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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极地 屡经生死考验

1981年，还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的位梦华
前往美国，成为北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名访问学者。一年
后，位梦华受邀随美国考察队进入南极进行科学考察。
白茫茫一片的南极给他带来了极强的震撼——冰层之下
蕴藏着生命，但同时，冰层下也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南极之行让位梦华进一步认识到了极地科考的重
要，他也意识到，欧美许多国家对南北极的战略性探索
早已悄然展开，而中国绝不应该缺席。

北极，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极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那时的北极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回国
后，在中国已向南极派遣了科考队的背景下，位梦华将目
标投向北极，他积极上书建言，呼吁开展北极科考。

“地球有两极，我们中国人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那时我就想，我们要到北极去，看看那里到底是什
么样子。”位梦华说。

1995年，中国科学协会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
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成立，位梦华担任领队，
一行7人正式向北极进发。

相较于南极，冰盖覆盖下的北极藏着更多风险。北
极极端恶劣的环境和气候下，冰盖上冰缝众多，一脚踏
错就有坠入千米冰渊的风险，险情不断，给队伍行进带
来了极大的困难。出发前，每位队员都写好家书，面对
陌生而危机四伏的北极，每名队员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历经13天的长途跋涉，1995年5月6日，科考队终于
成功到达北极点，首次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北极点的确
认，北极留下了中国科考队员的热血、汗水与泪水。

“我们是后来者，但绝不是落后者。”20多年间，位
梦华先后多次进入北极进行科考工作，身处极地的一个

个画面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里。他也由此萌生了进行
文学创作的念头。

科普创作 重拾儿时梦想

“人类必须要面对未来，科学技术会推动人类未来
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而在将来，人类仍旧要依靠科学技
术来解决生存问题。”拥有十余次极地探索的经验、童
年时便有个作家梦的位梦华，正孜孜不倦地进行科普书
籍的创作。儿童文学作家，是他如今的另一个身份。

迄今为止，位梦华已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出版作品
过百部。他爱孩子，这位饱含童心的“80后”科学家，
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将极地探索精神传递给孩子
们，让他们保持对未知事物、未知领域的好奇。

“科学技术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向前推进的，首先
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他们是专业队伍。但是，科学
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民众中培养出来的。民
众的科学素养越高，科学家也就越多，科学发展也就越
快。”位梦华说。“科学普及是在发展科学技术过程中非
常重要的基础性建设，要提高广大民众、特别是少年儿
童的科学素养。”他说。

在 2011 年出版的科幻三部曲 《巨怪追踪》 中，位
梦华曾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树立起一种大平等观、大
分享观。即不仅人与人、国与国都是平等的，而且人类
与其他生物也是平等的，共同分享地球的空间，共同利
用地球的资源。”

以自己在极地探险的亲身经历为素材，位梦华创作
了一系列南北极探险故事。他将极地的现实条件、生活
体验、科学知识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相结合，贯穿于科幻
探险小说之中。孩子在阅读过程中能收获知识，也能逐
渐培养环保观、科学观和宇宙观。

“科学文学” 灵感来源生活

事实上，当下儿童文学市场虽然热度不减，但儿童
科普类书籍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谈及当前科普读物
创作的困境，位梦华说：“传统意义上的科普书籍的销
量确实并不理想，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
空闲时间相应减少，但休闲方式却明显增多。读者即便
想看书，也宁愿阅读轻松愉快的书，极少有人愿意皱着
眉头、钻研一本写得干巴巴的科普著作。”

怎样才能提高科普书的影响力呢？位梦华在写作中
意识到，要将科学与文学有机结合，他用“科学文学”
来阐释自己的理解。

“像法布尔的 《昆虫记》 和弗拉马里翁的 《大众天
文学》，都是非常好的科学文学作品。将科学的精髓融
于文学，用文学的手法阐释科学。这样读者既能学到科
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理念，又能得到艺
术的享受，受到文学的熏陶。两者原本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位梦华说。

在位梦华最近出版的少儿科幻《暗物质探索者》系
列丛书中，主人公小摩根是个勇敢坚强的爱斯基摩少
年，他与一位名叫黄远的科学家携手在暗物质世界里探
索，在历经重重考验之后，小摩根最终担负起了追寻宇
宙奥秘的重任。这个第一次迈出家门还略带稚嫩的少
年，也在一路探险之后真正成长起来。

翻开这套丛书，语言通俗易懂，描写生动明快，故
事跌宕有趣。而对小摩根作为爱斯基摩人的一系列生活
习惯的细致描写，都来源于位梦华自己的了解与观察。
在北极科考的过程中，他与不少爱斯基摩人成为了朋
友，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也为位梦华的写作提供了灵感。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几十
年的科学探索，位梦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科学家
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精神。同时，耄耋之年笔耕不辍的
他，也在不断展现着一个作家勇于面对未来的胸怀。

中国首次北极科考队总领队位梦华：

极地归来，
“80后”的科普梦

本报记者 孙亚慧

面前的位梦华虽已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声若洪钟。那些在极地的惊险往事，由他道来，却是云淡
风轻，语气沉稳平静。

1991年到2015年间，位梦华多次进入北极进行综合考察，曾率领中国第一支北极科考队到达北极，并
首次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北极点的确认，为中国探索北极开辟了道路。

近日，清华大学出版社成立“位梦华科普文学工作室”，在工作室揭牌仪式现场，记者见到了位梦华，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凭着一颗“80后”的童心，潜心于少年儿童科普小说的创作。位梦华说，他希望
以此激发少年儿童对科学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把自己与极地的故事讲给更多的孩子听。

“我今天是在农家给大家做直播。这里的椪柑鲜嫩多
汁、口味甘甜，喜欢的朋友请下单。您的每一次购买，都
是给农户增加一份收入。”说着，网络主播“楼妃妃”剥开
椪柑，尝了一口，“很甜！”

“楼妃妃”实名楼恬如，今年 32 岁，是一名精通韩
语、日语的“海归”。做主播前，她已拥有韩国中央大
学、浙江大学等求学经历，又赴日本研修了 4 年摄影专
业。2019 年直播业态迎来大发展，多位朋友推荐的浙江衢
州的美食和美景，也让她受到触动：何不把两者结合，让

“绿色”流行起来？
她决定回国发展，和朋友一起开发旅游自媒体，立足

衢州推广旅游文化。
今年 2月中旬，不少农产品因疫情出现滞销难题。在

疫情之前，楼恬如从未直播带货过农产品，业界一般认
为，农产品关注少、利润低，售后问题比较多。

“疫情期间，旅拍自媒体工作暂停，正好有农户希望
能帮忙销售。”她觉得，如果自己的专长能帮到他们，也
挺不错。

小红薯、猕猴桃、手工面、金钱柳茶叶、农民画、酥
饼……这些农特产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她的直播间。

她把直播台搬进农户家，直播了20多场，让土特产从小山
沟飞进了互联网。

直播最难是营造氛围、保持人气。楼恬如几乎每场直
播都在5小时以上，嗓子干疼，胖大海等已成为日常必备。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保证

直播质量，楼恬如需要做很多功课：去直播现场踩点，线
下挑选产品，和农户讨论、撰写脚本、背台词等，几乎每
天都忙到凌晨三四点。

“很多粉丝调侃我，说我是全网第一黑眼圈主播。没关
系，能记住我卖的农产品就好。”楼恬如自嘲说，“下播看到后
台数据，以及打印的长长的快递单，所有辛苦都值了。”

为“绿”代言，楼恬如并非“孤军奋战”。今年 4月，
全国首个阿里巴巴“村播学院”在衢州市柯城区正式“开
学”。楼恬如成为首批讲师，参与了“村播”培训，教农民
直播技巧。

网络打破了地域限制，也让“跨界代言”成为常
态。1989 年出生的饶璐喜欢追梦，主播名称叫“梦璐”。
疫情期间，她通过 40 多场直播，推销了不少农特产品，
包括湖北的热干面、小龙虾、板鸭、糍粑、鸭脖，衢州
江山的柚子、橙子、核桃、花生，山东的大枣、苹果，
带货数百万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加入“村播”行列。来自
淘宝直播的数据显示，2019年淘宝直播农产品成交突破60
亿元。“村播”已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域，5万多新型农民
成为主播，推广家乡的农产品，直播场次120万场。

“海归”青年搞“村播”
新华社记者 王俊禄 张 璇

提高养老服务效率

2004 年，我的父亲被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
当看着他颤抖着双手，连从钱包里掏钱这样简单
的动作都变得十分艰难时，我非常心疼却又无奈。

父亲的病情促使我开始思考，我能够为他做
些什么？所以，在之后回国决定创业时，我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养老行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我与国内的技术伙伴开发了可以远程看护
父亲健康状态、能监测身体异常情况的智能设备
和服务系统，在实际使用中效果很好。

对父亲的牵挂让我迈出了创业第一步，而与
此同时，国内有那么多的老人需要照护，我们为
什么不再跨出一步、去帮助更多的老人？因此，
便有了“爱照护”团队。

在养老领域，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常常仅停
留在生理与安全的需求层次，因为专业的照护服
务需要康复、护理、营养、心理、社工等十多个
工作岗位的有效协同，照护人员自身专业能力与
协同作战能力不足，使得服务效率与质量较低，
再加之传统盈利模式单一，这些成为了现阶段养
老行业的痛点与难点。

爱就是心疼。正是心疼老人的辛苦，我们决
定搭建一支专业的覆盖养老诸多领域的团队。对
于失能失智的老人来说，需要尽早发现诸如摔倒
等可能导致意外的情况，我们由此进一步研发出
了智能化远程看护系统。

从收费模式来看，传统模式的按服务收费，
为老人提供服务代偿，有时容易导致过度服务，
甚至影响老人的身体机能。相比之下，按成效收
费的模式或许更为理想，养老服务目标是帮助老
人提高生活质量、减少照护度、减轻家属照护负
担、减少医疗费用等，以此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
效率。

智能化技术为养老提供支撑

创业几年来，我们的智能化技术支撑也在改
变着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为精准、安全、高效
的专业照护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在新冠疫
情发生后，爱照护团队所推出的“海豚云运营管
理系统”极大提升了自动看护和运营管理效率。

从 2014 年 9 月第一家门店开业至今，我们正
在从上海走向全国。发展迅速的原因，一方面是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对养老服务愈发重
视，并出台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另一方面，伴随
社会发展，老人及其家属对养老服务的认识也在
发生变化，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智慧养老的时代正在到来。基于物联网、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的前沿技术支持，智能化养
老的软硬件产品研发与应用、专业的智能化养老
服务越来越得到老人与家属的认可及信任。我们
也在逐渐探索一条标准化、规范化的养老服务运
营模式，可以把在上海积累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全
国，服务更多老人。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作为
一名海归创业者，能为国家解决老龄化这一社会
问题做一份贡献，以切实行动提升失能失智老人
的生活质量，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我们团队也
会继续将智能化技术转化为养老服务发展的驱动
力，惠及更多长者，让他们有尊严、有能力地回
归家庭、回归社会。

（作者系上海爱照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
副会长）

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末，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 2.54 亿,占总

人口比例的18.1%。近年来,我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伴随而来的是日

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如何进一步提高

智慧养老水平，是摆在每一位养老领

域创业者面前的“必答题”。

——编 者

智慧养老时代
正在到来

丁 勇

1995年5月6日，中国科考队顺利到达北极点。蓝衣者为位梦华。 （受访者供图）1995年5月6日，中国科考队顺利到达北极点。蓝衣者为位梦华。 （受访者供图）

10 月 15 日，位梦华科普文学工作室揭牌仪式暨新
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召开。图为位梦华 （左） 与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勇正在为
工作室揭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