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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云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在过去 1个月间，几乎每天

清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正直

镇方山村村民方勤先都会穿上胶

鞋，背上布包，拿上小剪刀，去

往家附近的青年科技农场。他和

村民们要按订单摘下对应数量的

苹果，套好袋子装进纸箱，以最

快的速度寄给消费者。

早在 9月底，青年科技农场

的农场主蔡青松就陆续接到预订

电话，都是老主顾，他们惦记那

一口汁水充足、甜味刚好的苹果

已经有 1年了。只是今年雨水多，

原本 10月初就会丰收的苹果推迟

了不少时间，馋坏了食客，也急

坏了蔡青松。

眼下正是丰收季。今年的苹

果不仅同样甜脆多汁，还多了

“数智味”。

方山村雨水充分、昼夜温差

大、土壤富硒，出产的苹果多汁

鲜甜。 2017 年，蔡青松返乡创

业，在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的

支持下，将 1.5万多棵苹果树苗，

种在了海拔 800米至 1000米之间

的山上。

返乡后，蔡青松一头扎进了

苹果的世界里。但种苹果的日子

不比在外面打工轻松，甚至更

忙。最大的烦恼是缺少青壮年，

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了。今年 40
岁的蔡青松在村里算最年轻的劳

动力了。

方勤华今年 50 岁，因为要

照顾父母，已经独自一人留在村

里 12 年。这 12 年她为了照顾父

母，只在家附近干活，不敢离太

远。青年科技农场就在方勤华家附近，农活儿之

余她就在这里工作，一天能挣 60元。

“这是第一个在我们村种出又大又甜苹果的

农场，很多村民都因为农场多了收入，比只干农

活儿好多了。小蔡来了之后，村里发生了好多变

化。”方勤华说。

而 68岁的方勤先过去几乎没有收入。“以前

花一点点钱都要问儿子要，现在我有了稳定的收

入，能减轻他的负担。”

蔡青松和 50 岁的方勤华、 60 岁的蔡幸福、

68 岁的方勤先等大龄村民组成了果园“核心团

队”。光是开垦许久未打理的荒地，就花了 20多
天，用背篓一筐筐运了 1200多包肥料用来施肥。

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丰收，种出的苹果一年

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甜。但丰收的路上，挑

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比如变化多端的天气和病

虫害。

在苹果成长的过程中，连续降雨会影响苹果

个头、外形和甜度；真菌会让苹果长出密密麻麻

的小黑点；害虫则会大口、大口地“咬”苹果。

蔡青松曾看着感染真菌、被害虫咬掉的苹果心疼

不已，但也只能忍痛剪掉受损的苹果，再想办法

解决问题。

除了不断实践，积累经验，蔡青松还请教四

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的专家顾问丹尼尔，每次聊

天，蔡青松就像如饥似渴的学生，一点点靠手机翻

译工具记下专家的建议，然后在手机上回复：

“OK，OK。”
“以前我们都是根据县里的天气预报来记

录，但山区的天气多变，有时山下是晴天，山上

是雨天，县里的天气预报无法参考。”这不仅时

常打乱剪枝、疏果、排水等计划，而且无法制定

精准、科学的种植计划，比如根据降雨量准备施

肥量、根据光照度选择苹果摘袋时间、根据土壤

温湿度分析虫卵和真菌存在的可能性等等。

“好在，今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好助

手’。”蔡青松笑着说。

今年 3月，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联合海康

威视 STAR公益，为农场装上了科技设备。接入

传感器的农业物联网视频感知设备，能精准采集

山区光照度、土壤温湿度等环境数据，帮助农场

科学种植。如果土壤湿度太高，就准备排水等措

施；如果光照度不够，就推迟摘袋，保证苹果吸

收充足的阳光。

此外，通过农业物联摄像机、农业管理平台

等，蔡青松远程就可以观察果树的生长情况，构

建更系统性的病虫害监测，实现苹果生长态势、

病虫害定期定时巡检，叠加物联网杀虫灯，多方

位降低虫害扩散风险。

“这让我们巡查病虫害的效率大幅提升了，

并且定期检查物联网杀虫灯里的虫，也让我们

对害虫的种类更加了解，更好地做预防。”蔡青

松说。

不久前，专家丹尼尔来到了青年科技农场，

通过对精准的温湿度等数据进行复盘，和蔡青松

讨论制定了来年的种植方案，例如通过监测光照

度、土壤湿度等数据，定时定量地施肥或用药，

保证效果发挥到最大。

“从靠经验到有数据依托，有了科技的帮

助，我们的丰收多了一份确定性。这样种出的苹

果会更大更甜，大家的生活也会更有滋有味。”蔡

青松说。

青年科技农场不仅为方山村增加了一抹甜，

也让辛勤耕耘的村民生活得更好了。2017 年至

2019 年，农场帮助 40 余农户实现每户增收 1300
余元；2019年至 2020年，帮助 70余农户每户增收

2000余元；2021年，帮助 90余农户每户增收 3700余
元；2022年，帮助 110余农户每户增收 4500余元。

今年，丰收的喜悦刚刚开始。方山村的农业

发展插上了“数智化翅膀”，让人们在故土也能

更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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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通讯员 滕 军 方艳君

在地处长江之畔的安徽省安庆师范

大学，有一支喜欢穿江蹚河的青年科研

团队。北至河北、南至海南，西至云贵

川，东至长江入海口，自 2018 年水生

态监测与修复团队成立以来，团队创始

人、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

晓可带着学生在全国 20 多个省份留下

了科研足迹。

沼泽、河流、湖泊……处处是实验

室，他们用实际行动关注着生态环境的

现状与困境，为生态环境修复注入青春

力量。

“野外总是充满惊喜”

“野外总是充满惊喜，只待慢慢发

现。”这是张晓可在今年暑期发现大面

积极危物种粗梗水蕨后发布的一条朋

友圈。 8 月 31 日，他带领的水生态监

测与修复团队在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

级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水生植被考察

时，惊喜地发现了一片面积约 1200 平

方米、数量超 1万株的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粗梗水蕨。

谈到发现时的场景，张晓可十分兴

奋。当时，团队在保护区内进行常规

的水生植被监测。途经一条小道时，

他发现了两三株造型奇特的植物，往

前走，竟有一大片。嫩绿的颜色，不

育叶卵状三角形的叶片，膨胀成圆柱

形的叶柄基部……经过反复比对，团

队最终确认这些植被为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粗梗水蕨。

粗梗水蕨是一年生漂浮草本植物，

常浮生于水质较好的湖泊、河流、沼泽

和水塘等地，其茎叶入药，嫩叶可作蔬

菜。粗梗水蕨对水质有一定要求，某种

意义上可视作环境指标性生物。20 世

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生存环境不断被

破坏，我国粗梗水蕨的数量急剧减少，

1999 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植物。尽管如此，粗梗水蕨并没有得

到有效保护，其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

现在很多地方每年只能见到一些零星的

野生粗梗水蕨。这次在镇江发现大面积

成片粗梗水蕨，表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

护较好。

“发现粗梗水蕨并不是机缘巧合，

而是得益于团队成员长期以来对周边环

境的密切关注。”张晓可介绍，团队每

个季节都会前往长江沿岸各地开展水生

植被调查，往年只发现过几百株的小群

落，这一次这么大面积十分罕见，直接

反映了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也

更加坚定了团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的决

心和信心。

在风雨烈日中学会坚强

5年来，团队成员坚持以“长江大

保护”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实

际问题为抓手，参与了雄安新区白洋淀

的生态治理与修复、引江济淮工程沿线

水生态监测与修复、“十年禁渔”背景

下安徽省重点水域水生态监测与评估等

工作，在实地考察中探讨生态环境的修

复策略，从而对症下药地提出河流、湖

泊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措施。

福寿螺、红火蚁、加拿大一枝黄花……

近年来，外来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及物

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损害农林牧渔业

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今年 4 月，

根据国家普查外来入侵物种的工作要

求，团队前往安徽省六安市开展淮河水

系外来物种调查。

在流波水库和西淠河区域，团队发

现了入侵物种绿太阳鱼。据张晓可介

绍，绿太阳鱼原产于美洲，具有极强

的侵入性，喜在缓水、有沙砾的地区

产卵，并且会吞噬其他鱼类的鱼卵和

幼鱼，而且一旦扩散，会对整个大别山

地区的溪流鱼类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造

成威胁。

经过大量走访调查，团队发现绿太

阳鱼的集中出现主要源于当地居民早期

的人为放养。团队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

加大绿太阳鱼危害的宣传力度、对已发

现绿太阳鱼的区域进行重点监测和人为

清除绿太阳鱼等建议，为当地水生态保

护出谋划策。

团队成员、生态学专业 2020 级硕

士研究生王何寅回忆，在流波水库进

行水质检测时，团队需要在水上进行

作业。由于船容积小，而采样用品较

多 ， 团 队 成 员 几 乎 都 是 挤 在 一 起 。

“水库上风浪很大，船差点都被吹翻

了，我不会游泳，当时一只手拿着电

脑，一只手紧紧抓住船沿，怎么都不

敢松手。”

王何寅如今在湖北大学生态学专业

攻读博士学位，她至今记得硕导张晓可

时常勉励她：“参与外出实践考察，不

仅能够学到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能使自

己更加坚强。”

团队还几乎将安庆市周边和引江济

淮沿线大大小小的湖泊考察了个遍，由

于受人为建闸筑坝等因素影响，一些地

区水生植物种类不断减少，进而影响整

个水域生态平衡。于是团队通过严格地

筛选和比对，将植被丰富地区易存活

的、能移植的种子带回实验室里培养萌

发，利用种子库资源对植被物种较少的

地区进行水生态科学修复。

“种子从野外带回实验室需要一个

个清洗和统计，由于数量很多，我们常

常都是一整天泡在实验室里。种子萌发

之后还需要全程进行浇水驱虫，以保证

种子的存活率和使用率，培育大棚里面

40 多摄氏度的高温依然不能影响我们

‘守护’种子库的决心。”团队成员、生

态学专业 2020级研究生崔玉敏感慨。

“候鸟总是群飞”

周期性往返、随时随地监测水环境

变化，这群年轻的学生像“候鸟”一样

用亲身实践感知着考察地生态环境的变

化。长时间的野外考察中，环境恶劣是

最大的挑战。生态学专业 2022 级的研

究生李博文曾外出考察 30余次，“有一

次酷暑时节外出考察，团队乘坐的铁皮

船表面温度能达到 60 摄氏度，足以烫

熟一个生鸡蛋。”李博文表示，“满身泥

泞、蚊虫叮咬、植物过敏，这些苦都不

算什么，我们就怕拿不到监测数据，得

不出科研结论。”

辨别生物物种、采取实验样本、记

录分析数据……一次完整的调研项目，

学生们靠个人力量往往难以解决难题，

团队合作的作用在这时显现出来。研究

生科研时间较多，一般负责前期的采样

和后期的实验结果处理；本科生课程压

力较大，能够外出考察的时间不多，主

要负责实验中期的结果记录以及数据分

析。但在假期时，整个团队会一起行动，

共同完成不同项目的野外考察。“候鸟总

是群飞，你们一定也要学会合作。”张晓

可常常这样教育学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水生态监测

与修复团队每年都有新成员加入，目前有

7名研究生和 30名本科生。生物科学专业

2022（5）班的沈俊杰加入团队已有 1 年时

间，参与过大大小小数百次实验，在一次

根系微生物筛选的实验中，他主要负责与

其他本科生成员一起将野外带回来的土壤

样本进行筛选、提取、纯化。

“我们专业知识不足，做实验总是遇

到瓶颈，而研究生学长学姐会随时给予我

们科学指导，帮助我们改进实验，共同完

成科研任务。”沈俊杰表示，团队协作不

仅提高了实验效率，更丰富了自己的专业

知识，提高了实操能力，为日后学习与科

研打下坚实基础。

在该团队常使用的实验室里，除了

激光测距仪、干冰盒、土壤水分检测仪

等生态学专用实验器材外，最醒目的是

墙面上写着“求真务实，莫负光阴”的

纸张，这是张晓可特意张

贴在实验室里的。“期望

学生能把学问做在河边、

湖畔，善于从野外发现实

际问题，不怕吃苦，真正

做到学以致用。”

如候鸟群飞 这群大学生在守护长江生态

科研团队在户外考察。 安庆师范大学供图

□ 蒋肖斌

说到江南，大部分人的第一印
象是小桥流水人家，江南自古繁
华。即便是文化人把目光再拉远一
些，大概也如 《史记·货殖列传》
记载的那样：“楚越之地，地广人
稀，饭稻羹鱼……”

再久远一些的江南什么样？11
月 8 日，“远古江南·海陆山河——河
姆渡文化发现 50 周年考古成果特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向观众开放。
展览展出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
塔山遗址、井头山遗址等出土的陶
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
物等 324 件 （套），描绘出一幅远古
江南的图景。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半个世纪前
的浙江宁波余姚。余姚依山傍海，姚
江，是余姚的母亲河，传说上古时期
的虞舜出生于姚江边，所以又称舜
江。虞舜存在于传说与典籍，而河姆
渡遗址，可以“历历在目”。

1973 年 ， 河 姆 渡 遗 址 初 露 端
倪，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片干栏
式木结构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人
工栽培水稻和丰富的动植物遗存。
经过 50 年的考古发掘，姚江两岸已
经发现了 20 多处河姆渡文化类型遗
址，如慈湖遗址、田螺山遗址、井头
山遗址等。

饭稻羹鱼作为江南水乡的传统饮
食方式，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河姆
渡文化时期。河姆渡先民以稻作农业

为主，兼营渔猎、采集、家畜饲养，
保证了食物来源。在展览中，我们甚
至能看到 20 节整整齐齐的金枪鱼脊
椎骨，出土于田螺山遗址，距今
7000-5000年，也不知道先民当初吃
的是刺身还是烧烤。

一件来自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精
品——猪纹陶钵，是首次在北京展
出。陶钵方形平底，四角弧圆，陶瓷
界有句话“十圆不如一方”，这证明
河姆渡人的制陶水平已经相当不错。
陶钵外壁上，流畅的线条刻画了一只
介于野猪和家猪之间的猪的模样。尽
管小猪养大了大概率还是会被吃掉，
但不妨碍人们在生活中对它持有的朴
素审美和浪漫情趣。

河姆渡文化还改变了一些“常
识”，比如，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只

有中原，比如，中华民族并不只是面
朝黄土的农耕。

中国东部沿海面向太平洋，有着
1.8万公里长的陆地海岸线，占据着
从北纬20度到42度的良好区段，是
一个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考古上
已发现数百个海岸贝丘遗址，见证
中国海洋文化的深厚历史。然而，
大部分遗址集中在距今 6500-40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内陆地
区悠久灿烂的农耕文化历史相比，显
得有些单薄。

事实真是如此吗？对河姆渡、田
螺山，特别是井头山等几处遗址的发
现、发掘和研究，可以清晰重现这里
1万年以来典型的沧海桑田式的环境
变迁，以及先民适应海洋、开发海洋
的最初足迹。

发现于 2013 年的井头山遗址，
曾入选“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是中国沿海地区，乃至全世
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埋藏最深
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一种以贝壳
作为地层主要包含物的遗址——笔
者注）。8000 多年前的井头山遗址
所代表的文化类型，是六七千前
的河姆渡文化的直系祖缘，也是
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
的源头。

最新考古发掘结果显示，井头
山遗址范围达两万余平方米，堆积
最大厚度在两米以上。从出土的
蚶、螺、牡蛎、蛏、蛤、蚝的堆积
物来看，井头山先民的日子过得挺
不错。当人类繁衍到距今 5000 年以
内的时候，农业在沿海地区发展起
来，稻米逐渐成为主要食物来源，
贝丘聚落就越来越少，最终全部湮
没在海岸之下。

历史从来不是片段的，而是连续
的，河姆渡文化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
环，是连接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
史的关键节点。有些东西已经沧海桑
田，但这片土地上的人望向海洋的目
光，或许从未改变。

学生时代，我曾在一个阳光明媚、
做完作业的周末，心血来潮，来到离
家并不太远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十几
岁的孩子，并不太懂干栏式建筑、稻
作文明这些专业词汇，却还是深深地
记住了——因为那些建筑我依然能在
现实中看见，而米饭更是每天每顿都
吃。文化的细节，在普
通人的日常，传承的
表征可以宏大叙事，
也可以毫无察觉而俯
拾皆是。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一个远古江南

猪纹陶钵。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黑龙江北方工具
有限公司团委始终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持续深化青年精
神素养提升工程。抓
思想引领，强化理论
武装，开展党的二十
大精神青年宣讲活
动，组织团员青年学
习团十九大精神；抓
传统教育，弘扬人民

兵工精神，开展“老中青”三代兵器人宣
讲会，邀请老一辈领导讲述人民兵工奋斗
故事；抓岗位建功，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平
台，组建成立青年突击队、讲解队、礼仪
队“三支青年队伍”，开展“五小”创新
创效竞赛、青年志愿服务等活动；抓服务
青年，为青年办实事、解难事。北方工具
团委将坚决履行强军首责，发扬斗争加拼
命的精神，拿出实干加苦干的行动，团结
带领团员青年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铁工科技有限公
司团委始终坚持聚焦
中心工作，组织青年
职工立足本职岗位，
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在工程质量
检测、科技创新等方
面努力争当排头兵和
生力军。铁工科技团
委持续开展趣味竞
赛、技能比武、导师
带徒等系列竞赛活

动，帮助青年成长成才。同时，铁工科技
团委还充分利用属地红色资源，组织开展

“学习孔繁森精神”等活动，加强对青年
职工的理想信念教育，锻造“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山东铁工科技有限公

司团委书记 王其峰

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

公司团委书记 王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