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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青春派青春派R

冰川不仅是美丽的自然风景，也是

重要的生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雪山冰川、江源流域、湖泊湿地、

草原草甸、沙地荒漠等生态治理修复，全

力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日

前，记者采访了 3 位保护冰川的年轻人，

听他们讲述以青春力量守护冰天雪地的

故事。

——编 者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监

测部主要从事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土壤和固体废物

等样品的生态环境监测分析工作。在入职职业规划座谈会

上，我了解到这个单位曾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

和一系列荣誉背后的故事，自豪感油然而生，庆幸自己能加

入这样一个集体，在这里实现人生梦想。

在参加工作最初的几年里，我每天面对的就是分析环

境样品和冰冷的仪器设备，经常跑到少有人烟的地方啃着

压缩饼干采集环境样品；出现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时，不分白

天和黑夜，电话一响在半小时之内就得赶到单位……自己

也曾犯过嘀咕，“说白了，每天的成果就是 10 个阿拉伯数字

的排列组合，枯燥度高，到底值不值得这么干下去？”

随后的几年，当我慢慢将监测分析得到的数字结果与

水质安全、环境空气质量安全、土壤安全等联系起来的时

候，当我参与到玛多县 7.4 级地震、门源县 6.9 级地震、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8·18”山洪灾害、木里矿区非法采矿事件

等重大自然灾害监测工作的时候，当我能为科学应对突发

环境灾害事故提供及时有效的决策数据后，这一串串组合

排列的数字，越来越体现出它的生命力。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虽然环境监测分析人员没有

站在台前，但却为保卫全省人民的饮用水安全，通宵达旦地

采集样品、分析样品、及时上报数据。“饮用水安全”是对我

们辛勤工作的最大奖励。我和同事们摒弃杂念，队伍愈加

稳定、壮大。

一路走来的坚持，我庆幸自己有一颗不变的初心。现

在我积极申请担任“环保设施开放讲解员”，利用每月一次

的公众开放日和每年一度的世界环境日，采用图片视频、仪

器设备讲解、发放宣传册、引导参观实验室和空气（水质）自

动监测站等方式，对在校中小学生、公安干警、机关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等社会公众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公众增强生态文

明意识、投身生态环保实践。

未来，我将把科技兴站作为立身之本、把监测数字化作

为创新方向、把新领域作为监测突破点，扎实推进监测事业

各项工作，为谱写高质量生态环境监测新篇章不懈努力。

（作者为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干事，本报记者贾丰

丰采访整理）

用初心守卫碧水蓝天
陈 珂

王飞腾：

探寻冰川保护新路径

走进王飞腾的办公室，两个“冰墩墩”分

外显眼，“北京冬奥会赛道的人造冰状雪，是

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他解释。

80 后王飞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与冰川结缘近 20 年。

“2004 年，第一次实地接触冰川。”王飞腾说，

当 时 ，他 刚 读 研 究 生 ，跟 随 导 师 登 上 海 拔

4000 多米的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在

受到巨大震撼中，开启了冰冻圈科学研究。

“冰川是冰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光是气

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更是反映气候

变化的记录仪和警报器。”

我国拥有冰川 48571 条，总面积超过 5 万

平方公里，冰储量约为 4500 立方千米。但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在加速消融，尤其是数

量众多的小冰川，人工如不干预，将面临全面

消融。2019 年的一天，王飞腾去达古冰川参

加活动，到了之后发现，那里交通方便、距市

区近，“非常适合做冰川保护研究”。达古冰

川风景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

水县境内达古雪山上，属于典型的海洋型冰

川，加之总面积较小，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尤为

敏感。“研究发现，2020 年该地区冰川总面积

为 1.7 平方公里。”王飞腾说，过去 50 余年时

间，随着气候变暖、地震灾害和人为影响，达

古冰川的面积缩减了 70%，“保护迫在眉睫。

因为按照当时的速度消融，5 到 10 年后，达古

冰川就会彻底消失”。

2021 年 8 月，王飞腾带领团队登上位于

四川的达古冰川，做了减缓冰川消融实验。

“结果证明，方法有效。”王飞腾说，实验两个

月，减缓冰川消融一米多，“我给这个实验取

名叫给冰川‘盖被子’”。

“盖被子”的灵感，源自冬奥会。“当时我

们团队还承担了为北京冬奥会滑雪场储雪的

工作。”王飞腾解释道，储雪就是在冬天下的

新雪上覆盖隔热反光布料，将雪储藏起来，目

前的技术，能让雪完整保存两年，等用的时候

再取出。“这就像是把雪藏进冰箱。”王飞腾停

顿一下说，他当时就想，这个办法或许可以用

在冰川保护上，“因为太阳直接辐射，是引起

冰川消融的主要热源。若在冰川表面铺设隔

热和反光材料，增大冰川表面的反照率，会起

到减缓冰川消融的效果”。

每年 8 月，正是达古冰川消融季，王飞腾

选取了 500 平方米的试验场。“我们在冰川表

面铺设隔热和反光材料，增大表面反照率，阻

挡太阳辐射和冰川的热交换，以减缓消融。”

王飞腾说，之后，每周进行一次冰川物质平衡

观测，两周进行一次数据汇总。两个月后，王

飞腾通过对比数据发现，“盖被子”的冰川消

融速度明显变慢，与没做任何防护措施的冰

川相比，减缓消融厚度达到 1 米。

“我希望通过实验，为探寻冰川保护路

径 提 供 借 鉴 。”近 年 来 ，在 天 山 乌 鲁 木 齐 河

源 1 号 冰 川 ，王 飞 腾 还 带 领 团 队 做 了 人 工

降雨增雪减缓冰川消融实验。“不断寻找办

法保护，为的是延续冰川‘寿命’。”王飞腾

说 ，未 来 ，他 还 想 尝 试 把 造 雪 机 拉 到 冰 川

上，将湖水直接造成雪保护冰川，目前已联

系 好 造 雪 机 厂 家 ，时 机 成 熟 时 将 在 达 古 冰

川展开实验。

王飞腾说，过去 50 年来，由于气候变暖，

全球冰川加速消融退缩，造成海平面上升、水

循环变化、冰川灾害增加，引发人们高度关

注。科研之余，他一直在做冰川知识科普讲

座，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为中小学生开展冰雪

科普讲座，在兰州等地的高校普及冰雪知识，

希望更多人关注冰川保护，“因为保护冰川，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王飞腾说，冰川对于稳

定气候有重要作用，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多数

来自冰川消融，“我希望通过冰川保护实验，

不断探寻冰川保护新路径”。

德吉：

探索冰芯中的气候故事

跟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德吉的脚步，记者走进了位于西藏自治

区拉萨市的中科院青藏高原所高原冰芯库。

缓缓推开厚重的铁门，寒气扑面而来，柜子上

满满当当摆放着青藏高原各地冰川中钻取的

冰芯，上面详细标注着冰芯来源。

今年 33 岁的德吉已经和冰芯打了 10 年

交道，从读研究生开始，她的生活就和这些冰

芯结下了不解之缘。

“冰芯是从青藏高原海拔 5000 米以上的

冰川积累区连续钻取的圆柱状冰体。通过青

藏高原冰芯研究，研究人员可以重建过去百

年、千年甚至万年尺度的青藏高原气候和环

境变化。”德吉告诉记者，“冰芯能记录过去的

温度、降水、沙尘、生物物质燃烧、微生物、大

气环境成分和大气环流等信息，对我们认识

青藏高原气候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今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对德吉来说，

冰芯曾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那时，她

刚开始进入冰芯研究，缺乏相关知识，只能努

力自学，积累基础知识。

德吉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和老师们见到冰

芯的场景。那是她刚读研究生的时候，跟着

研究团队到西北处理冰芯。在冷库里，老师

们小心翼翼地把圆柱形的冰芯从中间分开，

切成两半，并按规范进行分类和保存。德吉

得知，这些样本一半会在冷库里保存，而另一

半将会被用来开展成分分析，从中解读其记

录的气候变化。

老 师 们 示 范 了 整 个 流 程 ，德 吉 等 年 轻

学 生 就 开 始 上 手 实 践 。 在 老 师 们 的 指 导

下，她和同学们做得越来越顺畅，连续几十

天，德吉一直泡在冷库开展冰芯的分样、描

述和储存。

慢慢地，在老师们的讲解和同学们的交

流中，她对这些“冰块”有了更多的了解。“在

冰芯分样和描述中，大家的分工合作让这项

稍显枯燥的工作高效起来。师兄师姐们很照

顾我，遇到问题大家都愿意帮我解答。”德吉

说，从一个对冰芯与气候一无所知的入门者，

她渐渐成熟起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和

研究方向。

这是一个枯燥重复的过程。从打钻到分

样，再到最后进入检测，一个环节可能需要一

两个月的时间，而对德吉来说，不断地重复检

测不同冰芯，就是希望从大量的分析数据中

发现一些特殊的规律和特点。

问题总是来源于现实的数据。有一次，

德吉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写成报告交给老师

们。突然，一个老师问她：“为什么咱们青藏

高原的数据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这触发了她的思考。顺着老师的问题，

德吉开展了一系列分析和研究。为了更全面

掌握情况，她找了许多冰芯样本，最终找到 4
个符合她要求的样本。通过分析，德吉渐渐

找到了原因所在——青藏高原的季风西风环

流及其带来的降水变化能解释这里的数据和

其他地区的不同。对德吉来说，这不仅仅是

一篇能够发表的研究报告，更帮助她深刻理

解了研究思路——在数据中发现异常，并通

过对异常的分析与解释理解规律。

分析冰芯成分，是为了解码冰芯中记录

的气候变化。对德吉来说，拉萨的冰芯库是

一个“大宝藏”。前人已经收集了许多样本，

如何从这些样本中发现更多科学认识，进而

反哺家乡的生态建设，是她努力的课题。未

来，依托于现有的样本，她希望分析青藏高

原冰川积累量的分布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机

制性解释，进而更科学地保护家乡的“冰天

雪地”。

“研究冰芯，可以给我们保护冰川提供科

学支撑。我们对比不同地点钻取的冰芯，它

们记录了区域气候的变化异同性。立足于这

些气候信息，我们可以尝试对未来的气候开

展预测，并更好地进行冰川保护。”德吉告诉

记者。

旦巴塔杰：

在保护一线不断成长

掐指一算，米堆冰川景区管委会副主任

旦巴塔杰在米堆冰川已经工作 15 年了。米

堆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玉普

乡，是许多冰川爱好者向往的目的地。但对

旦巴塔杰来说，这片冰川就像他相知相守了

十余年的亲人一般。

2008 年，21 岁的旦巴塔杰来到米堆冰川

管委会工作，那是他此前未曾想过的工作环

境。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立在崎岖的羊肠小

道边，几层茅草覆盖在顶上。最让他和同事

难以忍受的是，小木屋根本没有网络和电力，

住在这里，两个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过上了几

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所幸还有冰川。天气晴好时，旦巴塔杰

能眺望到远处雪山，那就是他要守护的米堆

冰川。旦巴塔杰没有忘记，他第一次走到冰

川下时的场景。回忆起来，他翻来覆去地用

“雄壮”“震撼”等词汇形容当时的感受：“从远

远望见到逐步走到冰川脚下，雪山越来越清

晰，寒意越来越强烈，在冰川下我能格外感受

到自然的壮阔和人类的渺小。”

15 年时光如流水，也浇灌出旦巴塔杰和

这片冰川的情感。这些年，他一直在冰川脚

下的玉普乡生活，真切感受到这片冰川哺育

着这里的父老乡亲们。“冰川是这里最出名的

旅游目的地，冰川的收入构成了大家收入的

重要部分。”旦巴塔杰说，“之前十几年，围绕

冰川形成了旅游经济，带动本地旅游产业不

断发展，县里群众从冰川旅游当中得以就业、

得以致富。”

然而，冰川这些年的变化却让旦巴塔杰

揪心——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已经发生

明显退缩，甚至一些曾经知名的冰川景观也

不复当日面貌。

“你看，这是 2010 年前后冰川的照片，当

时这里还有两个大型的冰洞，白色冰川上有

两个黑色空洞，形状如‘熊猫眼’。但是现在

因为冰川消融，已经不复存在了。”旦巴塔杰

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言语中满是遗憾。

有一次，旦巴塔杰和工作人员去冰川开

展例行巡护，行走中，他发现冰川中似乎封冻

着异物。走近一瞧，是一截小小的烟头。原

来，那时冰川管理尚不严格，不乏游客徒步进

入冰川内部。人们环保意识不强，在冰川上

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滚烫的烟头融开冰

川，又被封冻其中，成了冰川中被永久封冻的

“展示品”。

所幸，从 2015 年开始，当地政府和景区

管理单位意识到冰川保护的重要意义，开始

大力开展冰川保护。每一天的日常管理和运

营，旦巴塔杰都参与其中。在游客最多的观

景台，他会和往来游客聊聊这些年冰川的退

缩、消融，掏出手机给他们看冰川这些年的对

比图片。5 年下来，旦巴塔杰感受到游客的

变化：以前很多人因为不能接近冰川而有所

抱怨，但是在他们的劝导下，大家渐渐明白了

冰川保护的意义。

“开发是为了规范游客的行为。我们想

方设法，希望在观赏冰川和保护冰川上找到

一个最佳平衡点。”旦巴塔杰说。

景区门口，一座小楼人来人往，这是米堆

冰川景区的游客中心。二楼，一个小小的冰

川展正紧锣密鼓地筹划着，预计今年正式对

外开放。这是景区和一些科研院所共同开办

的科普基地，旨在为参观者提供关于冰川的

科普知识。

带着记者走进展览馆，旦巴塔杰详细讲

解——海洋性冰川和大陆性冰川的区别、西

藏乃至全国各知名冰川的特点、气候变化对

冰川的影响，他都能给记者说得头头是道，仿

若一名冰川专家。“这些知识全凭自学。长期

在冰川脚下生活，收入也都来自冰川，学习一

些冰川知识是我们应该做的。”旦巴塔杰告诉

记者。

去年，旦巴塔杰曾带着孩子来到了米堆

冰川。像自己初见冰川时一样，孩子也充满

了好奇和激动。他还带着孩子参观了建设中

的冰川科普展览。看着展板上的知识，听着

父亲的讲解，孩子眼神中闪烁着光芒。“希望

他们也有机会看到我们曾经见过的冰川，希

望这片冰天雪地能在他们手中保护得更美

好。”旦巴塔杰满怀期待。

保护冰川的年轻人保护冰川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驭尧徐驭尧 王锦涛王锦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直—20 女飞行员徐枫灿获得

了 网 友 的 关 注 ——1999 年 出 生 的

徐枫灿，来自南部战区陆军某旅。

会场上，她一身绿军装、扎着马尾

辫，英姿飒爽、利落干练，积极为国

防和军队建设建言献策；会场外，她

是陆军首个初放单飞的女飞行员，

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刚毕业就飞

上了大国重器直—20，最近又承担

起武装直升机的改装任务。以青春

之力守护家国安宁，徐枫灿的奋斗

故事，成为新时代有志青年在复兴

之路上踔厉奋发、奔跑追梦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把个

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

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

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谆谆嘱

托，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指明了道

路和方向，鼓励广大青年在强国实

践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

的青春篇章。

时 间 之 河 奔 腾 不 息 。 回 溯 往

昔，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为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 前 赴 后 继 。 抗 日 战 争 中 ，杨 靖

宇、赵一曼、陈翰章等青年为国家

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

类正义而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

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

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

壮史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 新 时 期 ，青 年 才 俊 勇 立 潮

头、锐意进取，为推动中国发展拼

搏奋进。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

相承，中国青年始终在奋斗和奉献

中谱写着激昂的青春乐章。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进入新时

代，中国青年迎来了实现抱负、施展

才华的难得机遇。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从投身

乡村振兴、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驻村第一书记，到在

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的“罗阳青年突击队”，

再到扎根雪域高原、守护祖国边疆的卫国戍边英雄，广大青

年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刻冲得出来、顶得上去，展现了亮丽

的青春风采、迸发出豪迈的青春激情。

壮阔时代大有可为，需要青年大有作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任，落到

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肩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与广大青年的拼搏奋斗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

皮书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

36 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 35 岁，中国天眼 FAST 研发团

队平均年龄仅 30 岁……这些寄托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梦

想的事业中，处处可见青年的身影。时代呼唤更多青年勇

担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奋力拼搏、建功

立业，在新征程上敢于闯滩涉险、勇于攻坚克难，让青春在

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绚丽之花。

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展望未来，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路虽远，行则将

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

开拓创新，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伟大事业的生力军，一

定能在新征程上作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

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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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德吉在冰芯库查看冰芯样本德吉在冰芯库查看冰芯样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驭尧徐驭尧摄摄

图图②②：：旦巴塔杰介绍冰川情况旦巴塔杰介绍冰川情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驭尧徐驭尧摄摄

图图③③：：无人机航拍青海长江源地区无人机航拍青海长江源地区

的冰川与湖泊的冰川与湖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龙龙摄摄

图图④④：：王飞腾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王飞腾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1 号冰川综合观测场观测号冰川综合观测场观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锦涛王锦涛摄摄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沈亦伶沈亦伶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