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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蒙古到四川成都，90 后“熊猫博

士”王东辉运用研究成果帮助大熊猫迎接

崭新生命；在野化培训基地身着伪装服，饲

养一只只大熊猫，张大磊用大熊猫看不见

的方式帮它们未来回归自然；长期在野外

参与巡护，林红强则在一次次偶遇中，默默

守护身边那群可爱的朋友……

大熊猫是人类的朋友。在神州大地，

众多年轻人用科研、野化培训、巡护等方

式，推动大熊猫种群稳步扩大，让这个物种

在当下获得更好的栖息环境，获得更美好

的未来。他们的岗位各不相同，工作的环

境各有特点，却怀有共同理想，肩负共同使

命，实现共同目标：保护好我们的“国宝”大

熊猫。

“熊猫博士”王东辉：

帮助大熊猫迎接崭新生命

实验室里，王东辉慢慢将细胞样品装

入离心管中，放入离心机进行分离。不一

会儿，处理完成。他将分离好的细胞滴在

载玻片上，放在显微镜下认真观察。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王东辉

是大伙儿口中的 90 后“熊猫博士”。作为四

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的一名科研人员，他每周超过一半的时间

在实验室里度过。

“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大熊猫怀孕生宝

宝，帮它们迎接崭新生命。”每当向外人讲

述，王东辉都做出这样的解释。最近，他就

正为相关课题忙碌。“这个课题是通过 B 超

影像学监测雌性大熊猫的卵泡发育进程。”

王东辉说，通过对卵泡发育的实时监测，能

够更进一步掌握大熊猫的生理规律。

谈及与大熊猫结缘，王东辉说“十分偶

然”。生长在内蒙古，他从小到大都没见过

大熊猫。大学时期，王东辉学的是生物工

程专业，后来又在动物学专业硕博连读。

直到 2018 年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

了基地的招聘信息，便考虑加入其中。

当时，作为动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

东辉可以选择留校，也可以到医院从事辅

助生殖技术相关工作。但最终他选择了从

事大熊猫保护相关研究。“博士期间，读过

很多大熊猫保护研究相关的论文，感觉这

个物种很神秘，而且能参与‘国宝’的保护

研究，我也感到十分自豪。”王东辉说。为

此，从未来过四川的他，举家迁到了成都。

主持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1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累

计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来到基地，王

东辉迅速投入大熊猫保护研究工作。大熊

猫幼崽刚出生时通常仅有 100 多克，要通过

进食初乳增强免疫力，提高存活率。“有一

些熊猫妈妈乳汁少，或没有乳汁，有的则一

下子生了双胞胎，乳汁不够用。”王东辉说，

乳汁成了哺育熊猫宝宝的关键。

常规的大熊猫乳汁保存技术虽然不会

影响乳汁营养成分，但对乳汁中的细胞有

损伤。怎样优化乳汁的冷冻方法？实验室

里，王东辉不断改良调整乳汁冷冻液中的

成分种类和比例，试图破解这一难题。经

过反复尝试与修改，他终于找到了最优的

乳汁冷冻液成分配比。“得到理想结果的那

一刻，非常开心。”王东辉说，经过不断改

良，这种大熊猫的乳汁及乳汁细胞保存体

系技术渐趋成熟。

2022 年 2 月，王东辉和所在团队研发

的这项技术顺利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这

项技术更好地保护了乳汁细胞活力，提高

了冻乳的品质。”王东辉高兴地说，让熊猫

宝宝吃上有营养的母乳，它们才会更加健

康地成长。

科研生活的间隙，王东辉则喜欢看看

大熊猫们的生活。每当看到大熊猫们愉快

玩耍，抑或在安逸地吃竹子，他都感到很开

心。如今，大熊猫的圈养种群数量稳定增

长，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也从“濒危”降

为“易危”，王东辉所在团队又把目光投入

下一个方向：“现在希望能逐步解决大熊猫

高遗传价值个体的繁殖问题，维持大熊猫

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饲养员张大磊：

穿上伪装服野化培训大熊猫

穿上熊猫伪装服，张大磊抱上竹子，缓

缓向熊猫圈舍走去。只见他小心翼翼，生

怕被不到一岁的熊猫幼崽发现。来到圈

舍，打开门，给熊猫妈妈放下竹子，张大磊

抽身离去。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核桃

坪野化培训基地，34岁的张大磊是一名野化

培训大熊猫的饲养员。“之所以要穿伪装服，

是因为野化培训就是要让刚出生的熊猫幼

崽适应没有人类的环境，以后就能更好地适

应野外环境。”张大磊说，基地现在正有两只

接近一岁的大熊猫幼崽在接受野化培训。

在工作中，张大磊要给大熊猫喂食，打

扫圈舍。每个工作日的一大早，他就来到

基地，换上熊猫伪装服，为大熊猫调配食

物。经过多年饲养，他积累了不少心得。

“养大熊猫，要琢磨它们所喜欢的食物，还

要根据牙齿磨损程度，调整饮食结构。”张

大磊说，必须掌握每只大熊猫的饮食偏好

和身体状况。

饲养大熊猫，张大磊也曾经历一些“惊

险”时刻。刚到中心工作不久，他就遇上了

雌性大熊猫“壮妹”怀孕分娩。那天夜晚，

基地风雨交加，张大磊的心也跟着提到了

嗓子眼。“第一次经历大熊猫分娩，有些不

知道怎么处理。”张大磊回忆，头天夜里 11
点，“壮妹”羊水就破了，但分娩却一直没有

继续进行。

看到“壮妹”迟迟不能分娩成功，他和

同事们很着急，“但当时能做的很有限，只

能做好准备，等熊猫随时生产。”第二天清

晨 6 点，饲养员们终于迎来了两只熊猫幼崽

先后出生。

可大熊猫哺育能力有限，一只熊猫妈

妈很难同时带好两只熊猫幼崽。关键时

刻，张大磊和同事们迅速拿来事先准备好

的保温箱，将第二只熊猫幼崽放了进去，并

喂食熊猫母乳，进行人工哺育。“后面隔一

段时间，我们就再把人工哺育的幼崽放回

熊猫房，让熊猫妈妈哺育。”张大磊说，经过

一段时间哺育后，熊猫幼崽快速成长起来。

饲养要野化培训的大熊猫，与饲养圈养

大熊猫有很大不同。“野化培训大约分为三

期，熊猫一岁前的时期属于母兽带崽，幼崽

吃的是母乳，我们就得穿上伪装服去喂养熊

猫妈妈，不让幼崽认识人类，让它从一出生

就适应没有人类的环境。”张大磊介绍，到了

一岁后至两岁，大熊猫就要放归到有其他野

生动物伴生的户外基地进行圈养。在那里，

大熊猫可以自主采食竹子，自由进行活动。

而满两岁后，大熊猫便被放归到真正的野外

进行活动，并接受相关监测。

不 仅 饲 养 处 于 野 化 培 训 一 期 的 大 熊

猫，张大磊有时还要与正处于二期野化培

训的大熊猫接触。“我们主要进行信号监测

和数据收集。”张大磊说，为了减少对大熊

猫的干扰，饲养员一般不会直接进入圈养

的野化培训基地，而通过各种电子化设施

进行监测。

从饲养的第一只野化培训大熊猫“华

研”顺利放归野外开始，张大磊如今已经饲

养过 7 只进行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每只都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大熊猫性格各异，有

的憨憨的，有的很机灵，有的则很胆大。”他

还记得，雌性大熊猫“琴心”在二期野化培

训时，就曾跑到野化培训圈养基地之外。

“有一次我们突然发现‘琴心’不见了，最后

找了半天，才发现它躲到了一个山洞里。”

张大磊和同事们长舒了一口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大磊越来越热爱

自己的职业。“过去由于人为原因，大熊猫

生 态 走 廊 被 破 坏 ，影 响 了 大 熊 猫 种 群 发

展。如今通过野化放归，可以复壮野外小

种群，进而增加种群数量。”看到如今全球

大熊猫种群数量逐渐增多，张大磊特别欣

慰，“希望生活在野外的大熊猫越来越多！”

巡护员林红强：

为保护野生大熊猫跋山涉水

清晨，穿上胶鞋，带上开路刀，再戴起

遮阳帽，林红强和同事马军等人缓步走出

邓生保护站。“这次要去熊猫沟，估计得 6
天 时 间 。”林 红 强 说 话 间 一 指 ，“ 喏 ，向 下

走，到保护区最后一个村庄那儿，然后进

入熊猫沟。”

自从 2010 年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来

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做巡护员，37 岁的林红强已在这里工

作了 13 年。进行大熊猫栖息地固定样线监

测，搜寻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的活动轨迹

和粪便，更换监测大熊猫的红外相机存储

卡和电池……每一次外出巡护，他都要忙

上好几天。

“保护区有 64 条大熊猫固定监测样线，

我们保护站负责的有 19 条。”林红强边走边

说，“每季度，保护站都要走一遍管辖范围

内的大熊猫固定监测样线，在这些大熊猫

常常活动的区域，搜寻和记录野生动物的

相关痕迹，对非法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行

为进行制止，开展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生

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如今，这样的巡护

已经成了制度化安排。

沿着公路走，林红强回忆起和野生大

熊猫接触的点滴。“毕业没多久，我就赶上

了全国大熊猫调查。主要是通过大熊猫的

毛发、粪便等生活痕迹，摸清大熊猫种群数

量。”林红强说，每次调查都需要在深山密

林或高山草甸上行走数十甚至上百公里，

一次调查常常需要一到两个星期。在参与

大熊猫调查期间，林红强走遍了卧龙和雅

安等地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日常巡护，见证了保护区的野生大熊

猫从 2014 年的 104 只增加到现在的 149 只，

林红强这些年没少和大熊猫“偶遇”。“印象

最深的是 2015 年那次救助野生大熊猫。”林

红强回忆，那年春天，他还在保护区木江坪

保护站工作。在七层楼沟区域，一名村民

突然发现一只野生大熊猫卧在路边。村民

很快就报告给了保护站。不久，林红强等

人便和当地森林警察赶往事发区域，对大

熊猫开展观察和救助。

抵 达 现 场 一 看 ，众 人 才 了 解 事 情 原

委。原来，大熊猫因意外生病，自动从高海

拔区域向河沟地带迁徙。“我们合力将熊猫

抬到了保护区内的相关机构进行救治，不

到 一 个 月 ，熊 猫 康 复 后 就 被 放 归 大 自 然

了。”林红强告诉记者。

跨过河沟，走上缓坡，行至熊猫沟的密

林，茂密的竹子遮天蔽日。“你看，这就是陈

旧的大熊猫粪便。”来到一棵树下，林红强

指着前面的粪便说道，“如果是新鲜的粪

便，我们就要收集，用来做相关检测和技术

分析。”

在从事大熊猫保护日常巡护的同时，

林红强还先后参与“卧龙大熊猫嗅味树及

产子洞调查”和“野生大熊猫 DNA 个体识

别及建档研究”等专项调查，为熊猫科学研

究提供了不少一手素材。“我们常在一线

跑，能发现许多大熊猫的活动轨迹和粪便，

这就为开展科研提供了数据支持。”林红强

说，如今他已参与完成相关课题 8 项，还正

在参与白化大熊猫行为的相关研究。

科研调查之外，林红强近年来又多了

项新任务：开展自然教育。今年“五一”期

间 ，他 就 接 待 了 40 多 个 研 学 团 队 。 前 不

久，来自成都市双流区棠湖小学的学生们

对大熊猫充满兴趣，追着林红强不停提问：

“野生大熊猫怕人吗？”“大熊猫一胎怀几

个？”“巡护员平常主要做什么？”

面对提问，林红强喜欢带学生们去实

地现场解答。“在保护站介绍保护区的情况

后，我就会带他们走到大熊猫的栖息地，现

场介绍大熊猫的行为习惯，有时还会给他

们看看保存的大熊猫粪便。”林红强说，通

过自然教育，学生们对大熊猫越来越了解，

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

保护大熊猫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王永战

在福建九龙江上游感化溪畔，有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村庄，群山

在这里将溪水拥入怀中，古朴整洁的民居散落其间，俨然一幅唯美的

山水画。这是我初到福建省龙岩市漳平市芦芝镇圆潭村的印象。

2021 年 6 月，我到镇纪委工作时，正赶上市纪委监委推行基层

“网格化”监督机制，我毫不犹豫来到圆潭驻村。圆潭村林多地少，

绝大多数村民家庭主要收入依靠菜椒种植、毛竹管护等，致富渠道

单一且回报不高。近几年探索发展的特色产业—林下仿野生灵

芝种植也迟迟不见起色，价格、销路都上不去。如何在现有条件下

促进乡村振兴？

刚到村里，我一有时间就和村民拉家常，还专门邀请农业技术

人员下村到种植基地查看灵芝生长情况，并逐一走访灵芝种植带

头人。走访后我发现，村里的灵芝生长在无污染的原始阔叶林中，

品质格外好，但却因工艺粗糙、包装简陋，难以形成特色产业。于

是，我和驻村工作队决定在做大做强灵芝特色产业链上下功夫。

我们一方面通过“乡村振兴公示平台”争取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引

导村里建设现代化的灵芝加工车间，统一设计产品包装，走品牌化

发展道路。小灵芝形成了大产业、产生了大效益。村民们的钱袋

子逐渐鼓起来了，我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清新秀丽的圆潭森林公园是村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但是从森林公园再到沿江栈道，环村路线文化体验不足。如

何在乡村振兴中提升村庄颜值，加强文化建设？由此我结合日常

工作，提出将廉洁文化融入生态旅游的想法。在镇村两级的支持

下，我们在沿江栈道和森林公园内建设了“清风打卡点”，打卡点内

“初心亭”“方圆亭”“静心亭”等楹联内容既展现了清风廉洁文化内

涵，又展示了圆潭生态产业等特色，使游客在圆潭旅游的同时，也

对圆潭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廉洁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

如今，圆潭村依托绿水青山，灵芝产业越做越大，一些村民还办

起了民宿、农家乐，端上“生态碗”、吃上“旅游饭”。每当村民满脸笑

意亲切地叫我“小芳”，我的心底都会产生一股归属感与自豪感。在

圆潭工作的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成长迅速、十分难忘的一段时光，我

也在圆潭乡村振兴的画卷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抹色彩。

（作者为福建省龙岩市漳平市芦芝镇纪委副书记，本报记者程

龙采访整理）

以青春为笔绘乡村振兴画卷
陈梦芳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

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强调：“党的二十大

对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部署，希望同学们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

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

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乡村振兴，是一个呼唤人才同时造就

人才的舞台。广袤田野中孕育着无限的

机遇与可能，为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

空间。从选育良种、优化技术的科技工作

者，到带动致富、反哺乡村的返乡创业者，

再到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驻村干

部……近年来，一大批有情怀、有抱负、有

才华的青年人扎根乡村，投身乡村振兴的

火热实践，在成就自身梦想的同时，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青年是整

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也

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今天，时代呼

唤青年人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

业，在大有可为的乡村大显身手，书写与时

代同行的青春篇章。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要

俯下身、沉下心来做好一件件实事小事。

实现梦想的路上不仅需要满腔热情，更要

踏踏实实走进乡土中国深处，去田间地头

“接地气”“沾泥土”，扎下根来快速成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莎车县巴格阿

瓦提乡党委书记逄子剑，大学毕业后就来

到南疆基层一线工作，大力发展畜牧养殖，

与科研院所对接引入棉花新品种，进行试

验种植、效益对比……通过做好一件件实

事 ，他 就 像 胡 杨 一 样 深 深 扎 根 在 祖 国 西

陲。青年人既要怀抱梦想又要埋头苦干，

认真完成每一件任务、履行好每一项职责，

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让美好愿望不断

变为现实。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要

持续加强学习、练就过硬本领。青年时期

是汲取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时期，要把学

习当作一种责任、态度和习惯。让家乡的

优质大米走出大山，是四川省广元市剑阁

县东宝镇双西村两委委员、广元耕鑫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小燕的梦想。为了提高稻米产量，她跟着老乡

一起下田插秧，请来农业技术专家，选取更适宜的优质稻种，采用

先进的覆膜育秧技术，终于使试种的水稻增产增收。青年人要把

田野热土当做广阔课堂，不断在工作中提升自己，夯实专业技能、

丰富知识储备，在实践中激发潜能、积累经验，做到厚积薄发、行稳

致远。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还要擦亮青春底色、在拼搏

中攻坚克难。行进的路上，有宽广大道也会有急流险滩，有风和日

丽也会有电闪雷鸣。眼里紧盯目标，迈开步子往前闯，才不会失去

动力和方向。“我要用青春的汗水让农村大地更加丰茂。”贵州鸿发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安仁立下这样的誓言。创业

初期，这名 90 后种植的油桐遭遇枯萎病死亡。杨安仁并没有放

弃，他与中国林科院等展开了相关科技攻关工作，终于突破了枯萎

病难题获得抗病品种。困难面前，只有凭借“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决心、“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把艰苦环境当成磨砺自身本领能

力的机遇，才能在劈波斩浪中开拓进取，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

华章。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征途漫漫，惟有奋斗。面向未来，新时

代的青年要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挺膺担当、奋发有为，以昂扬的

姿态追逐青春梦想，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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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张大磊为大熊猫准备食物张大磊为大熊猫准备食物。。

何胜山何胜山摄摄

图图②②：：王东辉正在王东辉正在查看试管中的细胞查看试管中的细胞

样品样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永战王永战摄摄

图图③③：：林红强正在为研学队伍讲解红林红强正在为研学队伍讲解红

外相机使用方法外相机使用方法。。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国家级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自然

保护区保护区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大熊猫正在吃竹子大熊猫正在吃竹子。。

杨僧宇杨僧宇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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