成了人们端午点菜时
的首选，以此好让相聚时共品家乡节令
美食，共话端午节日安康。而在外走南
闯北的温州人，更是在此时赶回家，好
好品尝家乡地道的温州薄饼，以解思乡
之苦。

瞧！这一个个卷成圆筒形状在白
瓷盘中的温州薄饼，外表皮呈乳白色，
从薄饼中飘逸而出的香气，就可断定其
里面所包馅心的美味了。此时，咬一口

温州薄饼，满嘴香喷喷的。细细品味，
但觉其鲜美有嚼劲，味道清爽。若蘸着
原馅心的鲜卤汁吃，那味道会更佳，更
让人大快朵颐。难怪，温州薄饼一上
桌，人们纷纷食用，有的用筷子夹起薄
饼往嘴里送，有的干脆直接用手拿着薄
饼往嘴里塞，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就连
平时比较挑食的人，吃了一个薄饼之
后，还要再想吃一个，真可称之为“吊人
胃口”。

温州薄饼美味，离不开精心烹制。
其方法主要是将面粉和水以适当的比
例进行搅匀，搅匀而成的面糊，需达到
抓在手中挂而不掉这一要求，然后将面
糊往平底的铁煎盘中轻轻拖一圈，便烙
出一张直径约20厘米、薄如绵帛的面

皮儿，这面皮儿即为“薄饼皮”。将面皮
儿置于平盘上，放进事先烹制好的馅
心，再卷成圆筒状，即可装盘供食用。

温州薄饼不仅味美，且有益健康。
其面皮由小麦粉制成，尤其是其馅心为
肉丝、香菇丝、绿豆芽、鸡蛋丝、鳝鱼丝、
韭菜等，这些馅心食材营养丰富，有的
还具有一定的食疗价值，如《本经逢原》
称香菇“大益胃气”；《滇南本草》说鳝鱼

“治痨伤，添精益髓，壮筋骨”；《本草纲
目》认为绿豆芽“解酒毒、热毒，利三
焦”。

温州薄饼，品的不仅是一种地方小
吃的美味，还有那端午民俗文化的韵
味、深深乡愁记忆的回味。

我爱温州薄饼！

通讯员马敏报道 在传统的
观念里，建筑行业似乎就是“钢筋
水泥”的代名词，殊不知，它正悄然
迎来一场由AI引领的智能革命！

普通人认知里尘土飞扬、人
声鼎沸的建筑工地早已变成过去
时，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将整个
施工现场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

“智慧大脑”。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浙江大

学紫金港校区重大前沿研究大楼
项目就是这样一个智能建筑工地，
在这里，从材料进出场、施工进度
监控到安全隐患预警，每一个环节
都被智能系统精准把控，大大提高
了施工效率与安全性。

“这款机器人能够精准检测密
闭空间内的氧气含量以及有毒有
害气体浓度，超过指标时会自动报
警，可显著提升高危场景的巡检效
率与安全防护水平。”一款名为“绝
影Lite3”的机器狗在工作人员操
控下灵活反应着。

在智能建筑工地上，AI不仅
仅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
除了上述的“绝影Lite3”机器狗，
四轮激光地面整平机器人、安全巡
检机器人、喷涂机器人、测量机器

人，以及地坪漆涂敷机器人等已经
在项目上各展所长，协同作业。

“AI+”前沿技术如何为项目
智能建造注入强大动力？以腻子
施工为例，在智能建造技术的助力
下，其效率达到了传统人工的4倍
以上，项目综合施工效率提升
45%，人工成本降低30%，充分彰
显了智能建造的显著优势，大大减
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也降低
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为工地安全
再添一层保障。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建
筑工地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可以预见，未来的建筑工地将更加
智能化、人性化，不仅能够大幅提
高施工效率和质量，还能够为工人
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同时，智能建造也将推动建筑行业
的转型升级，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贡献更大的力量。

建筑行业的这场智能革命，不
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理念的飞
跃。它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行业与
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无限可能。
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未来的日子
里，智能建筑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
的惊喜与便利，让我们的生活因科
技而更加美好！

一位横店 NPC 的生活日志：

热爱让我每天动力满满

石林华在表演中。 楼冀阳 摄

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你会选择成为哪一位历史人物？近年来，横店影视城设置了真人扮演的NPC角色，
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NPC一词出自电子游戏，是指游戏中不受玩家操纵的角色。他们或与任务无关，仅为丰富体验，或能通过
互动打开全新剧情。今天的主人公石林华已在横店影视城工作12年，是景区里众多NPC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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