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征浩：
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清晨，一轮红日徐徐升起，辽阔

的黄海湿地上，成群的丹顶鹤、灰

鹤、东方白鹳翩跹起舞。这里是江

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下简称“珍禽保护区”），也是“东

亚—澳大利西亚”数百万候鸟迁徙

途中的停歇地、繁殖地和越冬地。

“走，带你去看野生丹顶鹤！”一

辆沾满了泥浆的皮卡，一个带着三

脚架的望远镜，一台长焦相机——

这是珍禽保护区生态保育团队成员

李征浩的工作家当。 1989 年出生

的李征浩是山西人，他和团队的其

他 13 位同事主要从事湿地生态和

生物多样性监测、退化湿地恢复等

工作，鸟类多样性调查和监测是其

中的重要工作内容。

“马上就要看到丹顶鹤了！”沿

着崎岖的道路在缓冲区行驶，李征

浩一看到映入眼帘的鸟类就兴奋起

来，“看，排着人字形的是大雁，左边

河里，体型较小的是反嘴鹬，旁边那

几只大个头的是绿头鸭。”驶入一片

农田的尽头，他突然停下

了 车 ，把 单 筒 望 远 镜

递给记者：“你今天

运气不错，那边

有 4 只丹顶鹤，

两 大 两 小 ，应

该是一家。”

“ 丹 顶

鹤奉行‘一夫

一 妻 制 ’。”李

征 浩 介 绍 ，每

年我国约 4/5 以

上 的 野 生 丹 顶 鹤

在 珍 禽 保 护 区 越 冬 ，

有时候一天就能观测到上

百只野生丹顶鹤。

“鸟类多样性调查和监测工作

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春节前这几天

赶上寒潮来袭，最低气温只有零下

6 摄氏度，但也正好是越冬鸟类多

样性调查和监测的工作高峰期，成

群的候鸟大批来此越冬，我们每天

必须起早贪黑，才能尽可能记录到

更多数量的鸟类物种。”李征浩告诉

记者，“水鸟调查时要看好潮水位，

运气好时在一个地方就能看到数万

只鸟，那画面极其壮观。”

“看，这是我们组昨天的调查记

录表，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还有鸬鹚、豆雁等成千

上万的常见鸟类。我们昨天还幸运

地发现了 4 只不太常见的青头潜

鸭，也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1 月 18 日，农历腊月二

十七，距离春节假期只有两天，

李征浩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丰硕的工作成果背后

是 异 于 常 人 的 艰 辛 付

出 。 珍 禽 保 护 区 人 烟

稀少、道路不通，夏天

蚊虫遮天蔽日，冬季

海风冰凉彻骨，为

了追寻鸻鹬类水

鸟 的 行 踪 ，李

征 浩 和 同 伴

常 常 要 一

脚深一脚浅地深入海边泥滩数公

里，一天下来手脚麻木，浑身是泥。

是什么支撑着李征浩和同伴们

从事如此辛苦的职业？“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我虽然加入团队才不到

5 年，但一入行就爱上了这个职业，

而且打算一直干下去。”李征浩说，

“2018 年 9 月，我刚到珍禽保护区报

到，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鸟类环志

工作，每天晚上要给几百只鸟脚上

套上标有编号的脚环，既要把脚环

套上去，还要确保不能伤到鸟，工作

强度很大。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

触鸟类，开阔了我的眼界。”

辛苦工作之余，作为珍禽保护

区为数不多的硕士研究生，李征浩

不忘科技创新探索。目前，他作为

主要发明人获得授权湿地监测与保

护的相关专利已有 8 项。近年来，

他所在的团队通过不断完善科研监

测体系，除开展鸟类四季动态监测

外，初步补充开展了鸟类疫源疫病

监测、底栖生物、水文气象、海岸侵

蚀淤积等生物、地理、环境要素基础

监测，积累并收集了保护区大量的

本底资料及科研成果。团队还创新

监测体系，首次开展国内风电场鸟

类雷达监测，首次开发湿地鸟类视

频监控智能识别系统。基于该团队

对湿地保护作出的突出贡献，

2021 年 团 队 荣 获 第 十 六

届 江 苏 青 年 五 四 奖 章

集体称号。

李征浩的家在

盐城市区，乘坐班

车 上 下 班 单 程 要

一个多小时。“这

里虽然地处偏僻、

工作条件艰苦，但

是 ，我 感 到 所 做 的

工作很有意义。”李征

浩说，“我和同伴们将用

青春和热血，继续为生态文

明保护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刘彬：
用脚丈量 用心保护

距离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下简称“麋鹿保护区”）管

理处还有几公里，司机突然指着不远

处说：“快看，一头麋鹿站在路中间

呢！”发觉车辆驶近，那头麋鹿不紧不

慢地踱着步走进路旁的树丛里。

“你们遇到的应该是麋鹿保护

区放养的野生麋鹿，有时会跑到附

近的农田和公路上觅食。”听说了记

者的“奇遇”，麋鹿保护区管理处办

公室主任刘彬笑着说。

1982 年 出 生 的 刘

彬是一位鸟类学博

士 ，他 自 己 也 没

想到会同麋鹿

结 缘 。 2009
年，麋鹿保护

区首次发现

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东方

白鹳，在安徽

大 学 攻 读 完

硕士学位的刘

彬 跟 着 导 师 第

一 次 来 到 大 丰 。

他发现，麋鹿喜好生

活的沿海滩涂也是鸟类栖

息的天堂，便对这块土地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毕业后便决心来此从事科

研工作，这一待就是 14年。

“我还清楚地记得，到麋鹿保护

区报到那天，我一大早从合肥出

发，一直到傍晚才到。当时这

里非常荒凉，距离最近的乡

镇 有 10 公 里 ，采 购 物 品

都非常困难。食堂只

提供一顿午餐，早

饭晚饭都得自

己做。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连

买件厚外套都不够。”刘彬回忆，“但

是兴趣让我留了下来，我用了一个

多月的时间把保护区走了一遍，发

现可研究的东西非常多，光鸟类就

有 200多种，足够我研究一辈子了。”

“刘彬是我们保护区的第一个硕

士，一开始我真的没想到他能留下

来。”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

主任王立波介绍，“刘彬工作后，以第

一作者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关于麋鹿、鸟类等生物多样性保护领

域 论 文 10 篇 ，其 中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SCI）3 篇，中文核心期刊 6 篇，获得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不少保护

区的科研主要依托高校，而我们保护

区在刘彬的带领下，成立了 10 人左

右的以博士领衔、硕士为主的本土科

研团队，形成了浓厚的科研氛围。”

2013 年，刘彬任保护区安全保

卫处处长，他解释：“我这个保卫处

处长，主要是负责巡护、救助野外受

伤、被困的麋鹿。”

麋鹿是我国特有物种，为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曾繁盛地生活在沿

海滩涂。1986 年，麋鹿保护区正式

建立，国家从英国重新引进 39 头麋

鹿 ，落 户 大 丰 黄 海 滩 涂 。 近 10 年

来，麋鹿保护区的麋鹿数量不断增

加 ，麋 鹿 种 群 数 量 实 现 净 增 5000
头，总量已突破 7000 头，为人类拯

救濒危物种提供了成功范例。然

而，随着麋鹿数量激增，野外受伤、

被困的麋鹿数量也不断增加。据统

计，保护区 2017 年至 2019 年共救助

麋鹿 400 多头，2020 年至 2022 年每

年平均救助麋鹿达 370 多头。

“救 助 工 作 有 一 个 特 点 ，就 是

24 小时待命，晚上突发情况多，经

常半夜十一二点，刚刚躺下睡着，那

边电话铃就响了。”2021 年 5 月的一

个晚上，刘彬接到电话，有 20 多头

野生麋鹿误入大丰港附近一个一公

里长的排灌渠内，由于渠水较深，四

周没有缓坡，麋鹿无法自行上岸，时

间久了会导致溺水。晚上 8 点多，

刘彬等赶到现场，一开始借助消防

救援梯，想让麋鹿自己爬上来，可是

动物们不配合。他们决定将麋鹿一

头头麻醉后再拖上岸。穿上救生

衣，坐上橡皮艇，刘彬专门负责向麋

鹿吹麻醉针。

“这 可 不 是 个 简 单 活 ，我 趴 在

橡皮艇头上，距离麋鹿还有五六米

的时候它就很警觉，就得开始吹麻

醉针，而且针一旦遇水就会失效，

我们准备了几十支麻醉针，到最后

生怕不够用。”刘彬回忆，被麻醉成

功 的 麋 鹿 大 约 5 分 钟 以 后 开 始 出

现摇晃、迷糊的行为，他们就赶紧

锁定目标，把消防队提供

的 绳 子 套 在 麋 鹿 的

脖 子 和 腿 上 ，迅

速拉上岸。

“一头公

鹿 有 500 多

斤，我们好

几 个 人 费

半天劲才

能 把 它 弄

上岸，还生

怕 绳 子 把

它 勒 伤 了 。

上岸后赶紧注

射 解 药 ，5 分 钟

左 右 它 就 清 醒 过

来，可以放走了。”等所

有的麋鹿解救成功，已经是次日

清晨 5 点多了，刘彬他们乘坐的橡

皮艇里灌满了水，他们浑身湿透，累

得筋疲力尽，但大家还是非常有成

就感。

今年春节假期，刘彬选择了大

年初二、初三值班，不过令他高兴的

是，那几天没有接到救助电话。今

年，他准备将保护区对野生麋鹿网

格化管理的调查情况整理出书，同

时进一步做好保护区内的鸟类环志

工作，并争取对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进一步调研。“用脚丈量，用心保护，

我相信我们保护区会发展得越来越

好！”刘彬信心满满。

姜文魁：
退渔还湿 责无旁贷

身为 80 后的东台沿海经济区

条子泥湿地服务中心主任姜文魁怎

么也没想到，自己前 10 年和后 10 年

从事的工作内容居然是完全相反

的：从山东水利学校农田水利专业

毕业后，刚工作的 10 年他是江苏盐

城东台弶港镇水务站负责农田水利

建设管理的工程员，负责围垦滩涂；

可自从 10 年前到东台沿海经济区

管委会工作后，他的主要任务变成

了退渔还湿，负责把围起来的鱼塘

还原成湿地！

春节刚过，东台条子泥湿地的潮

水涨了起来，成群的候鸟掠过海堤，

落在“720高地”上——这是国内首个

固定高潮位候鸟栖息地，是东台沿海

经济区收回 720 亩鱼塘、为涨潮时无

处停留的鸟儿们打造出的一方乐

园。东台沿海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卫国点开观景台电子屏上的“鸟脸

识别系统”，就能随意切换镜头，看到

沿 40 公里海岸线安装的 317 个高清

摄像头拍摄到的鸟类栖息实景，并自

动识别所选的鸟类种类。

姜文魁就是“720 高地”的建设

者之一。“这里原先是沿海集团承包

给养殖户的鱼塘。2020 年 4 月，我

们对这 720 亩鱼塘投入百万元进行

微地形改造、湿地修复、环境整治并

实行封闭管理，吸引了小青脚鹬、勺

嘴鹬等水鸟，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打卡地。”姜文魁介绍，720 鸟类高潮

位栖息地营造了三种生境：深水区、

浅水区和光滩区。整个水体根据鸟

类专家的建议，不定时进行更换。

其实，刚到条子泥工作的时候，

姜文魁跟多数渔民一样不解：“这里

渔业资源丰富，如果承包出去发展

养殖业，经济效益很可观。政府为

啥要把条子泥‘圈’起来，不但产生

不了任何效益，还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去搞退渔还湿？”

慢慢地，姜文魁在工作中感受

到了奥妙：“自从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保护地，越来越多的动物成了条子

泥的常客，每年都会迎来上百万只

候鸟驻足停歇，其中包括勺嘴鹬、震

旦鸦雀、东方白鹳等近 20 种濒危珍

稀鸟类。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勺

嘴鹬全球不超过 600 只，每年有近

一半到条子泥来栖息、觅食、换羽。

正是因为湿地生态修复得好，条子

泥才会越来越受鸟儿们的欢迎。”

作 为 条 子 泥 湿 地 服 务 中 心 主

任，因为常年要在湿地巡护，姜文魁

晒得皮肤黝黑。这支巡护“小分队”

由 12 人组成，分成三班，日复一日，

沿着条子泥 40 公里长的海堤来回

巡逻，捕捉湿地上可能威胁到鸟类、

麋鹿等动物安全的“蛛丝马迹”。

眼下，姜文魁最繁重的一项任

务是治理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

草。“互花米草生长的地方湿地板

结，底栖生物遭到破坏，而底栖生物

又是迁徙候鸟的重要食物来源。对

付它目前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主

要靠人工、机械挖根深埋。”姜文魁

说，“每年 1 至 3 月是清理互花米草

的最佳时期，这种植物的生命力非

常顽强，生长速度快，一旦发现必须

快速铲除，刚刚巡护队友又在一片

滩涂上发现了互花米草，我们要尽

快赶过去清除掉。”

“无论是退渔还湿，还是巡护海

堤、清除互花米草，为的都是修复湿

地生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姜文魁

感触颇深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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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

8 年前大学毕业时，我本有机会谋到一份城里的工作，

后来还是决定返回家乡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石洞镇，发展

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

当时，亲朋好友鲜有人看好我的创业前景，父亲更是坚

决反对，他希望我能在城市安家立业，不要回来折腾。多年

过去，我在老家创办的公司已成长为年销售额近千万元的

新锐企业，并带动周边村民共奔富裕路。

万事开头难。我的大学专业是会计学，跟农业八竿子

打不着，可我从小便爱往乡下跑，跟随父辈种庄稼、收小麦，

对农业既熟悉，又有感情，深知农产品要想受欢迎，必须从

源头把好质量关。起初，我信心满满地流转了 800 亩土地，

全部种植家乡的特色小麦。然而由于土地分散、管理粗放，

3 年下来赔了 10 多万元。痛定思痛，我带领团队成员找差

距、寻帮助，最终敲定订单种植的合作模式，由种植大户承

包经营，每年按时保量完成种植任务。合作带来的结果是

双赢，农户吃下“定心丸”，销路稳定有保障；我们原先担心

的原料品质得到提升，可以专心负责生产加工和市场开拓。

创业路并不好走。刚开始，公司只能磨面粉、压面条，

生产多靠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产品缺乏竞争力。我外出考

察学习了一圈，回来后决定重新投资 700 多万元引进设备，

彻底升级改造生产线。现在，整个生产过程 70%以上实现

自动化，小麦从入库到包装成产品，效率提高了 3 倍以上。

为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公司在密闭车间安装了新风

系统，避免自然通风带来的蚊虫和扬尘污染。冬天，村里的

气温最低能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我们又增设了地暖，使车

间温度保持在 15 摄氏度左右，从而保证面条筋道的口感。

创业若想成功，除了产品质量过关，还要受到市场认

可。在省内，我们推动产品进商超、入粮油市场。在省外，

我们转变思路，逛展会、开面馆，马不停蹄地谈合作、找项

目，慢慢打开销售局面。目前，我们每年能卖出近 20 万箱

长寿面。

公司不断发展壮大，让我们回馈村民的底气更足。近些

年，我们与周边农户累计签订了 5200 亩的订单种植合同，建

成了 6000 平方米的集面粉、面条、麦片、胡麻油为一体的生

产园区，吸纳 40 余名村民参与进来，实现家门口务工，人均

年收入突破 4 万元。在政府帮助下，我们还去农科院学习、

到高校培训，利用项目帮扶资金，持续丰富产品种类。如今，

公司研发的 40多款新产品陆续上市，广受市场青睐。

8 年一路走来，我感触颇深的是：农村发展空间广阔、大

有可为，我会坚定留下来，努力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现

在除了我，公司还有两名大学生，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

强。未来，我们计划推出一些方便食品，抓好“粮头食尾”和

“农头工尾”，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产业，

拓宽乡亲们的增收渠道。

（作者为兰州麦粒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本报记

者赵帅杰采访整理）

回乡创业 大有可为
陈柏年

前不久，笔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位

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他本是一名青

年教师，驻村数年，和村民共同经历了

冰雪、洪水、大旱考验，参与抢险、恢复

生产，遭遇许多讲台上没见过的难题，

当了多次“热锅上的蚂蚁”。而也就是

在这几年间，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脱贫，人均年收入跃升到 1.2 万元，

获评市级“文明村”……风风雨雨，固

然让这位曾经的教书匠着急过、犯难

过，却也给了他更多磨砺，让他强筋壮

骨、增长才干、干出实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刀要在石上

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

面是难以成大器的。”当今时代，知识

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

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这既为

青年施展才华、竞展风采提供了广阔

舞台，也对青年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当代青年要担当时代责

任，必须练就过硬本领，做起而行之的

行动者，经历风雨、增长才干。

在风雨中增长才干，要筑牢坚定的

理想信念。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如果跌了一跤就打退堂鼓、畏缩不前，

就无法从经验教训中获得滋养，成事、

成才更无从谈起。而百折不挠的意志，

需要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浇铸。“石可

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

赤。”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

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

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九死一生、

千难万险，不但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人

前进的步伐，反而令我们变得愈益强

大。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前行路上的灯塔。

在风雨中增长才干，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庭院

里跑不出千里马，温室里长不出万年松。躲在“舒适圈”

中坐而论道、驰于空想，是难以收获成长的。到现实中、

在奋斗中摸爬滚打，研究现实矛盾，实践胸中所学，才能

不断提高本领、积累经验。广大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挺

膺担当，投身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一线，锤炼意志、磨练本

领。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的苗家女孩施林娇大学毕业

后主动回到村里创业，通过拍摄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

家乡的风景、民俗为更多人所知；科技攻关前沿，广大青

年竭智尽力，青年工程师曾耀祥，在而立之年改变了半个

多世纪的“火箭弹性载荷设计方法”，让火箭更轻、运载能

力更强……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攻坚

克难的过程中收获了成长，实现了个人价值，为广大青年

树立了榜样。

青年是苦练本领、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期。生逢伟大时代，

青年要增强紧迫感，经风雨、见世面、成大器，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经
历
风
雨

增
长
才
干

沈
童
睿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①：李征浩在观鸟。

本报记者 姜 洁摄

图②：刘彬和麋鹿在一起。

本报记者 姜 洁摄

图③：姜文魁在整治互花米

草。 本报记者 姜 洁摄

图④：冬季，大批丹顶鹤飞抵

江苏盐城越冬。

孙华金摄（人民视觉）

图⑤：麋鹿在江苏大丰麋鹿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觅食。

孙华金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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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主 席 2022 年 在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

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时指

出，我们要深化认识、加强合

作，共同推进湿地保护全球

行动。

位于江苏沿海的盐城，

拥有 582 公里海岸线、76.97

万公顷湿地，孕育着太平洋西

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

生态保护最好的海岸型湿地，

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日前，记

者采访了 3 位在这里保护湿

地的年轻人，听他们讲述自己

挥洒青春热血、为修复湿地生

态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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