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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人物名片

印 开 蒲 ：1943 年 生 ，中

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原

研究员、生态学家。他 60 余

年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物资源考察。他从绘制植被

地图做起，参加了四川植被、

四川薯蓣资源、横断山植被

等多项科学考察，跑遍了四

川盆地的山山水水。他为九

寨沟和亚丁自然保护区的建

设、大熊猫保护、西部地区环

境 保 护 等 都 做 出 了 积 极

贡献。

打开电脑，盯着眼前的校对文稿，印开蒲

仔细对照每一个自然段。一行行看下来，遇到

有疑问的地方，他就在旁标注……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五楼，一间

狭小的办公室里，印开蒲正为《百年追寻——

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一书再版进行校对。

“快，快坐下”，见到记者到访，79 岁的印开

蒲连忙站起身，利索地倒起茶。说起与生态保

护结缘，印开蒲的思绪飞向 60 多年前……

“看到那层峦叠嶂，每
一次都心旷神怡”

1960 年，17 岁的印开蒲高中毕业。恰逢

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现成都

生物研究所）招生，从小喜欢植物的印开蒲就

这样成了一名植物学研究人员。

“一开始只是见习。我绘画底子好，写字

漂亮，就被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

地理系学习绘图。”印开蒲打开一本《四川植

被》，“看，这些植被分布图都是我画的！”

一把尺子、一支笔、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些

粮票，成为正式的研究人员后，印开蒲开始参

与四川西部的植被考察。

拉起绳子，扯起一块长宽 20 米的正方形

范围，计算面积内植物分布数量——从河谷到

山地最高处，海拔每升高 100 米，印开蒲便和

同事们这样拉一次绳子。“这样就可以计算出

一定海拔的植物分布情况和数量，进而计算出

一个县乃至更大范围内植物分布情况，从而绘

制出植被地图。”印开蒲说，绘图既要巧劲，也

得有气力，得一个县一个县地跑。

“那会儿条件艰苦，就着干粮吃咸菜，交通

全 靠 两 条 腿 。”印 开 蒲 常 常 一 走 就 是 好 几 个

月。1962 年，一次在雅安天全县的山林调查结

束后，看到调查队员们饥肠辘辘，印开蒲提议

打点鱼来解馋。看到网里全是活蹦乱跳的鱼

儿，大伙儿当时的那种开心，印开蒲至今还记

忆犹新。印开蒲说，在山里考察，既需要掌握

科学方法，还要对眼前的植被生态充满热爱，

“看到那层峦叠嶂，每一次都心旷神怡。”

1969 年，印开蒲加入四川薯蓣资源调查当

中。“薯蓣是一类重要的药用植物，调查薯蓣资

源分布状况，可以为后续开展合理利用奠定基

础。”当时，作为川东调查组组长，印开蒲还担

任着经费管理员的职责。“那会儿管理着 400
元的经费，可大意不得。”每次休息，他都要把

经费裹起来，放在衣服内衬里才踏实……

“我们要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1970 年，因为四川薯蓣资源调查，印开蒲

第一次来到九寨沟。“沉没在水中的钙华长堤，

在湖水荡漾中透出晃动的光影，童话般的美景

让我感到震撼！”印开蒲说，当时，他看到有森林

采伐队已经进入山林，心里暗暗担心起来……

果然，1975 年、1978 年，随后的两次九寨

沟之行，印证了他的担忧：砍伐后的大量木材

被推入江河之中，顺着大渡河、岷江冲下来。

“木材在漂流过程中受到沙埋、腐蚀等因素影

响，实际能利用的木材只有不到 20%。”印开蒲

说，不仅木材得不到利用，因为森林砍伐，生态

环境也遭到了破坏，“我深刻感到我们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回到成都后，印开蒲向时任所领导报告。

随后，由他主笔，拟写了一份建议在四川建立

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我们可以利用保护

区研究珍贵动植物的生态和生物学特性”。报

告中，印开蒲提出建立南坪县（现九寨沟县）九

寨沟亚高山针叶林自然保护区，并介绍了九寨

沟的动植物和环境特点。

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另一份报告，分析不

合理的森林采伐导致水土流失、木材浪费等问

题，提出“制止不合理开发利用形式”的建议。

随着两份报告得到关注，1978 年 12 月，九

寨沟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采伐随后

被禁止。

此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稻城县亚丁村

的生态问题受到关注，如今成为著名的自然保

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本世纪初，岷山土地岭大

熊猫生命走廊项目建成，大熊猫的栖息地得以

很好地保护……在四川，很多有关生态保护的

建议、规划，都有印开蒲的一份功劳。

“生态保护是我一辈
子钟情的事业”

100 多年前，一位国外的植物学家在采集

植物时，在中国西部拍摄了上千张照片。1997
年，印开蒲开始谋划在曾经拍过照片的地方再

次按下快门，反映中国西部生态的变迁。

印开蒲先是花费几年时间研究路线、搜集

照片，又用整整 6 年，跑遍了四川、重庆、湖北

等许多地方，走完了全程。这对当时已年逾花

甲的他来说，十分不易。2010 年，集纳 250 组

对比照片的《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

变迁》一书，终于面世。

如何寻找曾经的拍摄地？“一个县一个县

地走，找当地的老乡和县档案馆问。”在找拍摄

地的过程中，印开蒲也交到了越来越多朋友。

跟着印开蒲一起工作的成都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朱单，非常敬佩印开蒲的亲和力。“每次

和印老师出去，当地人都非常热情。”朱单说，

有一年到北川寻访，老乡提前得知印开蒲要

来，一直等他们到下午两点多才一起吃饭，“靠

的是日积月累的感情”。

“今天尤其辛苦，早上起床时，屋子外面全

是白霜。昨晚睡在海拔 3920 米的一户牧民家

里……”在印开蒲的日记本里，2008 年在高寒

缺氧的情况下翻越大炮山，这段经历让他尤为

难忘。

“生态保护是我一辈子钟情的事业”，对于

印开蒲而言，生态保护越来越得到重视，让他

特别开心。等校对完文稿，他打算带着朱单重

走一遍当年的路线，“把我在各地认识的人介

绍给朱单，以后他还可以再去拍！”印开蒲对未

来期许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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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后，印开蒲立即回到工作状态。

他说，趁着身体条件还允许，要抓紧完成自己

能做的事，来不得半点儿懈怠。

和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印开蒲主要做了

三件事：把植被分布状况转化为一张张清晰的

图表，为后人研究提供大量基础资料；呼吁在

九寨沟等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扛起了科研工

作者的社会责任；拍摄分析植被生态资料，让

影像记录穿越百年，把生态保护的理念更形象

地传递给公众。

60 余年跋山涉水，永远保持孜孜不倦的

状态，这是印开蒲身上最打动人的地方。印开

蒲贡献的，不只是一份份研究资料和调研报

告，更有那份热爱和坚持。

孜孜以求 感人至深

上图：印开蒲在办公室校对

文稿。 本报记者 王永战摄

左图：1972 年 ，印 开 蒲（左

三）在四川省德格县开展四川薯

蓣资源调查。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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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事 宣 纸 制 作 35
年，经手晒制宣纸 600 多

万张，毛胜利将刷纸的力

道和手法拿捏得恰到好

处。从最薄的“扎花”到

最大的“三丈三”，他熟练

掌 握 各 类 宣 纸 晒 制 工

艺，先后参与宣纸传统制

作工艺技术革新 17 项。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窗外，寒风阵阵；晒纸间，热浪滚滚……

木架高悬，纸帖置于其间，中国宣纸股份

有 限 公 司 晒 纸 工 毛 胜 利（见 右 图）伸 出 食 指 ，

小 心 翼 翼 点 起 宣 纸 一 角 。 反 边 牵 时 右 臂 微

抬 ，防 止 绞 边 ，向 右 扯 时 左 手 下 沉 ，避 免 粘

连 。 不 到 10 秒 ，一 张 薄 如 蝉 翼 的 宣 纸 就 贴 在

了烧热的铁墙上。

墙面早已刷上一层米汤，纸刚贴上，迅速粘

住。“先吊角，再托晒……最后收窗口。”毛胜利

一边拿着毛刷刷宣纸，一边念起口诀解说。经

过高温烤晒，原本湿漉漉的宣纸变得干爽，毛胜

利双手张开，迅速将其收下。至此，一张宣纸晒

制完成。

宣纸制作这一行，毛胜利干了 35 年。从最

薄的宣纸“扎花”，到最大的宣纸“三丈三”，600
多万张宣纸在他手中晒制。“18 岁进厂，我从晒

纸学徒工干起，晒了一辈子纸。”毛胜利说。

宣纸以青檀皮为主料，佐以沙田稻草，古法

宣纸制作由 108 道工序组成。其中，晒纸分为 7
个步骤，通过搀贴、盘贴、浇贴、鞭贴、做贴、晒纸

和收纸，把纸帖变成了纸张。前 5 个工序是准备

工作，将纸烘干、浸湿、拍打，使其松软，便于分

离。之后重在技巧，揭下宣纸，烘干收好，不留

褶皱。

“说到晒纸，既要牵，又得刷。”毛胜利说，首

先要用指尖将湿润的宣纸进行分离，手劲大了

容易破，力道轻了揭不下来。牵下纸后，刷子就

派上了用场。纸张要刷得干燥平整，每一刷使

用的力度又不一样，刷重了，墙面容易粘上纸

绒，刷轻了，宣纸又会起皱报废。而要熟练掌握

手法和力道，至少需要 3 年。

在他的个人资料里，3 个数据格外醒目：每

月 工 作 出 勤 率 100% 、每 月 平 均 完 成 工 作 任 务

180%以上、每月产品对路率达 95%以上。从晒

纸学徒工成长为晒纸大师，背后离不开夜以继

日的付出。

牵、刷、收，同样的动作，毛胜利一天要重复

上千遍，在 10 多平方米的晒纸间里移动近 10 公

里 。 除 了 保 持 技 术 稳 定 ，他 还 得 克 服 高 温 影

响。车间常年得在 40 摄氏度以上，烘烤宣纸的

墙面温度更是高达 65 摄氏度以上。

“进厂那年，光点角这一个动作，我就练了一

个多月。每天练习 8小时，五六百张纸下来，手指

都点肿了，但师傅的要求半点都没放松。”毛胜利

坦言，做晒纸工，是一点一滴垒起来的技术。

既能吃苦，也敢创新。2015 年，应书画家的

需求，厂里开始尝试制作宽 3.3 米、长 11 米的“三

丈三”宣纸。纸张大，挑战难，重达千斤的纸帖

如何才能刷平整？摆在晒纸工人面前的最大难

题就是定位。

3 米高架，6 人合作。巨幅纸帖，一人往上托

举，一人侧面拎着。毛胜利作为“头刷”，站在架

上，起到定位作用，连同两名晒纸工一道，刷平

纸张。同时，还有一人推车。

“纸张定位得准，不能有一点偏差。”毛胜利

说，自己一开始凭经验，刷路照着以往的来，马

上就出现了褶子，“后来发现，‘三丈三’必须做

好衔接。我的刷子朝上走，便于下面接刷的师

傅往外赶。”

3 把刷子协同合作，近百名技艺精湛的捞

纸、晒纸、剪纸工人共同生产，时隔不久，“三丈

三”宣纸终于制成。眼下，越来越多书画家来到

安徽泾县，定制宣纸，参观体验。

提升技艺，离不开优化创新。近年来，毛胜

利先后参与宣纸传统制作工艺技术革新 17 项，

晒纸效率得以提高。他和同事们一起努力，对

晒纸技艺中晒纸刷路、蒸汽焙贴等工序进行升

级。和当初师傅手把手教导自己一样，毛胜利

习 得 的 晒 纸 手 艺 ，如 今 也 传 给 了 厂 里 的 年 轻

人。他的徒弟中，不少已经能够在各个晒纸车

间独当一面。

宣纸匠人毛胜利——

七步晒纸 薄如蝉翼
本报记者 游 仪摄影报道

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本版制图：汪哲平

本报北京 2 月 16 日电 （记

者刘阳）2 月 15 日（农 历 正 月 十

五）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2
年元宵晚会圆满播出。整台晚会

以“欢乐闹元宵、浓浓中国风”为

主题，涵盖歌曲、舞蹈、曲艺、武

术、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展

现出生机盎然的时代图景，在浓

浓的中国风中展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

今年的元宵晚会坚持守正创

新，开场节目《齐天乐》中，以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王亚平在空间站奏

响经典旋律《茉莉花》为序曲，演

绎了一曲融合琴、箫、笙等 10 种

代表性民族乐器的创意交响；在

情景武术《骁》中，全国武术冠军

和武术运动员们以新颖别致的形

式、不凡的身手，诠释出中华武术

的博大精深。同时，晚会将多种

艺 术 门 类 有 机 结 合 ，说 唱 节 目

《卖汤圆》，将交响乐和说唱形式

巧妙搭配，既有欢声笑语，又有

交响乐的曼妙；戏曲节目《戏韵

话巾帼》涵盖粤剧、京剧、昆曲、

豫 剧 、河 北 梆 子 等 5 个 曲 种 ，刻

画了穆桂英、梁红玉、花木兰等

巾 帼 不 让 须 眉的风采。晚会还

邀请冬奥健儿为观众送上美好祝

福和趣味灯谜；中国国家女子足

球队通过云连线方式与现场演员

共唱一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整台元宵晚会用充满时代感、文

化感、年轻态的创新表达，为广大

受众奉上一道出新出彩、意韵悠

长的文化大餐。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2022年元宵晚会圆满播出

一艘快艇迎着朝阳，小心地顶开大长山岛港口的浮冰，船

舱里，辽宁大连长海县供电公司海缆专责李广和抢修班同事

密切关注着海面上捕鱼的船只，巡护着海底电缆通道。

在快艇的仪表盘旁，一页 A4 纸记录着维修记录，“石海

线，这条海底电缆已经铺设了 30 多年，维修了 200 多次。年

前，我们就经历了一次艰难的抢修。”李广说。

春节前几天，长海县石城岛向海洋岛供电的 35 千伏石海

线突然跳闸。故障发生后，海洋岛上 2500 余户居民的供电稳

定性受到影响。当天，李广带领抢修小组分别对两岛的终端

海缆接头进行测量。次日，他们在距离海缆终端 330 米左右

的位置锁定了故障点。

海风砭肤，一片片浮冰浮于海面。背上氧气瓶，戴好潜水镜，

咬紧呼吸器……“扑通”一声，潜水员张卓侧身潜入大海之中。

“找到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水下搜寻，绳索终于捆绑在

海缆上。牵引机慢慢滚动，挂满淤泥的海缆升出水面……

维修队员迅速固定海缆，进行清水冲洗、切割故障点、分

离导线。随后，维修队员李金洋和一名同事戴上薄薄的防尘

手套，将绝缘胶带一圈一圈地缠绕在连接处……下午 5 点多，

穿好“铠甲”的海缆被小心翼翼地放入大海，故障抢修完毕。

“一条石海线上就有130多个抢修接头。严寒、大浪、台风，各种

场面抢修队员都经历过，这一天算是最顺利的一次。”李广说。

辽宁大连大长山岛港口——

修海底电缆 保居民用电
本报记者 辛 阳

安九高铁鳊鱼洲长江大桥横跨长江，位于江西、湖北交界

处，全长 3.5373 公里，是我国首座交叉索斜拉桥。九江桥工段

鳊鱼洲长江大桥检查工区，刚过零点，程亚卓和工友就开始忙

碌起来；他们要在天亮前 4 小时没有列车通行的时间里，对鳊

鱼洲长江大桥进行检修……

28 岁的程亚卓是鳊鱼洲长江大桥检查工区工长；工区里

14 名职工都是来自河北、陕西、黑龙江等地的年轻人。

鳊鱼洲长江大桥设备结构复杂且有诸多创新工艺；大桥

最高的地方是塔顶的 252 米，相当于 80 层楼高，最低的地方距

离江面 40 米。高耸的塔顶常年有 7、8级大风，程亚卓和工友弯

着腰，谨慎作业，稍微靠近栏杆往下看，就会有一阵眩晕感：“即

使风再大，也不能影响作业。”程亚卓仔细又熟练地翻爬过大桥

护栏，顺着悬梯爬至凌空于江面 40 多米的检查小车上。他和

工友们要对梁体锈蚀、裂纹情况进行检查……

结束作业，天快亮了。工区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饺子和炒

粉正等着大家。程亚卓并没有急着吃早餐，昨夜妻子给他发

了儿子的视频，他因忙于工作还没来得及看。视频里，刚满周

岁 的 儿 子 正 看 着 鳊 鱼 洲 长 江 大 桥 的 照 片 ，不 停 喊 着“ 爸

爸”……“虽然不能经常陪儿子，但每天看着一趟趟高铁安全

穿过大桥，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程亚卓说。

江西九江桥工段鳊鱼洲长江大桥——

大风中检修 护安全出行
本报记者 王 丹

“得知忠诚村出资 50 万元，在村里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

我申请以参与合作的方式种多肉植物，去年盈利 14 万元，村

集体分红 5 万元，带动 7 名村民稳定就业。”陕西省安康市汉滨

区返乡创业大学生熊炜说。

近年来，汉滨区通过各种方式回引 752 名大学生进入村

“两委”班子，69 名大学生领办村集体经济组织，108 人从事特

色 产 业 种 植 、养 殖 ，推 动 组 建 84 个 产 业 联 盟 ，带 领 5312 户

17960 人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地处秦巴山区的汉滨区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随

着外出务工人数逐年增多，村庄年轻人越来越少，村子活力不

足。针对这一现状，汉滨区于 2017 年出台《选聘大学生到村

建功实施意见》，鼓励大学生到基层；每年增加财政预算 3000
万元，提高基层大学生补贴；配套相关政策，开辟“绿色通道”，

实行一站式服务；为返乡大学生量身定制多样化培训，提升工

作能力……一系列好政策，激发了大学生返乡热情。

“完善人才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强化人才振兴保障措施，

为返乡人才提供广阔的成长成才空间，将最大限度激发人才

内在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汉滨区委书记范传斌说。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人才引回乡 激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龚仕建

“刺啦刺啦”，新鲜的丸子被倒入滚烫的热油之中，霎时间

热气氤氲，香味扑鼻。

春节假期，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小溪镇赵庄村村民王英

和老伴赵广浩一早就钻进厨房，张罗着烹制美食。

“以前不是不想做，家里水不行，做出来不好吃，只好出去

买点凑合凑合。不过，今年不一样啦！”王英神秘一笑，往围裙

上擦了擦手，转身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直流……

“现在俺们用的都是地表水，干净卫生，过年的这些吃食都能

自己做啦。”

点滴清水，关乎民生。王英一家人喝上干净水，得益于前

不久投入使用的五河县淮河南岸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它让

五河县全面实现了对原有地下水源的替换。

“通过置换地表水，不仅水质更好，还可以减少地下水开

采，保护地下水生态。”五河县水利局副局长孟祥宇说。

淮河南岸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解决了两个乡镇 8.44 万人

口的饮水问题，日供水规模达 2.5 万立方米。目前，五河县形

成 9 处地表水厂供水布局，全县 14 个乡镇有 9 个乡镇实现城

乡供水一体化。

安徽省蚌埠市赵庄村——

喝上清洁水 生活甜滋滋
本报记者 徐 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