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新青年新青年2024年 5月 12日 星期日

■■青春派青春派R ■青春之声R

■青春日记R

淄 博 烧 烤 出 圈 ，“ 组 团 到 淄

博吃烧烤”等话题热度不减；“尔

滨”文旅火热，冰雪旅游成为“顶

流 ”；甘 肃 天 水 麻 辣 烫 走 红 ，“ 一

碗麻辣烫带火了一座城”……近

来 ，一 股 股 文 旅 新 风 潮 的 兴 起 ，

都 离 不 开 年 轻 人 的“ 热 捧 ”。 青

年群体在这股文旅新风潮中，既

是 重 要 的 旅 游 群 体 、创 新 群 体 ，

又是传播群体，在文旅融合发展

中彰显着蓬勃的力量。

青 春 力 量 让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更有流量。从淄博到哈尔滨，从

频频冲上热搜的“村 BA”到人头

攒 动 的 大 唐 不 夜 城 …… 这 些 火

爆出圈的文旅话题，最开始的热

度都发酵于社交媒体，背后离不

开 年 轻 人 的 热 情 互 动 与 积 极 分

享 。 年 轻 人 沉 浸 式 享 受“ 在 路

上”，并通过图文、短视频等独具

青 春 创 意 的 方 式 讲 述 自 己 在 旅

游中的个性化体验与收获，生动

地展现城市之美、生活之美。年

轻人更具“网感”的独特玩法，通

过小屏幕展现大世界，呈现青年

群体共通的喜好与诉求，更加适

应网络传播，能够赢得更为广泛

的 共 情 与 共 鸣 。“ 网 络 流 量 先 于

客流量抵达”，正是年轻人的“打

卡”“种草”，为一些冷门景点、小

众项目写下最生动的注脚，成功

带热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城镇、

村寨，带火了攀岩、露营等新兴

旅 游 项 目 。 这 也 进 一 步 拓 展 了

旅游的场景和业态，助力文旅融

合不断创新发展。

青春力量让文旅融合发展更

具活力。各大博物馆推出“考古

盲盒”，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一股

“博物馆热”；敦煌研究院年轻的

数字化团队，推陈出新，让敦煌文

物活起来；苏州丝绸博物馆将庞

大的馆藏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

开发相关动漫衍生品、文创产品

等，深受年轻人喜爱……青年是

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

群体，是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重要力量，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发 展 方 面 具 有 天 然 的 优 势 。 当

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传承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生 力

军，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创新科

技的领军者。从“非遗+旅游”到“文创+旅游”，再到“AI+旅

游”，年轻人擅长将传统文化、现代科技等元素与旅游市场相

结合进行创新表达，不断开拓文旅融合发展的新领域，为文旅

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广 大 青 年 是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重 要 参 与 者 、积 极 推 动 者 。

不管是在网络上做“义务宣传员”，为家乡旅游发展摇旗呐喊；

还是为游客介绍当地特色美食，让游客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真

诚与热情；抑或是直接投身文旅相关工作岗位，打造爆款文创

产品，每个年轻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作为，支持、参

与文旅融合发展。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广大青

年搭建了施展才华、展现创意的平台。广大青年发挥独特优势，

贡献青春力量，定能乘着文旅市场强劲复苏的春风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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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我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市怀柔区渤

海镇四渡河村，开始驻村创业之旅。

四渡河村地处燕山余脉，是一个仅有 160 余户、300 多人的

经济薄弱村，主要产业为板栗种植和民宿旅游。在前期调研过

程中，我发现四渡河村虽然摘掉了低收入村的“帽子”，但产业结

构单一、板栗销售渠道不畅、缺少产业带头人等问题一直制约着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开动脑筋，为乡亲们致富出一把力！”说干就干，我们召集

了 10 名 00 后伙伴，在四渡河村成立了一家青年村企，发展乡村

文旅。

我们利用互联网，策划、制作、传播 300 余个短视频，努力让

更多人知道四渡河村的好山好水，创新设置了景区盲盒、露营

基地、互动打卡区，在田间地头架起摄像机、支起直播间，现场

向大家介绍四渡河村的农产品和文旅产品。

村民单大姐开的民宿，原先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我们的帮

助下，短短几个月实现扭亏为盈。单大姐越干越起劲，还和我们

一同打造了餐饮品牌——“大姐的菜”，联动四渡河村幸福晚年

驿站、五渡河黄志勇农家院开发团餐，除了堂食，还可以为其他

民宿提供上门配餐服务。

我们把村里的 30 多家民宿一一梳理，深挖背后的故事，为

每家民宿做了中英文双语文化图，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到

来。利用四渡河村的自然优势，我们先后推出油栗采摘、露营、

烧烤、餐饮、登山、徒步等场景及研学项目，吸纳多名村民本地就

业，拓宽了村集体增收渠道。

我们将继续深耕四渡河村的发展建设，并争取覆盖渤海镇

的更多村庄，希望搭建一个共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平台，吸引

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全面振兴。

（作者为北京自在自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本报记者施芳

采访整理）

“为乡亲们致富出一把力”
刘慧敏

2024 年是我国极地考察 40 周年。

从 1984 年首次中国南极考察开始，武

汉大学先后选派 180 多人次参加中国 39 次

南极科学考察和 16 次北极科学考察。今

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第二

十八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

近日，记者采访了其中 3 名青年科考队

员，他们以青春姿态挺膺担当，奋战在南北

极科考工作最前沿，为更好认识极地、保护

极地、利用极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安家春：

让科研更好地服务
国家极地战略

在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一个名为

新奥尔松的小镇上，中国极地科考的最北据

点——北极黄河站门口的两头石狮子十分

醒目。去年 8 月底，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

研究中心副教授安家春来到这里，开始为期

一个多月的科学考察，重点研究了冰川物质

平衡、冰川运动、冰川气象、冰川化学等问

题，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安家春是一名 85 后，在武汉大学从事

极地科考工作已经将近 18 年，曾 2 次参加南

极科考，6 次参加北极科考。“小时候我总是

喜 欢 捧 着 地 图 看 ，尤 其 着 迷 于 两 极 的‘ 探

索’。”安家春笑着说。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变

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而

海洋潮汐数据是研究海平面变化最直接的

资料。在 2011—2012 年的中国第二十八次

南极考察中，安家春参与建立了我国在西南

极的第一套连续实时观测验潮系统。此后，

安家春的考察重心转向北极。

“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而北极是

全球升温最快的区域之一。”安家春介绍，我

国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北极的

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的气候系统和生

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迄今为止，我国共

组织了 13 次北冰洋科考和 19 个年度的北极

黄河站科考。

2014 年以来，安家春在北极地区主要

依托黄河站开展工作。“黄河站所在的斯瓦

尔巴地区，境内冰川大部分为亚极地型或多

热型小冰川，对北大西洋暖流的波动和相应

的气候变化十分敏感，是国际上冰川监测研

究的重点区域之一。”安家春说，由于每年两

次的冰川监测只能测算出冰川在冬季和夏

季的平均流速，为提高监测的精度和分辨

率，他们便在此基础上开始了 GNSS（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冰川连续站的建设。

北极地区的冰川消融剧烈，常规的冰

面监测站频繁倒伏，数据存储和传输不稳

定，无法获得连续观测资料。为此，安家春

和科考队的同事们创造性地将冰川连续站

设计为正四面体状，大大增强了其稳定性，

并解决了野外供电困难、低温下仪器稳定性

差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安家春还在我国负

责监测的两条冰川上持续定位 24 个监测标

杆，用于监测冰川物质平衡和冰流速等指标

参数。

在北极野外开展科考时，春季积雪较

厚，可以使用雪地摩托等交通工具，但在积

雪消融的夏季和秋季，科考队员们为了减少

对苔原植被等生态环境的干预和破坏，选择

背上装备徒步往返冰川。“与南极不同，在北

极野外作业时还要注意防备北极熊等野生

动物的攻击。”安家春说，科考站专门组织他

们进行野外知识培训。科考队员只有在通

过考核后，才能外出作业，并且必须携带来

复枪和信号枪用于防身。

“极地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指示器与

放大器，也有着丰富的矿产、生物等资源，在

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安家春表示，未

来，他和同事们将继续立足极地，放眼全球，

胸怀“国之大者”，用燃烧的青春在这片白色

荒原烙下坚实的足迹，为我国的极地战略贡

献更多青春力量。

耿通：

向着南极内陆冰盖
海拔最高地区进发

8 辆红色车头的雪地车，用雪橇拖着五

颜六色的住舱、生活舱、发电舱等各种功能

舱，列队如一条长龙，缓缓行驶在无垠的白

色世界。坐在头车驾驶舱的耿通，通过手持

GPS 设备和手机定位辅助软件，持续为车队

引航。

此次南极内陆考察任务由昆仑站（泰山

站）队和格罗夫山队执行，武汉大学中国南

极测绘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耿通便是昆仑站

（泰山站）队 20 名勇士中的一员。他们于去

年 12 月 16 日，从中山站西南 7 公里处的内

陆出发基地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南极高

原，途经泰山站，向着中国南极昆仑站挺进。

“这次我的主要任务是执行泰山站和昆

仑站 GNSS 基准站的维护、无人机地形测

绘、地球物理调查、麒麟冰下湖探路等工作，

为进一步探索南极内陆区域、开展相关科学

研究打好基础。”耿通告诉记者，作为首次参

加极地科考的一名 95 后，他和队友们一路

克服了高寒缺氧、恶劣天气等诸多困难，深

入南极内陆 1200 多公里，取得了大量珍贵

的一手科研数据。

在漫长的征途中，他们白天赶路，晚上

就在冰原上露营休息。“睡觉的住舱里有电

暖气，能够帮助我们抵御严寒，携带的物资

也比较充足。行程中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

捉摸不定的天气。”耿通说，这一路来回遇到

了多次白化天，这是极地特有的自然天气大

气光学现象：天地之间浑然一片，人和车辆

仿佛融入浓稠的乳白色牛奶里，视线受到干

扰。回程的时候，他们又遭遇了多年来最严

重的一次白化天叠加地吹雪天气，能见度不

足 5 米，车队险些走散。

今年元旦这天，他们成功抵达昆仑站，

这是人类在南极建设的海拔最高的科考站，

尽管正值南极夏季，当地平均气温也只有零

下 25 摄氏度。队员们在举行了庄重的升旗

仪式后，便马不停蹄开展一系列科考工作。

本次考察，耿通携带了 100 个地震仪，

在距离昆仑站七八十公里处开始进行布设，

用于收集震源信号，辅助探测南极冰盖内部

构造。安装好相关科研仪器后，耿通需要使

用手机软件进行测试等工作，确认仪器布设

成功。为了方便触屏，他每次都会脱下厚手

套，只戴着薄手套操作。有一次从野外回来

后，他发现右手几根手指的指尖处有一大片

发白，随队医生诊断为中度冻伤，劝他停止

外业工作，否则再严重下去可能会失去手

指。“相比其他参与过多次南北极科考的前

辈们遇到的困难，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当时

心里只担心不能完成任务。”耿通说。

返程途中，他和队友们成功进入距离泰

山站 120 公里的麒麟冰下湖区域，首次在该

区域架设了两套 GNSS 跟踪站，用于监测冰

下湖表面流速情况，为探究其内部结构提供

数据支撑。

耿通上初中时，看到昆仑站建站的新

闻，就对这片遥远而又神秘的土地十分向

往；前些年他作为学生代表，到位于上海的

雪龙基地码头送学校参与极地科考的队员

们上船，登上“雪龙”号参观，便更加憧憬有

一天能够成为其中一员。

“现 在 ，接 力 棒 交 到 了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手 中 。”耿 通 表 示 ，他 将 脚 踏 实 地 完 成 学

业，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努

力追赶前辈们的脚步，向更多极地的未知

领域迈进。

张保军：

参与建成我国在南
极的第五个考察站

2 月初，南极罗斯海恩克斯堡岛海岸

边，主体建筑形似“南十字星”造型的秦岭站

已经初见雏形。气象预报信息却让大伙儿

心里一紧：一场 12 级的飓风即将来袭！

在主体建筑的迎风面，还有 3 块幕墙板

没有安装，必须抢在飓风来临前完成墙面封

闭。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特聘

副研究员张保军和科考队员们立即行动起

来，赶在飓风裹挟着积雪呼啸而来之前，安

装好了最后一块幕墙板。

对极地瞬息万变的天气，今年 35 岁的

张保军并不陌生。2013 年 11 月，当时还是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博士研究

生的张保军随中国第三十次南极科学考察

队来到这片“白色荒漠”，执行科考站建设及

维护等越冬任务，一干就是一年半。

“南极大陆远离人类居住地，在野外只

能生长一些地衣等低等植物。在南极工作，

不仅要经受物资补给匮乏、与世隔绝、通信

不便等生理和心理层面的考验，还时常要面

对各种突发状况。”张保军说，第一次去之前，

科考队专门组织他们到东北开展适应性训

练，学习在冰天雪地中挖雪洞、垂直攀登、野

外宿营等。此次再赴南极，尽管已经做了充

分准备，意料之外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去年 12 月 6 日深夜，他和队友们乘坐

“雪龙 2”号破冰船，抵达罗斯海新站附近海

域。“南极的夏季从每年的 11 月持续到次年

的 3 月，白昼时间长，气象条件相对较好，是

我们建站的宝贵窗口期。”张保军说，抵达之

后，他们一边卸货，一边迅速投入新站的建

设。不管岗位是管理、科研还是后勤，所有

人都要到施工一线。

用于主体建筑的幕墙板保护膜，在国内

用手轻轻一撕就撕下来了，到了南极极寒干

燥环境下，一块板要撕两个小时。为了提高

效率，科考队员们尝试用电热毯焐、用暖风

机吹，最后烧一锅热水浇上去，将每块板的

撕膜时间缩短到 10 多分钟；安装建筑固定

板上的檩条，需要用手电钻将自攻螺丝打

入数毫米厚的钢板中，在零下 10 多摄氏度

的环境下，大家用手压着将螺丝一点点打

进去，一天下来，手腕几乎都是肿的……

经过 100 多名建站队员 52 天的昼夜奋

战，2 月 7 日，我国在南极的第五个考察站

——秦岭站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继

长城站、中山站之后我国第三个南极常年考

察站，填补了我国南极科考布局的空白，将

为评估南极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提供基础

支撑。

张保军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极地冰/冰架

物质平衡研究，除了参建秦岭站，此次他还

负责海上验潮站和 GNSS 跟踪站的建设，

并开展相关科研工作。“我们乘坐驳船，在

距离海岸 50 米、水深约 10 米的位置布放了

验潮仪，用于潮汐的观测和预报，海水的温

度、盐度、压强、海平面变化等数据监测。”

张保军说，验潮仪布放过程中，还遇到线缆

短路等问题，经过不断调试和维修，一周后

验潮站终于采集到首个观测数据。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及现场观测，结合

验潮仪、GNSS 等设备采集的数据，相互印

证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精准地监测南

极冰盖、冰架物质平衡和变化情况，进一步

弄清楚其中的机制原理。”张保军说，后续他

将持续跟踪观测，用好此次科考相关成果解

决科研难题。

图图①①：安家春驾驶雪地摩托在冰川表面安家春驾驶雪地摩托在冰川表面

进行科学考察进行科学考察。。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

图图②②：耿通在昆仑站附近开展地球物理耿通在昆仑站附近开展地球物理

调查调查，，布设地震仪布设地震仪。。 谷鹏飞谷鹏飞摄

图图③③：““雪龙雪龙 22””号穿越西风带号穿越西风带。。

新华社记者 陈栋彬陈栋彬摄

图图④④：张保军在中国南极科考站张保军在中国南极科考站。。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沈亦伶沈亦伶

在极地书写青春华章
本报记者 范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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