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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青春派青春派R

巍巍万里长城，历经千年风雨。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标志，也是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需要世世代代保护好、传承好。

近年来，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长城保护与研究的力量日益壮

大，其中有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甘坐“冷板凳”，用丰富的专业知识、饱满的青

春热情投入长城保护工作，让古老长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我们采访了 3 位

长期参与长城保护的年轻人，听他们讲述自己与长城的故事。

——编 者

钢筋林立、机器轰鸣、焊花飞溅……新年伊始，建设工

地处处都是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景。作为中建三局重

庆分公司的一名建设者，我也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从 2008
年初入建筑行业成为一名施工员，到成长为一名“建筑老

兵”，我参与过高铁项目、公租房、桥梁施工、水环境改造、机

场隧道工程等多种工程，不知不觉已经在施工一线干了十

余年，用钢筋铁骨塑造了我的青春岁月。

刚入职时，我就碰上了个大工程——成都来福士广场

项目。该项目涉及的施工结构、空间测量定位很复杂，对成

型质量和多项精度要求极高，尤其是复杂光影切割和清水

饰面工法工艺更是行业性难题。初出茅庐的我在该项目担

任测量员，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测量是施工的眼睛，我必须盯准每条线，在创新中找出

路、解难题。我大量查阅工程测量资料，探索不规则倾斜测

量难题，主动和项目技术员、工长联动探讨工作方案，调整

修订测量方案，后续测量精度显著提升，施工进度明显加

快。竣工验收当天，项目部施工未发现任何质量问题，受到

检验人员的高度评价。该项目也获得了“鲁班奖”，作为参

与建设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自豪。

项目施工中遇到困难是家常便饭，作为一名老党员，我

必须带头攻坚。 2016 年，我刚接手一个市政工程项目不

久，一天凌晨，突然接到来自工地现场的电话：“师傅，你快

来！我们的旋挖机陷在基坑出不来了！”我撂下电话，火速

赶往现场，发现那里到处都是没膝的泥水。我一边安抚司

机情绪、联系施工队开路排水，一边迅速动员项目同事分工

配合，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成功拯救受困车辆，为项目减少

了重大损失。跑协调、找资源、安排现场施工……参与这个

项目后，我从测量员逐渐成长为一名建筑一线的多面手。

参建江津水环境治理项目，助力绿水青山；组建党员突

击队，带头攻坚老旧小区管道全面疏通建设……近年来，我

的从业生涯与市政工程缘分不断，看着自己参建的项目实现

岸绿景美、人民安居乐居，我倍感骄傲。从业十多年来，时光

铸就了我的钢筋铁骨，奋斗写满了青春答卷。心中有蓝图，手

中有干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工作，是我作为一名 80后

党员的责任担当。

（作者为中建三局重庆分公司江北机场捷运运维中心

项目副经理，本报记者李昌禹采访整理）

扎根一线 锻造青春
马 栋

尚珩：

了解长城，保护长城

在北京平谷将军关长城进行考古发掘，

去延庆八达岭长城录制《跟着书本去旅行》节

目，赴山西大同拍摄关于长城的纪录片……

2023 年伊始，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

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在长城沿线奔波忙碌。

尚珩对历史文化的喜爱始于儿时。1991
年，7 岁的尚珩第一次登上长城。“一口气走到

了八达岭长城的北八楼。”时隔多年，尚珩依

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城墙蜿蜒曲折，

一眼望不到头，非常雄伟！”

此行激发了尚珩对长城的浓厚兴趣，他

开始搜罗书本和报纸上关于长城的各种信

息。1999 年国庆节，在家人陪同下，15 岁的尚

珩第一次徒步走“野长城”，每天从天亮走到

日落，晚上在村里借宿。从古北口走到金山

岭，再走到司马台，整整走了 3 天。“有时走一

天都见不到一个人，虽然很累，但沿途看到历

经沧桑的长城呈现的古朴、自然之美，十分震

撼。”尚珩感慨。

2001 年，尚珩写了一篇黄草梁长城的游

记，打算发到网上，无意中搜到了由志愿者自

发组建并运营的公益性网站——长城小站，

发现里面有大量长城的图片和资料，让他大

开眼界。尚珩随后加入长城小站，一有时间

就和网友们去爬长城，那些断壁、残垣、碎石，

甚至常人不屑一顾的破砖墙，都让他流连忘

返。20 多年来，他徒步考察了北京、河北、天

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

程超过 3000 公里。

在一次次行走长城的过程中，尚珩感受

到保护长城并非易事。“长城体量大、分布广，

所在区域绝大部分经济还不发达。”尚珩坦

言，“老百姓总觉得那些土垄子、破城墙，没啥

好保护的。”

“要保护长城，首先得了解长城。”2007
年，得知山西启动长城资源调查，正在山西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的尚珩主动报了名。

在两年多时间里，他跟着调查组跑了十几个

县、几百座烽火台，初步明确了长城烽火传报

体系。

2010 年，尚珩进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10 多年间，他先后

主持延庆柳沟长城遗址、延庆大庄科长城遗

址、怀柔箭扣长城遗址等多项长城考古发掘

工作，完成“中国历代长城研究”“明代蓟镇长

城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山西长城碑刻文献

资料整理与研究”等研究项目。

长城分布在 15 个省区市，其中北京段保

存最完好、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是万里长

城的精华所在。2021 年，北京选取延庆大庄科

长城和怀柔箭扣长城试点开展研究性修缮。

不同于以往的抢救式修缮，研究性修缮

体 现 出“ 慢 慢 修 长 城 ，边 研 究 边 修 缮 ”的 特

点。现场勘查中，古建、材料、考古、植物学等

多领域专家共同合作，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

出建议，最大程度保护长城文化。“我们首次

在北京长城的敌台顶部发现明代火炕和灶址

等生活设施遗迹，还出土了锅、盘、碗、剪刀、

铲子等生活用具。”尚珩表示，这不仅与相关

文献记载相吻合，而且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

的日常生活，“这些文物没有闪亮的色彩，但

是透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戍边将士最真实

的生活。”

“我们以往只是在地面上观察长城，并不

了解被掩埋的部分，保护方案难以全面、科

学。经由考古‘望、闻、问、切’找到长城的‘病

根’，才能对症下药。”尚珩认为，无论是在学

术层面，还是在现实的保护层面，研究性修缮

都有着重要意义。

“长城在不断老去，要加紧研究，让它得

到更好保护。”尚珩几乎每周都要去爬长城，

他长城研究的脚步更是一刻未停，“我希望人

们到长城参观游览时，不仅看到雄伟的长城

建筑及遗迹，还能了解更多的长城故事，感受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鲁婷婷：

当好长城守护人

寒风呼啸，吹乱了头发，眼前的姑娘顾不

得去整理，她熟练地支起三脚架，架好便携式

手持气象仪，认真记录下风向、温度、湿度等

监测数据。“这些数据，就像长城的‘脉象’，是

做好保护的依据。”她说，在甘肃嘉峪关市从

事田野长城保护 3 年多，这是她第四十六次来

到万里长城第一墩——明长城西端起点。

这位 90 后姑娘名叫鲁婷婷，是土生土长

的嘉峪关人。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入

职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在长城保

护研究所田野文物保护部当起了“守关人”。

脚穿登山靴，身着冲锋衣、工装裤，时而跪地

测量，时而提笔记录。“这身行头，出野外方

便。”鲁婷婷说，万里长城第一墩因耸立于讨

赖河谷北岸绝壁之上，又名“讨赖河墩”，距嘉

峪关关城 6.7 公里。“每次来，感受都不一样。”

鲁婷婷大学的专业是文学，听着呼呼风声，她

说今天是“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专业不对口，我是半路出家。”鲁婷婷刚

上班时，坐了两年办公室。“2020 年 10 月，申

请转到一线保护岗位。”鲁婷婷笑言，那时觉

得去一线，就是上关城。“来了才知道，是每月

对散布在戈壁山林、人迹罕至荒漠中的 30 个

不可移动文物点进行多达 400 余次的巡查监

管，简直是‘大漠漫游记’。”她第一次出任务，

车 过 戈 壁 ，一 路 沙 尘 ，到 了 目 的 地 ，有 些 傻

眼。眼前的“土墙”和脑海中的长城差距不

小：“这也是长城？”同行的前辈为她解惑：嘉

峪关的长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典型的西

北土质长城。

“和大多数人一样，说起长城，我第一反

应也是八达岭，砖石坚壁。”鲁婷婷虽说生在

嘉峪关，长在长城下，可过去并未留意过这些

不起眼的“土墙”，“当时深感本领恐慌。”这之

后，鲁婷婷开始给自己补课，借阅各类资料，

“啃”大部头专著，请教同事和专家，不断丰富

自己的见识。三年下来，鲁婷婷对长城的认

识大为提升，掌握了各种工具仪器的使用，也

了解了表面风化、片状剥落、裂隙、酥碱等各

类病害的特征和形成机理。

近年来，嘉峪关长城保护已实现由看守

保护向科技保护、研究保护的转变，由长城本

体保护向本体和载体共同保护的转变，墙体

开裂、风化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依托精

准数据，将常规监测纳入日常巡查，用数字化

监测设备，每月对长城进行病害监测、图像数

据采集和安全巡查。”鲁婷婷说，通过分析采

集到的各类基础数据，就可判断病害形成诱

因和发育速度，为制定保养维护方案提供科

学依据。

“每次外出巡护，无人机、塔尺、花杆等各

种仪器设备是标配；铁锹、钢钎、狗牙铁丝等

材料是必备。”在去双井子堡遗址前，鲁婷婷

边说边清点设备。到达巡查点，启动无人机，

先俯瞰长城整体情况，再用各种测量工具，对

长城本体进行测量。“墙体的变化，风剥雨蚀

虫害等状况，都要记录在册。”鲁婷婷一边盯

着仪器，一边搓着手。由于很多监测设备无

法戴着手套操作，戈壁上的寒风很快会把手

冻僵。

“收集的数据，回去后进行比对，就能做

到心中有数，为保护长城‘治未病’。”鲁婷婷

说，以双井子堡遗址为例，受自然因素和人为

因素影响，出现了墙体裂隙、墙体酥碱掏蚀等

多种病害，在每年 170 多天的监测与测量基础

上，研究所根据监测数据第一时间采取了可

逆的临时性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减缓了病

害的进一步发育，为后期制定可行的科学合

理的修缮方案奠定了基础。走近修缮后的

墙体，原墙和支撑加固的部分几无差别，就

连色差也看不出来。“好的保护就是这样，不

改变文物原状，不破坏文物价值，但排除了

病害隐患。”

自明洪武五年（1372 年），历经 168 年建

设而成的嘉峪关，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登上关城，极目远眺，野旷天低，祁连积雪。

截至目前，嘉峪关市境内长城墙体有 43.6 公

里，关堡 8 座，烽火台和敌台共 49 座，每个月，

鲁婷婷和同事都要将每个点巡查一遍。“长城

保护，任重而道远。”鲁婷婷说，“我将扎根基

层，扑身一线，当好长城守护人。”

郭洪秀：

披荆斩棘守长城

2022 年 12 月 4 日 5 时 20 分，河北秦皇岛

市卢龙县发生 3.8 级地震，惊醒了不少居民，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一大早，卢龙县文旅局工作人员赶紧在

微信群里通知全县长城保护员们，检查长城

各段是否有损坏情况。收到信息，32 岁的刘

家营乡桑园村长城保护员郭洪秀穿戴上厚厚

的棉衣手套，带上垃圾袋，扛着一把铲刀，便

骑上摩托车出发了。

郭洪秀一家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祖孙

三代人接力守护家乡的野长城，如今他已是

第三代长城保护员。他守护的这段长城离县

城有 30 公里远，四面群山连绵，山势巍峨，山

路崎岖，摩托车颠得上下起伏。

到了山脚下，摩托车上不去，只能靠双

脚。漫山遍野的荆棘，有的能长到半米甚至

一人高，隔着棉裤都被刺扎得生疼。每走几

步，郭洪秀就得用手里的铲刀劈开荆棘。遇

到陡坡，还得手脚并用向上爬，山上乱石多，

一踩就滚落，光爬上长城就得费半天工夫。

“不过，正是因为这段野长城偏远难走，所以

遭到的人为破坏也较少，主要是自然风化的

破坏。”郭洪秀说，如今他的工作主要是巡查

长城有没有损毁或坍塌，“如果看到垃圾，也

要及时清理走。”

郭洪秀负责的长城段共有四座烽火台，

有一座保存较为完好，分为上下两层，被当地

人称为“正楼”。它的底座是红色条石，上面

才是褐色墙砖；窗户内侧还能看到红色拱石

顶着窗户，防止坍塌。“修建长城时就地取材，

这些红色砖石就是我老家的石材。我有责任

保护好长城。”郭洪秀自豪地说。

每次上山，在山顶烽火台里坐一会儿都

是他最惬意的时刻。“小时候，爷爷带着我在

城墙上、烽火台里找弹孔。爷爷说，这都是抗

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郭洪秀回忆，爷爷作为

第一代长城保护员，那时经常带着他上山巡

长城，“他总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

是历史，不能毁了。”

前年，郭洪秀的父亲在巡查长城时扭了

脚，脚脖子一下子就肿了，走不了路。“当时四

周除了群山，不见人影，手机也没有信号，叫

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郭洪秀说，父亲只好

找了根粗树杈当拐棍，一瘸一拐滑着下山。

走了几个小时，手机才有信号，终于联系到家

人。“大伙儿在山腰上找到他，轮流把他背下

来的。后来父亲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能正常

下地。”

这次扭伤让郭洪秀父亲的脚留下病根，

没法再爬长城了。从此郭洪秀成了家里巡查

长城的主力。几十年来，祖孙三代的坚持虽

然辛苦，但一家人都表示，能为保护长城尽到

自己一份力，再辛苦也值得。

作为年轻一代的长城保护员，郭洪秀希

望能攒钱买台无人机，将来可以站在山脚下，

飞无人机巡护长城，“听说有些款式无人机有

摄像头和语音警报功能，这样可以更加及时

便捷地巡护长城。”

保护长城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施 芳 王锦涛 张腾扬

春节期间，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青年官兵踏雪巡边，用行动诠释对

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浓厚的节

日氛围中，青年铁路人坚守岗位，全

力以赴守护万家团圆的旅途；晨光

初露，快递小哥已奔忙于大街小巷，

将 包 裹 送 到 家 家 户 户 …… 新 年 伊

始，中华大地一幕幕火热的奋斗场

景，展现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蓬勃向

上的青春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三年春

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农历

兔年，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

年像动如脱兔般奋跃而上、飞速奔

跑 ，在 各行各业竞展风流、尽显风

采。”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

好明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青

年一代责任在肩。各行各业的青年

人当勇挑重担、奋勇争先，像动如脱

兔般奋跃而上、飞速奔跑，用拼搏和

汗水书写新时代的青春华章。

要奋跃而上、飞速奔跑，须苦练

本领、精益求精。青年正处于长知

识、增才干的重要时期，应积极主动

学习、不断超越自我，练就扎实过硬

的专业本领。男子短跑运动员苏炳

添在赛前训练和比赛时，都会拿出

小卷尺仔细测量，认真寻找摆放起

跑器的最佳位置。经年累月地总结

经验、学习研究，成就了他在赛道上

的成绩突破。东京奥运会上，苏炳

添在男子百米半决赛上打破亚洲纪

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时间磨砺

本领，青年人才能更有能力和底气

追逐青春梦想、担当时代重任。

要奋跃而上、飞速奔跑，须脚踏实地、奋斗不息。奋斗

不只是响亮的口号，更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

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民

主镇副镇长、雪峰村党支部书记立克拢拢，从大山走出来又

回到大山，帮助雪峰村贫困群众脱贫，用青春热血带着乡亲

们蹚出一条致富路；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福禄坪小学

老师任纪兰，心怀感恩回报乡村，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

乡村执教，传递爱与温暖……他们向下扎根、向上拼搏，立足

岗位发光发热，以实干创造不平凡的业绩。青年人要有愚公

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

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要奋跃而上、飞速奔跑，还须迎难而上、一往无前。通

往光荣的道路不会总是鲜花铺就，但青春的火焰一旦被梦

想点燃，就会产生百折不挠的恒心和斗志。“排雷英雄战士”

杜富国在 2018 年的一次扫雷行动中，为保护战友身受重

伤，永远地失去了双手和双眼。手术后两个月，杜富国就在

跑步机上练体能；生活能基本自理后，他练抓握、练写字

……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他终于成功归队。杜富国的故

事告诉我们：坚守希望、披荆斩棘、勇攀高峰，任何艰难险阻都

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

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新征程上，广大青年要与祖国

共进、与时代同行，在梦想的指引下奋力奔跑，在奋斗中实

现人生价值，努力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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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鲁婷婷在对万里长城第一墩

进行测量检测。

本报记者 王锦涛摄

图②：郭洪秀用铲刀劈开荆棘。

本报记者 张腾扬摄

图③：尚珩在陕北长城考察中测量

夯层厚度。 程长进摄

题图：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

长城景观。 周万平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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