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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声R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⑦

奏响极地科考的青春之歌
本报记者 刘诗瑶

■青春派·青春奋进新时代R

图图①①：：在在““雪龙雪龙 22””号船上执行科考任号船上执行科考任

务的罗光富务的罗光富。。

图图②②：：程皝在程皝在““雪龙雪龙””号船的机舱里对号船的机舱里对

主机喷油器进行测试主机喷油器进行测试。。

图图③③：：““雪龙雪龙 22””号船首航南极的景象号船首航南极的景象。。

图图④④：：唐兴文在唐兴文在““雪龙雪龙 22””号船上进行号船上进行

投光灯维护保养投光灯维护保养。。

图图⑤⑤：：陈冬林与在中山站附近的陈冬林与在中山站附近的““雪雪

龙龙””号船合影号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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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雪龙”系列

科考船的甲板，科考队员已经行动起来。陈

冬林来到驾驶室，接替上一位值班驾驶员，

继续向南极进发；程皝从昨夜的轮机岗位下

来，接着去巡检船尾的吊舱；唐兴文精神抖

擞，开启了一天的电气系统检查；罗光富带

着队友组装生物拖网、检查科考设备的连接

情况，准备到站作业……

由“雪龙”号船和“雪龙 2”号船组成的

我国“雪龙”系列极地科考船上，年轻人的身

影越来越多。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

心的统计显示，“雪龙”号船的船员青年占比

达到了 84%，大副、大管轮、实验室主任等重

要岗位均由 35 岁以下的青年担任。我国南

极科考的每一分成绩，都离不开这些年轻人

默默付出。让我们跟随科考船上的年轻人，

倾听他们的故事和感悟。

见习轮机长程皝——

给科考船做体检的“机
器医生”

“小时候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没想到现

在却给机器看病。”科考船轮机部的程皝笑

着说，自己也算“梦想成真”了。

“机器医生”是科考船轮机部队员的别

称。整艘船能够动起来，船上的人得以正常

生活，全依赖于各种设备。除了制冷装置、

海水淡化装置、照明系统等这些为队员服务

的生活设施，更重要的是主发动机、发电机、

锅炉等负责船舶动力的装置。这些都靠轮

机人员日夜值守、定期保养。

从实习生做起，程皝用 10 年的时间先

后升任三管轮、二管轮、大管轮，目前已通过

无限航区一等轮机长适任考试，成为一名见

习轮机长。35 岁的他总共去过 9 次南极。

轮机岗位，需要严慎细实。当全船其他

人都在睡觉的时候，驾驶员和轮机员带着水

手、机工，担负着瞭望、巡视设备的职责。程

皝当值时，会仔细查看船舱里各项机器的运

转情况，有时给主机做“心电图”，有时给吊

舱“把把脉”。“‘上医治未病’，我觉得一名优

秀的轮机员不仅要能解决故障，更要防范故

障发生。”程皝要求自己，以不停船检修为

荣，以不耽搁航行一分钟为荣。

去过南极的科考队员，都会对时间有特别

的感受。在海上生活时，程皝总是觉得时间过

得太慢。可一旦进入回家倒计时 100天，程皝

又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开始舍不得队友。出海

时间长，离不开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幸运的

是，父母都很体谅我的工作，希望我成长成才，

为祖国的科考事业添砖加瓦。”程皝说。

作 为 中 国 极 地 研 究 中 心 的 团 委 副 书

记 ，程 皝 还 热 衷 于 在 航 海 旅 程 中 组 织 活

动。“年轻人的加入让极地科考队气氛轻松

活跃很多，85 后、90 后个个多才多艺，船上

文 娱 活 动 丰 富 多 彩 ，时 常 充 满 了 欢 声 笑

语。”程皝自己也热衷于摄像摄影，他还开

办了微信公众号，“我希望能够记录下航海

生活最真实的面貌，让更多人走近航海、亲

近极地、关心海洋。”

大洋队队长罗光富——

科考船上的每分钟都
很宝贵

每次南极科考完回到国内后，罗光富时

常会想起航次中那群可爱、有趣的队友。每

当老队友相见，仿佛又瞬间回到了狂风呼

啸、雪花横飞的南极海洋。罗光富参加了 5
次南极考察，2021 年 32 岁的他第三次担任

中国南极科考队大洋队队长，带领团队开展

南极科考的海洋调查。

学生时代，海洋科学专业出身的罗光富

也常常出海采样。“学校当时没有属于自己

的科考船，只能租用渔船作业，小船经不住

大风大浪，非常摇晃。”罗光富说，那时候他

的 心 愿 就 是 能 乘 坐 大 一 点 的 科 考 船 去 采

样。毕业那年，罗光富如愿以偿跟随“雪龙”

号踏上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南极之行。不知

不觉，他已经在南极海洋调查岗位上工作了

7 年多。

从“雪龙 2”号船起航的那一刻起，罗光富

和大洋队队友就投入了有序、紧张的海洋调

查工作，调查内容涵盖物理海洋、海洋化学、

海洋生物、海洋地质、地球物理等多个学科。

每天，队员们需要把重力柱下放海底，

采集沉积物样品，分析地球十万、百万年以

来的演变；用拖网采集海洋生物，开展物种

鉴定，服务南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先

做什么项目，后下什么设备，协调哪些系统

支撑，都需要队长罗光富把握科考节奏、统

筹任务分工。“科考船航行任务重、行程紧，

要赶南极适宜科考的季节窗口，每分钟都很

宝贵。”罗光富说。

5 次南极之旅对于罗光富来说，意义各

有不同：2014 年，他第一次随“雪龙”号船出

海，南极瑰丽壮美的奇景深深镌刻于心中；

2016 年 ，第 二 次 参 加 南 极 考 察 ，他 见 到 冰

川、企鹅觉得习以为常，注意力全放在提高

采样质量、解读数据意义上；2017 年至 2021
年，他又先后 3 次参加南极考察，由一名老

队员成长为大洋队队长，不仅要完成好自己

的科考任务，更重要的是带领 40 多名大洋

队队员一起高质量完成年度科考计划。

罗光富倍感自豪地说：“以前我们在海

里采完样，只能带回陆地上分析。现在从海

上采样后，第一时间就能拿到科考船上宽敞

先进的实验室里进行预处理，数据都是‘热

腾腾’的！”在他眼里，科考船上的年轻人就

像一股清新的风，为科考队伍注入了生机活

力，“年轻人的知识储备新，常常提供令人耳

目一新的解决方案。年轻人活泼、有激情，

大家一起唱歌、玩耍，船上的日子就没那么

难熬了！”

见习大副陈冬林——

心愿是把大家安安全
全带到目的地

在“雪龙”号船上，陈冬林最喜欢的地方

是驾驶室。不仅因为这是他的办公地点，还

因为透过那一圈 360 度的大舷窗，能看到不

一般的景色。

在驶向南极的路途中，他见过天高云

阔、水光潋滟，也看到过浓雾四起、浪花飞

腾。但无论如何，这位年轻的科考船驾驶员

总是瞄准方向，所向披靡、一往无前。

极地科考船通常包含三个部门：甲板、

轮机和实验室。其中，由船长、大副、二副、

三副等组成的驾驶员团队，担负着极地科考

全程的航海驾驶任务。从一名普通水手做

起，到成为我国第三十八次南极科考队“雪

龙 2”号船的见习大副，34 岁的陈冬林经过

近十年的海上历练，已成长为一名更加成熟

可靠的驾驶员。

“科考船一般都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出

发前我们都规划好了航线，开启‘航迹舵’模

式后，船舶就会沿着既定航线自动航行。但

航程关键航行节点，都离不开驾驶员的细心

核查与严密监控。”陈冬林说，风平浪静时也

许谁开都一样，但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就特别

考 验 驾 驶 员 的 经 验 和 水 平 ，容 不 得 一 丝

大意。

西风带是南极航路上的最大拦路虎。

这条气象带变幻莫测、险象环生。风高浪急

时，船体倾斜的单边摇度甚至达到 25 度，大

部分人会因为船体的剧烈晃动而晕船呕吐。

进入西风带的那一刻，陈冬林也变得高

度紧张。轮到当值，他会密切观察船头和海

浪的夹角，最大程度避开正面冲击，尽量保

证船体的平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把

大家安安全全带到目的地。”陈冬林说，几年

跑下来越来越有经验，也更有信心了。

航海的挑战就像海里的朵朵浪花，层出

不穷。“雪龙”号穿越西风带后 10 天左右，科

考队就会抵达南极海域。陈冬林无心留恋

美景，眼睛迅速开启识别和搜索模式，努力

分辨哪些是新鲜冰，哪些是陈年老冰。当科

考船实在无法在冰中行进时，陈冬林就要开

动脑筋“破冰”。在驾驶员的操作下，“雪龙

2”号船船头“冰刀”样的破冰龙骨压向厚厚

的浮冰，依靠船舶自重及惯性冲撞破冰，船

尾装备了两台可 360 度旋转、强大功率的全

回转吊舱式螺旋桨，可打碎并掏空浮冰。

休息时，除了打游戏、看电影，陈冬林还

喜欢摆弄一些最新的航海电子产品和智能

设备，期望着未来能有更多科技元素赋能传

统的航海驾驶。

电气工程师唐兴文——

这条船就跟自己的孩
子一样

第一次跟随科考船驶入南极海域，看到

眼前的景象时，唐兴文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吗？真的太美太纯净了！找不到最

恰当的语言去形容。”

这位 1995 年出生的科考队员认真地解

释着初见南极的震撼。尽管才 27 岁，他却

已经 4 次抵达南极，此时正在第四次奔赴南

极的路上。

唐兴文是“雪龙 2”号船上的一名电气

工程师，他熟悉科考船的“筋骨”“血液”，无

论是科考船上的电力推进装置、通信导航平

台还是甲板科考系统支撑设备，任何机器电

气系统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找小唐和他的

同伴们。

早在“雪龙 2”号船还在江南造船厂里

努力“生长”时，唐兴文就钻进船“肚子”里

了，一待就是 10 个月。他负责参与监督船

的建造进度、电气线路的铺设规范等。彼时

封闭的厂房和船舱里酷热难当，作业需佩戴

防尘面罩，待一小会儿就会大汗淋漓，一天

得换三套工作服。等从船“肚子”里爬出来，

真正坐上这条船奔赴南极时，唐兴文感到很

欣慰，“这条船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从 2019 年 7 月登船至今，除了短暂下船

调 休 ，他 在“ 雪 龙 2”号 船 上 已 经 住 了 700
多天。

电气工程岗考验专业技能，更考验心

智。唐兴文说，每天他们会依次对科考船

设备进行电气检查，常常涉及拆除设备的

某根电线来调整控制电路。这是一件听起

来简单、做起来很难的事情。唐兴文必须

对设备的电路控制和运行原理了然于胸，

拆哪根不拆哪根，下手得稳准狠。一旦拆

错，可能瞬间让船上某个设备卡壳。光拆

了还不行，还得完整地装回去，线路归位、

螺丝拧紧，不能有多余的步骤，也不能少了

任何一步操作。

“在工作上，我有点要面子。设备不能

出问题，要让大家平平安安的。”唐兴文说，

航海生活其实和陆地上的生活一样有苦有

乐，“我的师傅们身体力行教给我‘干一行爱

一行’，最终留下来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情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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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的长城专职保护员。每周 5 天，

我带着望远镜、食品和水，从长峪城高楼出发巡查到一楼，一天

要走 6 个多小时，基本上两个月穿坏一双鞋，衣服也会被树枝剐

破。我的家就在长城脚下，一推开家门就能看到蜿蜒起伏的长

城，高高的城墙是我儿时和伙伴玩耍的好去处。

长峪城名声在外，游客络绎不绝。其中一些人私自攀爬刻

字、拆城砖刨土，对长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长城是前人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一定要保护好它。于是，我和乡亲们自发行动起

来，在上山的路口竖起了保护长城的宣传画，上山劝阻游客攀爬

野长城，将游客随手丢弃的垃圾背下山。2019 年初，招募长城

专职保护员的消息传来，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这份工作最难的是劝说游客。每逢节假日，游客众多，光凭

几个保护员根本管不过来。怎么办？我反复琢磨《长城保护条

例》和《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把相关文件下载到手机里，

跟游客沟通时就有理有据。

在工作中我逐渐体会到，让游客从内心深处尊重文物古迹

比生硬地劝阻效果更好。于是，我找来《昌平县志》等书籍，系统

掌握了长城的历史文化知识，学着讲好长城故事，通过给游客义

务讲解，让他们体会到在崇山峻岭之上建造长城的不易，万里长

城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慢慢地，攀爬野长城、乱刻乱画的

不文明行为少了，一些游客还会主动捡拾沿途的垃圾。

经过多年努力，长城目前实现了重点点段全天巡查、一般点

段定期巡查和出险点段快速处置，形成全覆盖、无盲区的保护网

络。比如，我在巡视中发现险情，可以利用手机拍照上报，及时

申请抢修。有些长城点位还用上了无人机巡查，这些科技手段

都使长城得到了更好保护。身为“80 后”，能为守护古老的长城

尽一份力，我感到使命在肩、光荣自豪。

（作者为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长城专职保护员，本报记者施

芳采访整理）

在巍巍长城间守望

陈青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锤

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

润心，加强道德修养，明辨是非

曲直，增强自我定力，矢志追求

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

的人生。”

锤炼品德，就要明辨是非

曲直。青年要有理性、正确的

认 识 ，不 能 人 云 亦 云 、盲 目 跟

风 ；面 对 外 部 诱 惑 ，要 保 持 定

力、严守规矩，用勤劳的双手和

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拒

绝 投 机 取 巧 、远 离 自 作 聪 明 。

古 人 云 ：“ 静 以 修 身 ，俭 以 养

德”。广大青年要学会涵养静

气、独立思考，时刻耳聪目明，

做到行稳致远。

锤炼品德，就要常怀感恩

之心。青年要有饮水思源、懂

得回报的感恩之心，常思“今天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让人

欣慰的是，不少青年以实际行

动回馈社会、服务人民。“我自

己也想像他们一样，照亮哪怕

其他一个人也好”“我们所得到

的一切，应该有相应的德行去

支撑”……最近，一名清华大学

学生的文章令人感动。这位来

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靠着勤俭节约

和爱心人士的资助读完本科。

从 研 一 开 始 ，他 每 学 期 拿 出

3200 元，资助 4 名希望小学的

孩子，并常去看望他们，讲述外

面的世界。“因为淋过雨，也想

为别人撑伞！”“看哭了，多么纯

粹的人！”不少网友深受感动，

表示要做修身有为、做有德行

的人。

眼下，在遥远的边防哨所，

在援疆援藏的队伍中，在乡村

振兴一线，都活跃着不少青年

的身影，他们辛勤付出、默默奉

献，守护、温暖着他人，让爱在

全社会传递、流淌。

锤炼品德，就要永葆奋斗精神。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广大青年要在

奋斗中摸爬滚打，通过不懈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樵

夫”廖俊波以“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的精神埋头苦干、只争

朝夕，为百姓打拼到生命最后一刻；征战第三十二届夏季奥

运会的中国运动健儿奋力拼搏、用尽全力，鲜艳的五星红旗

在赛场上一次次升起……“青年最要紧的精神，是要与命运

奋斗”。高扬奋斗风帆，焕发昂扬斗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必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实现。

走好漫漫人生路，广大青年要不断锤炼品德修为，涵养

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书写人生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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