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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

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时代的
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
年。许多优秀青年在平凡岗位上磨
砺品格、锤炼本领，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塑造新风采。从5月4日起，新
华社开设“奋斗者·正青春”栏目，
报道各行各业杰出青年典型和奋
斗事迹，展示其坚守岗位的品格担
当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弘扬扎
根人民、奉献国家、敢为先锋的时
代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坚定理想
信念、坚定发展信心，书写无愧于
伟大时代的青春华章。

——那些经历“国事”洗礼的青年

在淬炼中成长

新华社记者魏梦佳 宋玉萌 赵 旭

近年来，在抗击疫情一线，在科
技发展前沿，在国家重大活动现场，
处处可见年轻人勇挑重担、辛勤付出
的身影。他们见证着国家飞速发展，
在一个个挑战中淬炼、成长。

“那段日子都能挺过来，
眼前的困难算啥？”

病房查房、准备手术、与病人沟
通、半夜处理急诊……身为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31岁的
吴超每天忙碌而充实。

2020 年春节，他加入援鄂医疗
队奔赴武汉，首批进入危重病房，在
不到 4 小时里收治了 17 名危重患
者。防护服不透气，几个小时下来，
汗如雨下；排风扇噪音大，每说一句
话都要用很大嗓门去喊，一天下来
精疲力竭……

当时，32万余支青年突击队、550
余万名青年奋战在抗疫一线。援鄂医
疗队 2.86 万名护士中，“80 后”“90
后”占90%。

“这段抗疫经历，让我对医生这
一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吴超说，

“过去遇上难题会想到放弃，但现在
总告诉自己，那段日子都能挺过来，
眼前的困难算啥？”

那段特殊经历，也让吴超明白医
者“不仅要治病，还要医心”。现在，面
对不同的病人，他会采用不同方式与
病人交流，给予其心理上的安慰。

吴超觉得，能脚踏实地把工作
做好，就是对社会作贡献，做好工作
的前提是“要发自肺腑地热爱这个
国家”。

他希望，未来自己能在医学上不
断精进，能帮助更多患者。“青年时代
是创造力最强的时期，要把握青春，
努力奋斗，才能不留遗憾！”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遥测

判断，着陆巡视器已转入无控模式。”
去年5月15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鲍硕沉着地发出指令。当天，天
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
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迈出了中国
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

鲍硕在此次任务中担任北京总
调度。“90 后”的她是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组建 40 多年来的首位女
性总调度。作为调度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需要组织近百个点号协
同工作，需要及时分析处理各种信
息准确下达口令，不容任何迟疑和
失误。

“我们要了解航天器控制原理，
也要了解地面各系统间的运作方
式。”鲍硕说，执行任务时常说的那句

“我是北京”承载着千钧之责。
在执行“嫦娥五号”月面采样工

作时，鲍硕曾 33小时连续指挥调度，
组织发送千余条指令，近万句调度语
无一错漏。“我们这代人很幸运，赶上
了我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的好时代，
让我有幸这么年轻就能参与国家重
大航天任务。”她说。

“ 蛟 龙 ”“ 天 眼 ”“ 悟 空 ”“ 墨
子”……众多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
技攻关任务中担重任、挑大梁。火星
飞控团队平均年龄 33岁，北斗卫星
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 36岁，量子
科学团队平均年龄35岁……

“我会仰望星空，心怀感恩，扎实

走好每一步，确保在调度岗位上没有
‘误口令’‘误指挥’，为国家航天事业
发展贡献力量。”鲍硕说。

“把‘强国有我’落实到
人生规划上”

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在大运
河森林公园，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
持艺术学院“95后”大学生冯琳作为
火炬手，怀着激动的心情点燃了奥
运火炬。

“点火那一刻，我有一种接过前
辈接力棒、承前启后的感觉。”她说。

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会
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北京冬奥会，冯琳都参与其中。

去年7月 1日，作为天安门广场
千人献词团的 4 名领诵员之一，冯
琳心情豪迈，为祖国的强盛无比自
豪，深深感到“有了更多责任和担
当”，“要把‘强国有我’落实到人生
规划上”。

北京冬奥会期间，冯琳还承担了
张家口颁奖广场的中文播报工作，和
北京高校 2万多名大学生志愿者一
起，向世界展示中国青年的风采。

时代造就青年，奋斗成就伟业。
冯琳表示，青年人能做到“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就是
青春的意义。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4日电 4
日中午，13名珠峰科考队员成功登顶
珠穆朗玛峰。这是我国珠峰科考首次
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在青藏高原
科学考察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本次珠峰登顶，科考队员完成世
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的架设。当日
凌晨3时，以德庆欧珠为组长的珠峰
科考登顶工作小组，携带科研仪器发
起冲顶，第一项使命就是架设气象
站。为此，他们在数月前反复练习，熟
练操作流程。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赵华标说：“我国建设珠峰梯度气象
观测体系，对高海拔冰川和积雪变化
的监测意义重大。”

4日，科考队员还首次在“地球
之巅”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峰顶冰
雪厚度。

在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的总指挥
会议室帐篷里，中科院院士、第二次青
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现场宣布：“‘巅峰
使命’珠峰科考登顶观测采样成功！”现
场，大家热烈鼓掌，握手庆祝。

据介绍，科考队后续还将进行多
项科学考察研究。

我国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峰
珠峰科考创造多项新纪录

住龙镇新貌（2021年3月6日摄）。浙江省丽水龙泉住龙镇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如今是国家4A级景区和省美丽城镇样板镇。住龙镇一直致力于“红
绿融合”发展，一方面积极修缮革命遗迹遗址，修复红色点位近40个；另外一方面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红色教育、研学等事业，现有两个超亿元项目落地集镇，同时
也是全省首个生物多样性调查实施的乡镇，并建有全省首批生物多样性体验馆及户外线路。 新华社发

龙泉龙泉：：老区山乡老区山乡““蝶变蝶变””成为省级美丽城镇样板镇成为省级美丽城镇样板镇 新华社记者吕 诺

五四青年节这天，遥远而神秘的
世界屋脊传来捷报：一群年轻的科考
队员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巅峰使
命”。自此，已经持续5年的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在科研的
标尺上划出崭新刻度。

2017年是此次青藏科考初始之
年。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跟随科考
队挺进羌塘无人区。我有幸采访、见
证了科考的起步、记录了一段历史，
也由此对青藏科考产生了持久兴趣
和深厚感情。

回顾那段风霜扑面的万里征程，
我们随科考队员在平均海拔5000米
的“生命禁区”爬冰卧雪，不断挑战身
体的极限。一次次意外事件，让我们
直面生死考验。

一个雨夜，我和两位同事返回大
本营途中迷失在茫茫艽野，车轮陷入泥
沼，手机信号微弱，电量即将耗尽，几经
周折方从绝境脱险；一次随科考队在纳
木错钻取湖芯时，我们的摄影记者和一
名科考队员不慎跌入冰冷的湖水，幸有
救生衣在身才浮出水面最终获救……

这些令我落泪的画面至今历历在
目。这段经历也让我明白，每年出野外
数月之久的青藏高原科考队员，长年累
月面对着怎样的危险。也正得益于这难
得的“嵌入式”采访，让我可以近距离观
察和亲身体验科考队员的工作与生活。

艰险，威胁着科考队员的健康和
生命。

在海拔5150米的唐古拉山龙匣
宰陇巴冰川营地，我们与冰川学家徐
柏青“高谈阔论”，听他讲述在海拔
7000多米的冰芯钻取点，帐篷如何
被大风撕成一条一条；营地遭遇棕熊
袭击、野狼包围时，是多么可怕可气
又可笑；还有一次在暴风雪中找营地
找了一宿，天亮才发现，原来整夜跋
涉都是在围着营地打转……

但是，当提及一位在冰川遇难的
科考队员时，他不再谈笑风生。借着
夕阳的余晖，我清楚地看见泪珠从他
脸上扑簌而下。

挫败，不断磨炼着他们的意志和
耐力。

湖泊考察队员许腾在色林错作
业时，遇到“墙一样高”的巨浪。漂泊
十五小时返回时，他的脸上还带着湖
水留下的斑斑盐渍。由于这场突如其
来的风浪，他们不仅没有取到湖底沉
积物样本，还在匆忙撤退中不得不把
三只锚留在湖中。

他的队长王君波视之淡然：科研
过程本就充满了不确定性。有时一天
的工作不会有任何收获，一次科考也
往往不会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发现。

是的，科研并不都是成功登顶。
与老一代青藏科研人员一样，今天的
科考队员们，仍要在枯燥孤独的日常
工作中，为获得最终的科学突破，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

但是，青藏科考队员绝非一群无
情探讨客观信息的人。

在我看来，他们是胸怀祖国、献
身事业的赤子，是敢于登攀、百折不
挠的勇士，是侠骨柔肠、诗意远方的
行者，是睿智豁达、淡泊乐观的哲人。

他们教给我的不止科学，更让我

懂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境
界更高的山。

徐柏青20多年来常在苦寒之地
与冰川为伴，却一直甘之如饴。他说，
青藏高原也是全球科研人员的竞技
场，中国科学家理应一往无前。冰川中
暗藏着许多奥秘，千方百计找到答案
的过程本身就让人着迷。也曾对一座
座科学高峰心生惧意，但心心念念的
仍是登顶，甚至会觉得，没有经历过艰
险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番话语，
让我见识了精神品格的大气象。

“燕儿，嫁给我吧！”当科考队在阿
里迎来“七夕”，年轻队员赵亚鹏透过
我们的镜头向远方恋人真情告白。当
时我想摘朵野花给他做求婚道具，他
说不忍，一笑婉拒——这份大爱，已经
推及一草一木，已经超越儿女情长。

几头藏野驴，一群藏羚羊……寥
廓的那曲草原上，我们跟随李欣海副
研究员的越野车观测高原野生动物。
驱车行进中，双方通过步话机纵情高
歌对唱；邂逅撒欢儿的高原“精灵”
时，我们使用长焦镜头和望远镜拍摄
静观——这段旅程，启示着人与自然
的相处之道。

长期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
家夏武平，曾以高原牦牛精神形容科
技工作者的追求：“忍处恶劣的条件，
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
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
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

考察藏北生物与生态变化情况
时，我也曾请杨永平研究员以一种高原
植物比拟青藏科考队员。不是著名的雪
莲，也不是光鲜的塔黄，他的手，指向了
一丛最不起眼的小草——紫花针茅。他
说，这种小草，既能固沙，又是牧草，在
高寒、干旱的藏北地区分布很广。它最
像青藏科考队员——默默无闻，恪尽职
守，适应艰苦环境，富有开拓精神……

杨永平参加第一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考时还是名学生，这一次他则带
着自己的学生投入新的工作。他说，
很多基础研究领域不会有立竿见影
的成果。科研人员要像小草一样顽
强，也要像小草一样耐得住寂寞。老
一辈科学家团结奋战、无私奉献、不
计回报的精神，需要有志青年传承。

高原牦牛，紫花针茅，都是青藏
科考队员惟妙惟肖的精神画像。当这
样的研究者接续来到神奇的世界屋
脊，怎能不探究出无限奥秘！

4月底，我又来到北京中科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采访了第二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檀栋
院士,以及徐柏青研究员。正为珠峰
科考做准备的他们期待着新的探索
和发现，出征前的兴奋让他们的眼睛
闪闪发光。我相信，这光芒也曾点亮
由孙鸿烈院士带领的第一批青藏科
考队员的眼神，并将在新一代科考队
员中传递理想信念的火种。

经过半个世纪的攀登，青藏科考
队终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穿越半个世纪
的风雪，青藏科考队走出了数十位两院
院士，造就了大批活跃在青藏高原科学
考察一线的中青年骨干。这支队伍终将
汇成献身科研、报效祖国的千军万马，
征服一座又一座科学的巅峰。

致敬青藏科考,致敬不懈攀登！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致敬青藏科考,致敬不懈攀登

5月4日，科考队员在架设自动气象站。 新华社特约记者索朗多吉摄

（上接第一版）

进度不耽搁“一分一秒”

2020 年 12 月，李玉红在一次晚
上加班时，不慎因意外导致腰部骨折
受伤。

过了两三天，同事李灵龙却看
到，原本应该卧床休息的李玉红又早
早来到单位。

“市卫生公共中心配套工程等着
招标，国家电机项目等着结算，很多
问题都需要解决，实在走不开……”
李玉红腰部绑着支架，全身心投入到
工作中去。

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她总是尽
自己所能推进项目进度。2019年9月，
李玉红在考察温州护士学校时发现，该

学校出现了明显的不均匀沉降现象，由
此推断，在相似地质条件下的台州技师
学院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必须进行地基加固处理。”李玉
红立即向校方反馈，要求组织设计和
预算单位参加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成
本进行重新核算。

她带领项目管理团队冲锋在前，
几乎每晚都加班，每晚通常睡眠时间
四五个小时。

“资金调整方案前前后后改了
十几稿，有问题发给她基本不过夜，
国庆节陪着我们加班，最终向政府
相关部门申请了专项财政资金 3750
万元，解了资金燃眉之急，学校得以
顺利开工。”时任负责台州技师学院
新校园项目的李沧溧处长说。

2020年，在建项目受疫情影响 3

个月，为确保投资进度，李玉红带领团
队调整计划，做到了“施工时间缩减，
投资目标不变”，按照“前期提早、建设
提速、交付提前”要求，在发改、财政、
建设的全力支持下，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实现全年投资考核超1.38亿元。

质量不让步“一丝一毫”

工程管理千头万绪，更需要“匠
人匠心”。

台州市妇女儿童医院、台州市
妇幼保健院（一期）项目是以三级甲
等非营利性妇幼保健院为目标建设
的民生工程，项目建设投资估算 6.1
亿元。

医院是专业极强的建设项目，
需全面考虑净化、物流轨道、设备

带、防辐射、医用污水处理、医生手
术室和病房的平面流程等因素。

为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且在建成后不能因为建设给使用埋
下隐患，李玉红找医疗行业的建设
专家多次取经，并多次带领公司团
队组织召开施工图设计的专家论
证，从严把关项目每个建设程序中
的合法性和精准性，发现并解决了
设计漏项、临床使用需求功能平面
调整等问题。

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
员陈扬对李玉红的专业素养十分佩
服：“她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
常丰富，熟知专业有关的技术标准、
规范和规程，总能一针见血迅速找出
问题并解决。”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工作人员陈扬说。

“看到一个个民生工程从图纸到
投入运营，能成为建设者的其中一
员，我感到很幸运。”李玉红说。

李玉红：民生项目“拓荒者”

（上接第一版）但是，随着周边一些
村庄的“美丽崛起”，下叶村慢慢失
去了先发优势，村民们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

付晓晖 是 负 责 下 叶 村 的 设 计
师 。她 介 绍 ，这 次 他 们 在 下 叶 村
原来的建设基础上，加上主客共
享的空间设计理念，将旅游产业
与乡村生活有机结合，进一步打
造当地独特的文旅产业 IP。随着
如火如荼的改造，越来越多游客
慕名而来，村民的腰包也逐渐鼓
起来。

以当地文脉为底图，
文化自信强根基

今年市两会期间，付晓晖作为市
政协常委，带来了两个提案：一是青
年人才的引育留用；二是向乡村存量
土地要空间，推进乡村振兴。

提案的内容，是付晓晖基于 4年
台州乡村建设工作的思考和感悟。

2018 年，付晓晖因仙居杨梅慕
名而来。游走于山水村落间，天蓝、
水清、山绿的自然环境，35 个国家

级传统村落、4 个省级传统村落、
369 处挂牌保护传统建筑，以及闻
名遐迩的无骨花灯、古杨梅群等深
厚的历史文化，都为她带来了无限
的灵感。

“以当地文脉为底图，增强文化
自信才能真正强乡村根基。”付晓晖
说，真正能够为解决乡村问题提供帮
助的设计，并非是将城市的“套路”复
制到乡村，而是根植于“做好土壤”的
信念，激发乡村内生力。

杨梅为媒，寻梦台州。这 4年来，
付晓晖被聘请担任“仙居县美丽城镇

建设首席规划师”，设计指导并完成
浙江省美丽城镇样板项目 2个；作为
总建筑师设计指导并完成浙江省小
城镇样板项目2个。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完成乡土建
筑改造项目 50余项，多次获国内外
大奖，其中2019年5月份设计建造的

“众里·凤栖—广度禅修中心”参展16
届威尼斯建筑国际双年展·中国馆世
界巡展。

4年来，付晓晖从单枪匹马来到
仙居，到如今已组建形成了 10多人
的高学历青年团队。她说，“作为一名
青年建筑师，很荣幸能在时代的发展
中找到赛道，在实现梦想中担起更多
社会责任。”

付晓晖：建筑设计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