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山脉横亘。远眺，山叠着

山，峰连着峰；近观，云杉、圆柏、白桦密密匝匝，暖阳

照耀下，腾起阵阵雾霭。大自然的磅礴伟力，将这里

塑成山的海洋、云的故乡。祁连山不仅有举世闻名

的美景，更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黄河

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

先区域。

在 平 均 海 拔 超 过 4000 米 的 祁 连 山 南 麓 ，一 股

青 年 力 量 跃 动 其 间 。 他 们 有 的 巡 山 护 林 ，把 家 安

在峡谷深处；有的救助野生动物，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尽一份力；有的开展科普宣教，立志把祁连山的

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近日，记者采访了 3 名扎根

祁 连 山 的 年 轻 人 ，体 会 他 们 对 生 态 保 护 事 业 的 热

爱与执着。

张生有
“巡山护林，守护家乡，再苦

再累也值得”

跨沟壑、越险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创

建）寺沟生态管护站管护员张生有健步如飞。突然，

一群岩羊闯入视野，他从背包里取出被摩挲得泛黄

的巡护监测记录表，认真地写下数字“14”“3”和“1”。

“为了节省记录时间，动物名称被简化成了数

字。”张生有解释道，“‘14’代表岩羊，‘3’代表 3 只雄

性，‘1’代表 1 只雌性。”

制定巡护监测记录规范的，是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创建）管理局。 2017 年，《祁连山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方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试点正式启幕。6 年多来，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创建）先后设立了 40 个

管护站。张生有今年 24 岁，是管护站年纪最小的管

护员。

谈起做管护员的经历，张生有打开了话匣子。

他的家乡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

治 县 ，家 后 面 的 山 坡 上 ，长 满 了 云 杉 、圆 柏 。 小 时

候，因村民盖房、生火都需要木材，张生有曾目睹直

径近 30 厘米的圆柏被成片成片地伐倒，“不仅造成

水土流失，还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2020 年，张

生有主动申请成为一名管护员，担起了守护家乡的

重责。

做好管护员并不容易。几年来的风吹雨打让

他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以及皲裂的双手、黝黑的

面庞。“每个月巡山 22 天，每次行程十几公里，除了

捡拾垃圾、协助科研，还得做好林业病虫害监测、野

生 动 物 疫 源 疫 病 防 治 等 工 作 。”张 生 有 告 诉 记 者 。

有一次，为了安装监测野生动物的红外相机，他爬

上海拔 4070 米的高山，因缺氧眼前一黑，至今回想

起来都后怕。

最动人的体验往往出现在最艰险的绝地。2021
年 3 月，一只雪豹误入农户家中，青海野生动物救护

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实施救助后，给它佩戴了卫星

项圈。放归后，根据卫星传回的路线图，张生有带着

3 名科研人员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饿了啃口馍，渴

了灌口凉水，他们在雪豹的必经之路布设监测相机，

半个月的时间，步行超过 100 公里。看着相机传回的

画面，科研人员掌握了雪豹的生存情况，张生有说：

“巡山护林，守护家乡，再苦再累也值得。”

得益于管护员们的倾情守护，群众的生态保护

意识逐渐增强。今年 5 月，一名牧民举报有人偷采柏

树枝叶。张生有核实后，第一时间向森林警察反馈，

没过多久，偷采者便被绳之以法。“管护员就是‘哨

兵’，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

‘哨兵’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张生有说。

现如今，40 个管护站统一了设计风格，木质原

色 的 外 立 面 与 大 自 然 融 为 一 体 。 走 进 站 内 ，健 身

房、办公室、宿舍等一应俱全。“站上还给我们配备

了摩托车，巡护起来更方便了。”张生有动情地说，

“ 这 里 的 山 山 水 水 、生 灵 草 木 ，我 要 尽 力 把 它 们 守

护好。”

张玉珍
“看到被救助的野生动物恢

复活力，特别有成就感”

金秋时节，走进祁连山深处，圆柏、白桦、云杉染

上了金色、黄色、红色，如同调色盘般绚丽多彩。山

脚下，坐落着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野生动物救护

繁育站（以下简称“救护站”）。一位个子瘦小、皮肤

白净的女生早早在门口等待。她叫张玉珍，是救护

站的技术人员。

张玉珍毕业于青海大学动物医学专业，随着学

习的不断深入，她渐渐打消了选择专业时的疑惑，对

动物救助生出了由衷的热爱。2021 年 6 月，她主动报

考了救护站。人生第一次赶赴祁连山，面对渐趋坎

坷的道路，张玉珍没有打退堂鼓，反而兴奋起来：“这

样的地方，该有多少可爱的野生动物呀！”

到了救护站她发现，工作人员清一色的 90 后，张

玉珍 1998 年出生，是年纪最小的那个。那时，救护站

还处于初创阶段，笼舍如何设置、最高承载数量设为

多少等都是待解的难题，这支年轻的队伍

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无到有把救护

站建起来。

几个年轻人白天待在工地，监督

施工质量，晚上回到县城，常常彻夜

讨论建设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 他 们 的 努 力 下 ，救 护 站 制 定 了

运行制度，根据过往的野生动物

救助数据，确定了最高 43 只的

承载量。 2022 年 7 月，一座现

代化的救护站在峡谷深处建

成 ，负 责 野 生 动 物 救 助 ，开

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调查

等活动。

中午，到了救护站里的 5 只小

岩羊的“午餐”时间。张玉珍将

牦牛奶倒入锅中煮沸，晾凉后，

耐心地灌入 5 个容量为 300 毫

升的奶瓶。“救护站离县城十

几公里远，每 3 天由专人下

去采购一大桶，必须经过

煮沸杀菌，喂奶时温度不

能 太 高 。”谈 及 喂 养 相

关 的 内 容 ，张 玉 珍 如

数家珍。院子里，她

轻 轻 抱 起 一 只 岩

羊 ，放 在 膝 盖 上 ，

岩羊兴奋地咕嘟

咕 嘟 大 口 喝 了

起来。

张 玉 珍 告

诉记者，救护站

的 动 物 是 牧 民 、

管护员、森林警察发现后，送来或者告知他们去取

回的。

今年 7 月，有人报警，开车时撞到了一只狍。“狍

的前腿骨刺出来了，你们快来。”电话那头的森林警

察焦急地说。狍被列入我国《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张玉珍和同事们不敢

耽搁，立即赶往现场。大家忙中有序，除了拍照、向

当地警方出具野生动物接收报告、采血化验外，她和

同事们还进行了会诊，最终确定给狍截肢。“虽然失

去了一条腿，但通过野化训练，它又能奔跑了。”张玉

珍说。

据介绍，自成立以来，救护站已累计救助 25 种

96 只动物，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8 种，二级保护

动物 11 种。

宿舍里，电暖器传来融融暖意。“这里海拔 3034
米，电暖器从 8 月开到来年 5 月，6 月和 7 月山里下雨

时也得开。”张玉珍告诉记者，山里风太大，她平日里

最喜欢的羽毛球已经许久没有练过了；有事才下山

到县城逛逛，基本远离了城市生活……“日复一日守

着这座山，会无聊吗？”记者问。“当然不会，这里每天

都有新的挑战，看到被救助的野生动物恢复活力，特

别有成就感。”张玉珍爽朗地笑着说。

马娅玲
“把祁连山的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

“举头犹有雪山横，俯首绿满祁连川……”在位

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创建）展陈中心，讲解员马娅玲声情并茂

的讲解，配合形式多样的展陈，让观众感受到了祁连

山地貌的丰富，纷纷点头称赞。马娅玲笑着告诉记

者，对她来说，观众对这片神奇瑰丽的土地产生了更

深的感触，就是对她最大的认可。

但在 5 年前，年仅 24 岁的她初次来到这里时，恶

劣的自然环境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马娅玲的家

乡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海拔较低。

“到这里后，睡觉成了难题，因为缺氧，头疼得厉害，

必须吃药缓解。”马娅玲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皱紧了

眉头。

除 了 身 体 ，全 新 的 工 作 内 容 对 她 来 说 也 是 挑

战 。 马 娅 玲 毕 业 于 青 海 大 学 农 牧 学 院 农 林 系 ，但

是到了单位后被分配从事科普宣教工作。“就拿讲

解 来 说 ，不 仅 要 确 定 内 容 ，还 要 设 计 叙 述 方 式 ，让

观 众 产 生 了 解 的 欲 望 。”马 娅 玲 曾 找 同 事“诉 苦 ”，

同 事 告 诉 她 ：“ 讲 得 不 够 得 心 应 手 ，是 因 为 沉 得 还

不够深。”

从那时起，一有时间，马娅玲就走进大山深处，

寻访管护员，了解巡护一线的故事；与当地牧民聊

天，从他们的描述中体会生态变迁的历程；不熟悉地

理知识，她就请教专家，还找来关于祁连山的纪录

片，前前后后总共看了 100 多部……渐渐地，她发现，

管护员的倾情守护、牧民对生态环境改善从心底生

发出的喜悦等等，都令她动容，她也真切地明白了科

普宣教的意义。

再讲解时，自然饱含感情。有一次，马娅玲带领

祁连县一所小学的学生们参观展陈中心，她给孩子

们讲述了油葫芦管护站管护员德康巡护山林、保护

环境的故事。恰巧孩子们之中，就有德康的女儿。

回家后，女儿在作文中写道：“有了管护员的保护才

有了今天的祁连山，才有了丰富的生态资源，我为

我的爸爸感到骄傲、自豪。”

孩子的真挚表达，感动了许多人，马娅玲立志

“把祁连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与孩子们的

交流中，她意识到，面对不同的参观者，需要采取

不同的讲解方式。“比如给小朋友讲板块运动、大

地褶皱时，孩子们不理解专业名词，我就用捏包

子形成褶皱给他们举例。”为了服务好各类观

众，马娅玲准备了一份 1.5 万余字的讲解稿，涵

盖了祁连山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知识，就

算一刻不停地讲，也得用一个半小时。

“其实，做出坚守祁连山这个选择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越深入地接触它，就越发感

叹它的气势磅礴。我很庆幸在我的青春

里，能将祁连山的大美传播给更多人。”截

至目前，马娅玲已在展陈中心为研学团

队、高校师生等团体讲解 1150 余场次，

接待访客 6 万余人次。“我希望通过讲

解，让更多人了解祁连山，了解国家公

园，了解生态保护的意义，这项事业，

我会一直做下去。”马娅玲坚定地说。

在祁连山南麓，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巡山护林、救助野生动物、开展科普宣教—

青春之歌，在祁连山唱响
本报记者 贺 勇 刘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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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一头扎进农场，在安徽合肥长丰县

杨庙镇马郢村当上了新农人，这一待已近 6 年。拼命向下扎根，努力

向上生长，我和乡亲们的感情越发深厚，乡村振兴也成了我们 90 后

成长成才的新赛道。

位于江淮分水岭上的马郢村曾是贫困村。2015 年，驻村第一书

记发起了以助学、助农、助村为主要内容的“马郢计划”，招募志愿者

来村支教，希望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架起一座资源互补的桥梁。

起初，我是志愿者之一；后来，深深融入这片土地。2018 年 5 月，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在村里流转了 150 亩地，办农场、做种养，带动

村民一起把生态果蔬和禽蛋销往都市。小试牛刀，效果不错。瞅准

乡村自然特色，我琢磨发展研学旅行、劳动教育和农耕体验，给村子

带来更多改变。于是，安徽马郢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

作为合作社理事长，我负责乡村业态运营。

找准增收门路，带领乡亲致富。上任之后，头一件事就是盘活村

中闲置资产。年轻人外出务工，不少房屋空着，以使用权入股，交由

合作社运营，年底还能分红。2022 年，马郢村集体经济收入 156 万

元，村民分红 8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也从 2014 年的 1.2 万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8 万元。

红薯争霸赛、云植树公益林、赏春大会……结合马郢特色，合作

社筹办各种活动，引进直播基地等新业态入驻，乡村旅游产业链不断

延伸。仅研学这一项，今年就已接待游客超 8 万人次。

“马郢计划”吸引游客流量，也带来了创客“留量”，村中集聚蜡

染、陶艺等 41 家创业公司，乡村成了创意工厂。为了给大伙提供支

持，我筹办马郢乡创学堂，邀请行业专家为村庄发展把脉。如今，活

动已经举办 16 期；为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合作社牵头组织，村民们自

导自演，马郢乡村春晚让大家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

去年，我们联合村中创客和高校师生，还对农产品的设计包

装开展品牌赋能。从“马郢计划”系列品牌到“情圆农场”包装设

计 ，再 到 长 丰 县 文 创 伴 手 礼 ，通 过 20 多 项 品 牌 设 计 ，我 们 希 望 能

有更多人了解马郢。今年，合作社还成立了酒店管理、文化传媒、

电商等子公司，用专业的团队对村子进行产业升级，不断提升乡

村吸引力。

扎根乡村，用心坚守。如今的我和马郢村民一道，想让村庄被更

多人了解，想让更多人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来一场青春与乡村的

“双向奔赴”。

（作者为安徽马郢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本报记者游

仪采访整理）

在乡村振兴的新赛道上奋力奔跑
王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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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张生有检查植物生张生有检查植物生

长情况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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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马娅玲正在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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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张玉珍喂养岩羊张玉珍喂养岩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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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引风气之

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

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

风貌上。”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

生气的力量，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青

春力量引风气之先，争当正能量的倡导者、

新风尚的践行者。

以青春力量引风气之先，首先应树立

正确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青年

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最需要精

心引导和栽培，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

成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就像

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

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

一开始就要扣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个人价值观的引领塑造作用，

将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价值

目标，将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

价值取向，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个

人行为的价值准则，自觉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

行者。

同时应加强道德修养。新时代青年

应该注重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

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从做好小事、

守住小节做起，继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敬 业 乐 群 、扶 正 扬 善 、扶 危 济 困 、见 义 勇

为、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弘扬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积极倡导和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 庭 美 德 和 个 人 品 德 ，把 正 确 的 道 德 认

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

密相结合，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

努力成为良好道德的践行者和移风易俗

的推动者。

还 需 注 重 发 挥 榜 样 的 示 范 带 动 作

用。日前，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年文明号评

选结果揭晓，其中有以讲好红色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为己任的西柏坡纪念馆青年

讲解员，有怀揣创业热情的“蓝火焰”青年

众创空间成员，还有把我国不锈钢精密箔

材的制作工艺提高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中

国 宝 武 太 原 钢 铁（集 团）有 限 公 司“ 手 撕

钢”青年创新创效基地的青年工人……一

个个努力奔跑、勇敢追梦的身影激励着广

大青年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新时代青年

应以这些优秀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全社

会营造向榜样学习、崇尚先进的浓厚社会

氛围。

时代召唤青年、塑造青年、成就青年，

青年感知时代、融入时代、推动时代。以青春力量引风气之先，不但

能为个人的成长进步播洒阳光雨露，也能为社会的美好和谐注入强

大暖流。青年始终拼搏奉献、向上向善，才能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

光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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