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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河源市源
城区上城街道团工委
紧扣“首善之街、幸
福上城”目标和老城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着力破解城市共青团
组织面临的突出问
题，积极探索青年参
与基层治理新路径，
以实施“红暖上城”
党建强基工程为契
机，依托“红暖”品

牌阵地，构建“我为青年做件事”“新青
年对话老党员”等帮扶机制，千方百计为
青年办实事、解难事，帮助青年解决急难
愁盼问题，营造“有温度”、青年与城市
共发展的城市氛围；立足老城文化资源禀
赋，开展外出学子“穿古装、游古城”，
青“述”老城故事等青年文旅活动，引导
老城青年感悟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助力
文化振兴；积极开展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
体党建带团建工作，积极打造“红暖驿
站”、骑手驿站和太平古街商圈党群服务
中心等阵地，实施青“蜂”关爱计划等活
动项目，为加快推动上城高质量发展和焕
发老城新活力汇聚青春力量、展现青年作
为，努力实现城区发展和青年有为的“双
向奔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2 月 7 日，中国南极秦岭站开站，

这是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

立春已过，而此时夏季的南极仍处

于极昼。

一群建设者跨越半个地球来南极

“盖房子”，在珍贵的白昼争分夺秒。他

们看表吃饭、看表休息、看表上班，为

了中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如

期亮相。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连

线南极建设者，了解秦岭科考站建设背

后的故事。

南极升起“南十字星”

南极恩克斯堡岛上，刚完成的秦

岭站主体建筑犹如南十字星。14 世纪

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就曾用这一星座

来导航。

秦岭南极考察站是我国在南极继长

城站、中山站之后第三个常年考察站。

2023 年 11 月 1 日，中铁建工集团

赴南极参加中山站和秦岭站建设的 94
名建设者从上海启航。他们平均年龄

38 岁，最小的还是 00 后，任务就是秦

岭站基础建设、主站建设，以及中山站

地面站工程建设和设备调试安装。此

前，在 2017年至 2018年的中国第 34次
南极考察期间，初登恩克斯堡岛的建设

者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完成了大部分

临时设施建设任务。

抵达南极之路，十分不易。中铁建工

集团南极项目书记、总工程师曹涛已经

四去南极。他记得，穿越“咆哮西风带”

时，海浪可达四五米高。坐在船内，都可

能被浪“打翻”。队员常出现晕船、呕吐、

耳鸣等症状，而穿过西风带一般需要一

周左右时间，才会进入南极圈。

曹涛坦言，5年前，他首次抵达南

极时心中不免忐忑。直到“卸货”作

业，他才对这里的工作有了信心，“这

是在南极打的第一场硬仗”。

抵达南极，中山站这边首先要开展

海冰卸货作业。“冰下就是千余米深的

大海，尽管冰厚约 1.5米，仍有如履薄

冰的感觉。”曹涛说，工作有条不紊地

开展：从冰面调查，确定卸货方案，到

“以老带新”，和南极极端多变的天气抢

时间……不管是工人，还是科学家，都

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参与进来。

而秦岭站这边，需要卸运的总物资

超过 500件、近 9300吨。为了尽可能提

高效率、节省体力，中铁建工集团南极

建设者们站成一排，将一箱箱的物资接

力传递，组成一条“人力传输带”。

中国南极考察站3.0版：
更绿色、集约、智能

秦岭站是第三代考察站。第一代考

察站由传统的集装箱房拼接而成，第二

代考察站引进了钢结构体系和外维护

板。而秦岭站从最初的设计理念到后来

的建造水平都大大提升，更加绿色、集

约、智能。

“搭积木”一般，秦岭站的“骨

骼”迅速成型。建造者们为它在国内量

身定做了装配式钢结构件和功能模块，

到了南极现场拼装。为保证现场施工顺

利，2023年 7月，整个结构 960多根构

件已在国内完成“一比一”预拼装。

秦岭站的功能模块分为度夏、越冬、

办公室、实验室、厕所五大类 84 个。“现

场只需把它吊装在钢结构上，一拼装就

完成了，里面就是一个‘精装修’房间。”

曹涛说，“这样既减少了对南极环境的污

染，也缩短了建造工期。”

考察站还有一层坚固、美观、保暖

的“衣服”，也即幕墙板。外面一层不

锈钢板，背面铝型材复合板，最里面的

一层有聚氨酯泡沫板。据介绍，整个建

筑采用轻质高强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可

以抵抗零下 60 摄氏度的超低温和海岸

环境的强腐蚀，也能扛住 17 级大风，

后者几乎是摧毁性的飓风风力。此外，

秦岭站还有指挥调度中心，在中心就能

看到各个作业点的情况。

新站建成后，预计可接待度夏考察

人员 80人，越冬考察人员 30人，计划

用于开展大气环境、海洋基础环境、生

物生态等多圈层、多学科的观监测和科

学研究工作。曹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从南极科学考察的角度来看，秦

岭站建有自主实验室，未来一些实验可

现场完成，无需再把样品带回国内。

褪一层皮，也爱上南极

当新建筑披上外衣，建设者们却早

已被太阳晒褪了一层皮。

身处南极强紫外线、强辐射、强

风、强雪、低温的环境中，尽管戴着面

罩，涂了防晒霜，面部仍不可避免地受

到阳光刺激。曹涛已经习惯，“褪掉就

好了，长了新皮肤之后，再去外面跑就

不怕了”。

夏季的南极，太阳一直挂在地平线

上。他们从早上 7 点干到“夜里”10 点，

不肯浪费工作窗口期的一分一秒。“在南

极作业，紧前不紧后，能提前一个小时做

完，绝不推延一分钟。”曹涛说。

中铁建工建设者队伍中，有一个

00 后，他叫谢帅帅，今年 22 岁，来自

陕西渭南。别看他年纪最小，却已经有

5 年干工程的经验，钢结构安装、电

焊、吊装指挥，样样会。今年，这些建

设者将在南极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不能回国过年，谢帅帅不觉得遗憾。春节

时，团队可以放半天假，大家能好好洗个

澡，换身干净衣服，给家里打个电话；一起

包包饺子，吃顿年夜饭，休息一下。“这是我

干过最有意义的工程了，这些经历够讲一

阵子了。”谢帅帅说。

今年是中国极地考察 40 周年，也是

曹涛第 4次赴南极参加工程建设。他见证

了中国考察站的新生力量，对他自己而

言，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

南极之美，建设者们不去破坏。曹涛

说，他们不会打扰动物们的生活，不与企

鹅追逐打闹，如果有企鹅路过正在施工的

区域，他们会停下来，让企鹅先走，直到

它们走到安全地带。每一个施工区域都设

置有垃圾箱，施工过程产生的废弃物随手

清理，随手收集，放在专用的集装箱里带

回国统一处理。

企鹅、冰川、一望无际的大海、白茫

茫的雪原和 24 小时日不落的景象深深印

在曹涛的脑海里，人类探索

极地的足迹往前迈进，建设

者们对脚下的土地已有了感

情，“我们不去污染南极的

一寸土地”。

中国南极秦岭考察站揭开“盖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春节前夕，随着最后一批候鸟北上，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公安局红

土坡森林派出所的民警开始收拾行囊和

锅碗瓢盆，准备从哀牢山的临时驻地，回

到镇上的派出所。

临时驻地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南华县管护分局的候鸟环志站，因海

拔高，大部分时间都被笼罩在雨雾中，山

路湿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环志站只有

3 间屋子，铝合金窗即使拉上，也会透

风；屋里高低床上潮湿的被子散发出一

股霉味。

每年 9月，当 430余种、逾 5000万只

野生鸟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华

片区内的大中山迁徙时，红土坡森林派

出所的民警就开始入驻大中山，每天和

当地护林员一起巡山，直至次年 2 月候

鸟北上，民警们才会撤离出山。

40年来，这个“候鸟”派出所的民警

从没缺席过，在哀牢山莽莽林海里，忍受

着刺骨的寒冷和与亲人离别的思念，守

护着迁徙候鸟的安全。

捕鸟在夜晚，巡山就在夜晚

云南是我国西部地区候鸟南北迁飞

的重要通道。鸟类迁徙飞行是以地面的

山川河流，空中的月亮星辰为导航标志，

在阴雨天或大雾弥漫的夜间，鸟类会迷

失方向，只能降低迁飞高度、速度，寻找

地面山峰校正迁飞方向。鸟有趋光性，当

出现亮光时，迁飞候鸟便会向亮光聚

集。早年间，生活在大中山范围内的马

街、五顶山、兔街 3 个乡镇的村民，根据

鸟类的这一特性，夜间在山坡上点燃篝

火、汽灯，一根根长长的竹竿打向成群

结队飞来的五彩斑斓的鸟；为争夺打下

来的鸟，村民们在山坡上争吵。用箩筐、

塑料袋装回去的鸟，不是自己吃了，就

是做成“鸟干巴”，一公斤卖到二三百

元。“打雀山”也因此成为大中山一个非

正式的地名。

打击、防范非法捕猎野生鸟，成为当

时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1982 年 7 月，南华县公安局大中山

林区派出所成立，当时这个无房、无

车、无电话的“三无”派出所，民警办

公、住宿、吃饭都和大中山国营林场的

职工在一起。民警与护林员组成了守

护大中山的巡护队。40 年来，派出所几

经演变，如今它是南华县红土坡森林

派出所。

从南华县县城到大中山近 200公里的

山路，全是弯道。记者像多数初来的人一

样，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头晕目眩。在这条

道上奔波了 17 年的红土坡森林派出所所

长张跃平，会在途中卖萝卜的摊位前停车，

买两根萝卜，削了皮，让晕车的人吃下。没

有辛辣味、汁水丰富又清甜的萝卜，顿时解

救了晕车人翻江倒海的胃。

从云南警官学院毕业的张跃平是 2007
年来到这里。当时，村民中仍然盛行打鸟。

村民捕鸟都在夜晚，除了白天巡山外，

夜晚是巡山的重点。

派出所每个人都熟记一句话，“把最后

一口水留给新人”。“也就是说，当发生危险

时，要把水源和生存的机会留给年轻人。”

红土坡森林派出所教导员李新说。

这一派出所的传统，显示着哀牢山里

的诸多危险。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少

见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保护区有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95 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种。巡护队走的

路，黑熊、豪猪、林麝、毛冠鹿、黑颈长尾

雉，赤麂、豹猫等也走；还有些巡护路在

箐沟（山沟沟）边和岩洞里，那里是眼镜

王蛇和蝙蝠的天地。巡护路上常常与野

生动物相遇。

走夜路是危险的，山势陡峭，一些路段

旁边就是深渊。特别是还要背着帐篷、睡

袋、地垫、压缩饼干，约有 20公斤的背包负

重而行。山林里很黑，身边有没有人都不知

道。为不让捕鸟者发现，巡护队不能开手电

筒。大家把救援绳固定在身上，串在一起，

防止在巡山中走丢。

但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捕鸟者熟悉山路，他们可以很快消失

在山林里，追捕他们是件艰难的事。在一次

追捕中，民警杨正强脚没踩稳摔下山坡，天

亮大家才找到，他当时全身刮伤，再往前一

点就是几十米深的山沟。

山林里极易迷路。张跃平曾在雨雾中

与战友走散。他爬上了一棵大树，用手电筒

发信号，让战友发现自己，然后给他亮光，

他再循着光找到队伍。

爬树是野外生存的基本功之一。自制

过滤器也是一项，把矿泉水瓶切成两段，瓶

口倒立过来，将纱布、棉花、石块、细沙一层

层放到瓶中，就能喝到可口的山泉水。

90 后刘雁曾是红土坡森林派出所唯

一的女性，巡山时，为照顾她，队员们让她

在凌晨 1 点前下山。下山时只有她一个

人，回到半山腰老林场的住宿地，也只有

她一个人，听着四周动物的叫声和呼呼的

风声，“没有词能形容那种孤独和心慌的

感觉”。

过去，“候鸟”派出所的驻地一直是在

保护区外一片不大的平地上，靠帐篷度

过秋季和冬季，每个人都说“太冷了”。

直到 2010 年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南华县管护分局在这片地上建起了一

栋砖混结构的候鸟环志站，民警们才算

有了遮风避雨的“家”。家总是温馨的，

大家轮流做一日三餐。这里海拔比山下

的村子高，他们很珍惜背上来的菜，六七

个人就三菜一汤。

条件的改善，还包括背包里的干粮从

煮熟的苞谷、荞麦粑粑变成了自热米饭，野

外便携式过滤器取代了自制过滤器，太阳

能热水器能让大家简单地冲个澡，能睡 6
个人的 3张高低床都有电热毯。

在简陋的候鸟环志站，1 米宽的小床

上，每天叠成“豆腐块”的被子和没有一点

皱褶的床铺，透露出这是一支纪律严明、让

警徽闪闪发光的警队。

既要保护候鸟和所有野
生动植物，也要保护人

常在黄昏或夜晚出来的豹猫，是黑夜

中的捕食能手，但最近，它们也在白天频频

外出活动了。

不久前，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楚雄管护局（以下简称“楚雄管护局”）57
台红外相机监测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豹猫白天活动的高清影像，研究人员

称“实属少见”。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豹猫是一个区域

生态系统完整、稳定、健康的指示物种之

一。”该局科普宣教与社区管理办主任李国

昌说，豹猫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野生动物及其

栖息地得到了有效保护。

“大中山生态环境的保护，红土坡森林

派出所一直是楚雄管护局的坚强后盾。”李

国昌说。

如今，在法律严惩和宣传教育下，当地

村民已不再打鸟食鸟，在候鸟迁飞的几个

月里，还关闭了村里的高频射灯，让候鸟顺

利飞过。“2019年以后，非法猎捕野生鸟类

的案件已为零。”张跃平说。

在他看来，当地老百姓环保观念的转

变，还得益于脱贫攻坚的开展。

“打鸟吃鸟售鸟的习惯源于贫穷和文

化程度低。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也

不愿意去做这一违法成本极高的事。”张

跃平说。

作为离保护区最近的森林派出所，“候

鸟”派出所仍保持着 9月进山、次年 2月出

山的传统。“在 3 万多公顷的保护区，巩固

好 40年来的成果，压力仍然很大。”张跃平

说：“既要保护候鸟和所有野生动植物，也

要保护人。”

生活在保护区周边的人，不时会遇到

意想不到的危险。

一次，一名村民被一头带着幼崽的母

黑熊追赶，慌乱中爬上树，黑熊在树下守

了 8个多小时。直到民警赶到，大家用敲

锣等刺激的声音，才将黑熊赶走，救下了

这名村民。

野生动物闯入村民家中觅食是常有的

事，其中，眼镜蛇、眼镜王蛇和大个头的猕

猴最令人畏惧。民警们由此掌握了“打蛇打

七寸”的技巧：先用蛇夹按住蛇的七寸，以

防止它迅速甩头攻击人，再用蛇套将蛇装

进去，之后送到野外放生。

“其实我们也很害怕。”民警李开福说：

“但我们是警察，老百姓信任我们，再危险

也要上。”

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加，野生动物肇事

案件也在增加。民警协助村民申报野生动

物肇事补偿款，以弥补他们的一些损失。

“这些年，老百姓为保护区的生态改善

作出了很多贡献。”张跃平说。

随着候鸟的北上，“候鸟”派出所的民

警也顺利完成了本次任务。张跃平说：“它

们安全飞过，我们也就安心回家团圆了。”

哀牢山里的“候鸟”派出所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

区上城街道团工委

书记 甘浪浩

团天津市红桥区
委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以织密团建网格
为抓手，探索形成“共
青 团 发 布 + 社 会 参
与+共建共享”的服
务青少年工作模式，
打造“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小课堂”“青联
委员进校园进社区”
两项精品活动，有效

强化团组织的社会功能，逐步实现了团的
组织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未来，团
红桥区委将依托区域化团建工作体系，积
极发挥属地高校、驻区单位等资源优势，有
效扩大基层团组织“朋友圈”，推动共青团
活动常态化、社会化、项目化开展。

团天津市红桥区委

书记 曹冉

中铁建工集团南极建设者在暴雪飓风中守护秦岭新站。 郑 迪/摄 中铁建工集团建设者在进行秦岭站主楼钢构安装。 郑 迪/摄

①：目送候鸟安全飞过大中山，是民警们最大的欣慰。

②③④⑤：每年9月，当成千上万只野生鸟从大中山迁徙时，红土坡森林派出所的民警就入驻大山，每天在莽莽林海中巡山，直至次年2月候鸟北上，才撤离出山。 刘 屹/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