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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团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委围绕“才聚高新不一
young”工作思路，持续推进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及青年发
展型县域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未来，我们将持续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振“四敢”精气神，加强全团思想宣传能力
建设；深度开展知名高校引才工作站建设、繁“新”计划、青年人
才驿站等项目；持续擦亮“青春梦工场”品牌、开展“让全国看见
你”“创青春”等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深化开展高新青年“青立方”
超融合发展计划，通过开办“满天新”青年人才成长训练营及

“青”字号品牌建设赋能青年成长成才；发布“青新一十百千万”
志愿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小青新”志愿服务的凝聚力与服务力。
我们将全力打造最优青年生活发展城市环境、创新创业环境、文
化休闲环境，引导青年在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贡献青春力量。

实习生 王 婧 吴雨珊

谷雨时节，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产

类实训基地的田地里，农学院谭伟明教

授正带着植物保护学院大二的二十几位

学生播种玉米。谭老师先给同学们做了

开沟示范。老师一番敏捷娴熟的操作，引

得站在一旁的同学们一阵喝彩。

轮到同学们上场。有些同学像老师那

样，拿起搂沟锄有模有样地弯腰操作，其

他同学则蹲下来，用尺子在开垦好的播种

沟里测距、标记、放种、覆土。最后，同学们

在白色的实验标记牌上写上班级和作物

品种——“植保 213，郑单 958”，郑重地把

小牌子插在地头，宣告播种顺利完成。

不远处的几块地里，还有长势不错

的油菜、冬小麦、马铃薯等作物，不时引

来蜜蜂、斑鸠“光顾”。农大的实践地，几

乎都是这样以班级为种植单位。忙完玉

米地里的播种工作，同学们又跑到基地

另一侧的温室大棚里，给培育的水稻秧

苗浇水、施肥。

“我们在温室和田里种植了小麦、油

菜、马铃薯、玉米、水稻，以后还要种甘

薯、花生和大豆等作物。平时要负责温室

育苗和苗床管理。马铃薯、棉花等作物出

苗后，我们还要放苗（把幼苗从地膜下面

引出来，以辅助出苗），然后让它们顺利

成长。”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大二

学生苗卓介绍。播种之后，还需要做一些

田间管理工作。过一段时间，温室里的这

些水稻秧苗，会被移植到大棚外的实践

地里，这个过程叫“插秧”。

“大家都挺关心这些作物的长势，我

们会有排班，每隔一两天就会有人去（照

看植株）。就算不值班，平时去地里调查小

麦生长的时候，也会顺便看一下其他作物

的生长情况，看需不需要顺便做一下田间

管理。因为都是大家亲手种的，和作物之

间会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苗卓说。

苗卓前不久去观察玉米时，发现大

风过后玉米植株倒伏了很多，可能需要

扶正或是重新种植。苗卓非常期待收获

季节的到来，那时能收获的除了丰硕的

农产品，还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在田间技术课的实验室里，同学们

在老师的指导下，拿着自己管理的冬小

麦幼苗，进行测量和调查，并在显微镜下

观察、记录。这是农大植物田间技术课程

的一个环节。“植物田间技术”是植物生

产类专业的必修课，是中国农业大学“大

国三农”一流本科建设课程，是培养大学

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核心素养课。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今，国家

迫切需要新型农业人才，农大在农业教

育领域依然是先行者。谭伟明介绍，植物

田间技术课主要授课对象是农学院、植

物保护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等本科学

生，是大二下学期和大三上学期开设的

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作物识别，多种

大田作物的全程生产管理，以及作物生

物学观察和调查。

谭伟明说，植物田间技术课作为一

门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的专业实践实验

课，对授课老师有很高的要求，既需要有

跨专业多学科的知识储备，还要有全面

的农事操作动手能力；在育人方面，授课

老师还要鼓励学生开展一些探索性的试

验，并为他们营造和开创条件。

“而对于学生来说，同学们可以在知

识层面掌握‘作物田间技术’和‘作物生

物学观察’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熟

悉作物生产过程和新农作技术发展；同

时，具备开展作物生长诊断、田间管理与

技术措施操作以及作物生产问题分析与

解决等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专业学习

兴趣，具有科学的价值观和爱国、爱农情

怀。”谭伟明说。

植物保护学院大二学生王兆煦，对

于植物田间技术这门课程很有感触：“清

明那天虽然是假期，但我们的田间技术

课是照常上课。植物的生长并不以人的

意志而转移。无论是什么节日，对于农民

来说，天候就是天候，农时不能误。”

在工业化、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看似高

端的、可以坐在写字楼里的工作。然而，

农学这种需要风吹日晒、比较辛苦的专

业这些年却逐渐热门起来。

选专业时，王兆煦觉得累不累并不

太重要，兴趣才是关键。“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对生物这方面的内容比较感兴趣，

尤其是植物学。”王兆煦说，“我高考前，

袁隆平老先生去世了，也坚定了我学农

的信念。”

进入大学真正接触了农业知识后，

王兆煦的心境也有了一些变化：“种地比

我想得要累好多，而且我们要关注的着

眼点与我此前想象的有非常大的不同。”

王兆煦说，在学习植物田间管理的过程

中，他发现有许多实践方面的应用技巧

是之前不曾注意到的，例如在不同时期

对作物浇灌的水量、不同生长期的土壤

养分要求等。植物田间技术课让他意识

到，原来作物的养育需要做如此繁杂的

工作。

大一寒假期间，王兆煦在老家山东

青岛调查冬季田间常见病害，也对青岛

的蔬菜、水果生产相关产业做了实地调

查。作为生活在城市的孩子，这次实践活

动让他和农民之间产生了连结。王兆煦

觉得农业根植于农民，未来怎么样能更

好地让农民利用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生产

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他以后想

要研究的方向。

王兆煦还希望在未来为农业技术的

发展做更多事：“要不然我就留在学校

里继续深入地研究农业

技术，要不然我可能会选

择到田间地头去，为农业

技术推广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

不负春光，跟着节气种下希望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安俐）近日，数字藏品“中国航

天日－追月癸卯纪念”上线“豹

豹青春宇宙”数字藏品平台，一

经上线，全部售罄。中国航天日

之际，这款以玉兔与未来宇航员

的形象为灵感创作的数字藏品，

为热爱航天事业的青年用户带

来了独一无二的数字珍藏。

当航天文化与元宇宙激情

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航天

品牌文化营销中心数字业务总

监、航天文创产业研究院理事秦鸿鹏表示，

希望通过数字藏品，在元宇宙中讲好航天

故事，召唤青年一代以热爱、梦想和勇气，

开启探索宇宙新征程。

中国航天六十余年的发展，为航天文

创产品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素材与灵

感。此次，航天文创产业研究院推出的数字

藏品“中国航天日－追月癸卯纪念”，灵感

正是源于“嫦娥探月工程”。

数字藏品“中国航天日－追月癸卯纪

念”，形象创作灵感来源于十二生肖卯兔。

“追月”穿着白色宇航服，搭配经典的中国

娃娃丸子发型，其双手一前一后呈现飞升

的姿态，展现出对太空的向往与期许。一旁

的小兔穿着量身打造的宇航服，生动俏皮。

此次，数字藏品“中国航天日－追月癸

卯纪念”上线中国青年报“豹豹青春宇宙”数

字藏品平台，跨次元的碰撞让航天文创持续

“破圈”，逐梦星辰大海的青春之志在元宇宙

中生根发芽。秦鸿鹏表示，“我们希望在元宇

宙中，带着科普的使命，寻找更有传播力的

土壤，满足青年群体对于科学知识的需求。

同时，希望通过航天国潮这一载体，让更多

青年铭记中国航天日，传承航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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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玺人 胡正好 吕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任明超

“刚开始很迷茫，丙烯

腈是有毒化学品，我们与

之为伍，但我们不惧怕，最

后还干出了名堂。”

说这句话的是赖泽

棋。2021年的 7月，赖泽棋

和 30多名刚从国内多所高

校化工类专业毕业的男生

成了中国海油在海南省东

方市一家分公司的员工。他

们没有想到，一切基本要从

头开始学起；也没想到，他

们和前辈一起在这片空地

上从无到有，建起了丙烯腈

巨无霸生产线，创造了化工

行业的两项国内新纪录。从

入职培训到建设工地，从大

学生到“化工人”，短短一年

多时间，这群化工青年成了

生产线上的“老手”。

今年 25岁的赖泽棋毕

业于武汉工程大学化工专

业，到了东方市才知道，中国

海油要开启首个丙烯腈项

目，建设地点就位于东方市

郊外海边的化工产业园区。

作为塑料、合成橡胶、

合成纤维等三大合成材料

的重要原料，毒性很大的

丙烯腈在我国化工行业快

速发展，目前国内已有近 20个生产项目。

中国海油开启首个丙烯腈项目，也意味着

这家石油巨头开始布局精细化工产业。

在学校时，赖泽棋和新同事一样，仅

约略知道丙烯腈的化学结构与应用，至

于其生产的装置、流程、副产品等则一无

所知。来了才知道，中国海油的这套丙烯

腈生产线所投入的资金高达 27亿多元，

占地 20多公顷，投产后年产丙烯腈超 20
万吨，是个名副其实的化工“巨无霸”。

就这样，赖泽棋和他的年轻同事一

起，开始了与丙烯腈的“初相逢”。大家被

派往全国各地不同的丙烯腈项目实习。

2022年 3月前后，在各地结束了实习

的化工青年先后回到东方市。此时，丙烯

腈联合装置的建设已进入中后期。赖泽棋

发现，培训后大家对丙烯腈心里有底了，

掌握了如何制造，制造前期需要准备哪些

东西，制造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参数。毕

业于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25岁的唐厚著说：

“从进入工地开始到生产装置竣工，我们

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共发现数千条施工

问题，小到阀门的胶垫未拆，大到一些设

备问题，细心、耐心、专业，缺一不可。”

丙烯腈项目的生产方案设计也一次

次考验着这群稚嫩的化工青年。在两万

多平方米的工地上，无数的装置需要设

计检测、运行方案，在师傅们的引领下，

一项项投入数不清精力的方案署上了他

们的名字，用 A4纸打印的方案资料汇编

后摞起来有 1米多高。

海南的夏天气温很高，管道内的蒸

汽温度则高达 380摄氏度，综合形成的工

作环境时常超过 50摄氏度。项目建设时

期，需要经常爬到塔器里，通过直径 60厘
米的“人孔”进出。24岁、毕业于沈阳工业

大学的河南小伙李龙辉说：“闷热狭小的

空间，里面黑乎乎的一片，膝盖、手肘擦

伤都是经常的事。”24岁的满族小伙关博

文介绍，他们检修的时候需要穿上重型

防化服，整个设备加起来有 40到 50斤。

在丙烯腈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

副物质氢氰酸，具有高毒性。关博文说：

“想到第一次有可能要面对这种剧毒物

质的风险，内心十分忐忑，但我 15 分钟

内就找出了问题。”得益于日常的反复训

练，空气呼吸机的穿戴要求 40 秒内完

成，而他只需 10 秒，这是如今整个项目

内的最快纪录。

25 岁的彭世槿毕业于海南师范大

学化学专业，他在项目中负责甲基丙烯

酸甲酯的精制片区。该装置堪称化工界

“最难”，主要处理有剧毒的氢氰酸。200
多摄氏度的酸在管道里，很容易造成管

道穿孔，不仅如此，还要担心液体变成固

态，堵住管道。“一旦堵住我们就要一根根

管线去查。”彭世槿跟着老师傅学到了检

修的窍门：摸到前面的管子有温度，摸到

后面突然凉了，堵住的地方也就找到了。

为了鼓励这群化工青年，公司为丙

烯腈生产线上的年轻人成立了青年先锋

队，共计 81人，他们平均年龄 28岁，来自

18个省份，占总人数的 43%。

2023 年 2 月 18 日，丙烯腈项目首次

“开车”即成功。至此，中国海油的丙烯腈联

合装置实现全流程贯通并顺利投产。小伙

子们则和同事共同创造了国内丙烯腈项目

建设工期最短、国内同类丙烯腈装置从中

交到项目投产用时最短的两项新纪录。

中国海油富岛化工副总经理、丙烯

腈试车现场总指挥、青年先锋队队长李

剑光如此评价自己带出来的这批年轻

人：丙烯腈项目是中海化学进军精细化

工领域的重要开端，这些年轻人在中国

海油的首个丙烯腈项目生产准备过程中

不可或缺、作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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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通讯员 邓敦宇 王鹏宇

4 月的南国边陲，崇山峻岭，草木葳

蕤，夏日的气息悄然而至。

“请停车熄火，配合检查！”4月 23日中

午，广西靖西市龙邦镇其龙边境执勤点的

室外温度已接近 35℃。看到迎面驶来的货

车，27岁的移民管理警察黄俊伟右手举起

停车牌，左手打出手势，引导司机驶入待检

区接受边境检查。现场盘问，车身检查，货

物查验……熟悉的流程黄俊伟和战友几乎

每天都要重复上千次。

正如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边境查

缉同样讲究察言观色。除了看、问、查以外，

过往车辆所散发的细微气味也是查缉的关

键所在。犯罪分子藏匿走私货物的方式有

很多，但很难将货物所带的气味完全消除，

戍守边关的移民管理警察正是抓住这一细

节，练就了循“味”缉私的本领，破获多起大

案要案，守护边关安宁。

靖西市龙邦镇地处中越边境，辖区边境

线长 43.8公里，是国际性口岸龙邦口岸所在

地。后疫情时代，国内的不法分子与境外人员

勾结进行边境走私活动，牟取非法利益，正在

严重扰乱边境地区社会治安和市场环境。

为整治边境走私问题，2022 年年底，

黄俊伟所在的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

派出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缉私小组，作为

业务骨干的黄俊伟第一个报了名。

检查车辆 87557辆次，查获各类涉嫌走

私物品 11.2吨，抓获犯罪嫌疑人 25名……

这是龙邦边境派出所缉私小组 2023 年一

季度交出的“成绩单”。

鳄鱼爪

3 月 27 日晚，黄俊伟对一辆途经执勤

卡点的白色越野车开展例行检查。车辆靠

近后，一股“熟悉”的味道隐约传来，可打开

车门，车内却空空如也。觉得情况可疑，他

示意司机驶入待检区接受进一步检查。

盘问时，司机躲躲闪闪，神情紧张，黄

俊伟更加确信这辆车有“货”。前排、后排、

尾厢……把可能藏匿物品的地方仔细检查

了一遍，却未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货”到底藏在哪？黄俊伟蹲下身子，用

手电筒照射车辆底盘，发现上面附着有水

汽，并且靠近后那股“熟悉”的气味越来越

浓，他突然明白过来，立即示意一旁的战友

找来拆解工具，熟练地拆下了后排座椅。撬

开挡板，一个加装在车辆底部的“移动冰

柜”赫然出现，里面装有一个个白色包装

袋。开袋检查，每个包装袋均装满了被肢解

处理的鳄鱼爪。

因司机无法提供任何合法来源手续，

该批鳄鱼爪系涉嫌走私入境货物，警方遂

将其依法查扣，并传唤涉案司机到边境派

出所接受调查。经清点称重，车内共装有鳄

鱼爪 2058个，总重量为 236.8公斤。

线索往往都是藏在细节里。黄俊伟闻到

的“熟悉”气味，其实就是走私货物因滞留时

间过长，在运输过程中所散发出的腐臭味。

“蒙眼寻味”和“众味查异”

“边境地区走私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

生，走私分子为了逃避我们的查缉，掩藏货

物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有些常见的

走私货物气味是消除不了的，所以循‘味’

缉私也是我们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工作

方法。”龙邦边境派出所所长刘光荣说。

缉私小组成员林高安同样深有体会，

他说：“我们对于 鲜 花 的 香 气 不 一 定 敏

感 ，但 走 私 货 物 的 气 味 肯 定 会 记 得 清

清楚楚。比如，走私活牛会带有泥土与牲

畜汗液的味道，走私冻品会带有解冻后的

腥味……这是经历了万千次的查缉得来的

宝贵经验。”

为了让大家对各种气味更加熟悉，缉

私小组会组织开展“蒙眼寻味”“众味查异”

之类的“特殊”训练，让大家熟悉常见走私

物品的味道，提升分辨气味的能力。诸如走

私冻品、活体动物、毒品、烟叶之类的物品，

运载工具经过时，警察便时常能发现猫儿

腻，并且循着气味查找藏匿地点。

破旧的房屋，堆积的走私冻品，在今年

3 月 31 日的一次行动中，缉私小组成功捣

毁了一处藏匿在边境附近的走私中转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查获涉嫌走私冻猪

脚、冻牛肉等物品 7吨，案值 30多万元，创

下了当月单次查获冻品数量之最。

循腥寻蛇和闻“味”识毒

当日，警方根据情报线索在边境展开

缉私行动，但狡猾的嫌疑人提前察觉到了

异常，便将货物进行转移藏匿。缉私小组

到达后发现情报显示的仓库已经空空如

也，只能继续扩大搜寻范围。

“我们将搜索范围扩大后，循着微弱

的气息，成功锁定了藏匿有冻品的房间。

原来嫌疑人将走私冻品临时转移至一处

旧房屋，在门外上了锁，并且为了防止气

味扩散，在外面盖上一层塑料布，喷洒了

一些花露水。”那次缉私行动，让林高安

印象非常深刻，当民警掀开盖在外面的

塑料布，发现囤积的冻品已经出现腐烂

迹象。“这些货物一旦流入市场，对群众

健康造成的危害难以想象。所以，我们必

须想尽一切办法阻隔走私货物的入境，守

牢边境国门。”

在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壬庄边境派出

所移民管理警察莫乔新看来，边境缉私就

像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探险，处处充满着惊

险与刺激，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查

获什么物品。

“荒山野岭怎么会有一丝腥味？过去

看看！”3 月 8 日凌晨，莫乔新带队开展边

境巡逻踏查时，在一处人迹罕至的边境便

道突然闻到一股微弱的腥味。

察觉到异常后，他循着微弱的气味搜

索查看，当靠近路边的一处草丛时，腥味

突然变得浓烈起来。拨开草丛，不禁心头

一惊，地上散落着一堆塑料网箱，里面装

满了活体蛇类，较大的蛇足有胳膊粗，还

不时吐出“蛇信子”，发出嘶嘶响声。虽然

心中有些发憷，但他依然仔细清点查验，

小心翼翼地将蛇箱搬运至路边等待转运。

由于现场及周边无任何人员，初步

判断该批活体蛇类为涉嫌走私入境的活

体动物，清点后发现足足有 700 条。后经

专业人员鉴定，该批活体蛇类系人工养

殖的——滑鼠蛇。警方按规定进行移交，

由林业部门实施无害化处理。

“因为在边境工作经常会接触到走私

物品，所以时间久了就对腥味、牲畜味特

别敏感，最开始觉得草丛中可能藏有走私

冻品，只是没想到那次竟是一堆活体蛇。”

回忆起查获走私蛇类的经历，莫乔新觉得

很新奇，也很刺激，他将蛇腥味牢牢记在

了脑海里。

除了循“味”缉私，闻“味”识毒的技能

也被移民管理警察所掌握，并广泛运用于

整治边境地区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毒品多

是化学合成物，本身就有很强的刺激性味

道，一些“瘾君子”由于长期吸食毒品，身

上便会散发出特有的味道，如吸食冰毒者

口腔往往会有很浓的金属气味，吸食麻古

的人身上会散发奶香味，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常会在衣物上喷香水掩盖。移民管理

警察则常常能通过闻其味、观其形，识别

并抓获涉毒人员。

今年 2月 17日晚，靖西边境管理大队

移民管理警察尹鹏带队在边境辖区某路

段设卡查缉时，发现一辆 SUV 上的两名

男子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并伴随

有轻微的刺激气味。察觉两人有吸毒嫌

疑后，尹鹏和其他战友立即对其进行吸

毒检测，结果均呈冰毒阳性，遂将其当场

控制。“虽然他们身上喷了大量的香水，

但是一开口说话，我就能感觉到有一股

冰毒的刺激性气味从他们的口腔中散发

出，便基本确定这两人为吸毒人员。”尹

鹏介绍说。

在百色 359.5 公里的边境线上，移民

管理警察与违法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故

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循“味”追踪、守边

固防的传奇故事也不断被续写。

循“味”追踪的边境神探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同学们在进行作物

生长的调查和观察。 齐 征/摄

团安徽省合肥市瑶海

区委书记 刘会启

近年来，团瑶海区委围绕党政所期、青年所需、共青团
所能，创新“青年讲给青年听”等主题学习，开展青年微宣
讲、微团课活动，引领力不断提升；落实团建工作“四个纳
入”，培育“瑶瑶领先”青年志愿服务品牌，组织力不断提
升；设立青年发展基金，实施青年科学家进校园“萌芽计
划”、“青·廉课堂”、社区实践计划等，服务力不断提升；聚
焦产业转型、城市更新、环境提升、基层治理等，开展“四个
瑶海”行动，贡献度不断提升。未来，团瑶海区委将持续着
力构建大宣传、大服务、大实践工作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
团、基层组织改革夯基垒台工程，努力探索党团队一体化
育人瑶海路径的“321”工作格局，助力打造合肥东部中心、
安徽双创中心、华东青年中心。

团苏州高新区（虎丘

区）委书记 金雨菲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移民管理警察在中越边境循“味”追踪，查获各类涉嫌走私物品。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