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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系 长 城 人 不 老心 系 长 城 人 不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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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美倩宋美倩

夏季的早晨 5 点，天光已经放亮，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城子峪村的张鹤珊急匆匆

就着咸菜豆腐吃完一碗大米粥，跟老伴打好

招呼，就拿着一把镰刀、一根木杖、一个蛇皮

袋出了门，开始他每天的长城巡护工作。

镰刀、木杖、蛇皮袋是张鹤珊出门的“三

大件”。“镰刀是用来开路的，避免被树杈和

灌木划伤。木杖是从山上捡的，比登山杖实

惠好用。发现长城上有垃圾，就拾到蛇皮袋

里。”张鹤珊说。

张鹤珊今年 69 岁，是全国首位农民身

份的中国长城学会会员。自 1978 年开启长

城巡护之路，从少年青丝到霜雪染鬓，从普

通村民到长城专职保护员，40 多年来，他日

复一日，每天步行六七公里，巡护 23 个城

楼。据统计，他在长城上走的路相当于绕赤

道近 3 圈，光胶鞋就穿坏了 300 双。

难以割舍的情结

“长城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我还走

得动，我就要一直守着它。”作为一个普普通

通的农民，张鹤珊怎会冒出自觉守护长城的

念头，并且坚持了几十年？

“我看护长城就像看护自家的院墙，谁

动一砖一石都不行。”张鹤珊用这样的话来

概括自己的长城情结。

张鹤珊生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城子峪村，

村子后山便是连绵起伏的长城。“守护好长

城是我一直就有的想法。”以前，忙农活的他

只能偶尔上山去看看，真正让他踏上巡护长

城之路的是“黑家楼”里一块丢失的石碑。

“黑家楼”是长城上的一个城楼，离张鹤

珊家不远。有一次，他在“黑家楼”里看到一

块石碑。没想到，不久后，这块石碑不翼而

飞。“石碑上记录着长城的历史，碑没了太可

惜了。”几天后，他不顾妻子的反对，义无反

顾地上了山。“祖先修长城，我来守长城。守

住长城，就是守住我们自己的根。”张鹤珊坚

定地说。

张鹤珊一直把长城当做家，当成他生命

中的一部分。一块块青灰色的砖，被他重新

搬回到城墙上；四散的垃圾，被他捡起带下

山。每天清理碎石、监测险情、捡拾垃圾、劝

阻不文明行为⋯⋯长期的户外工作，让张鹤

珊的肤色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腿部有着清

晰的肌肉线条。40 余年的辛勤巡护，张鹤

珊能叫出每一段长城的名字，熟悉每一处烽

火台等长城附属设施，甚至知道大部分长城

砖所在的位置。风霜雨雪，寒来暑往，都说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而在张鹤珊看来，长

城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永远看不够。

从不缺席的坚守

对张鹤珊来说，巡护长城并非易事，需

要仔细查看每一块砖石是否松动、移位、脱

落；每一堵城墙体是否有酥裂、下沉；每一座

城楼、每一条马道是否渗漏、积水。冬天，张

鹤珊踏雪上山，从山梁上滚落到山沟里；夏

天，荆棘在他身上划过，留下一道道伤疤，戴

着帽子也遮不住似火骄阳；暴雨季节，山路

灌满了淤泥，行走起来十分困难。下山的路

更是充满挑战，稍不留神就摔倒，必须一

步 一个脚印前行，不时还要抓紧旁边的灌

木借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懂得张鹤珊对长城的

感情，与身体的劳累痛楚相比，最让他难受

的是乡亲们的不认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们靠山吃山，

有人会到长城上翻开墙砖挖药材、找蝎子卖

钱，把墙体撬得千疮百孔，还有人把长城砖

搬回家。张鹤珊见一个赶一个，没承想对方

却说他多管闲事。

任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张鹤珊没有多说

什么，也没有退却。如今，城子峪村附近一

些生态风貌保存完好的长城点段已开发成

旅游景区，四方游客慕名而来，当地旅游和

餐饮业有了很大发展，村民们也纷纷办起农

家乐。老豆腐、桲椤叶饼、野生蘑菇、纯天然

野菜、家养的土鸡、老民居改造的民宿⋯⋯

都给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日子富裕了，乡亲们越来越认可张鹤

珊的观点，也逐渐理解了他的初衷，观念随

之 转 变 。 曾 拆 了 长 城 砖 去 修 自 己 家 的 猪

圈、院墙、房屋的村民，知道了长城砖的分

量之后，拆房扒墙取下长城砖重修长城；曾

乱砍滥伐长城周边树木的村民，认识到自

己破坏生态的错误做法后，转而成为森林

护卫队队员。

2003 年，秦皇岛市在全国首创长城保

护员制度，张鹤珊成为首批长城保护员。这

个职务不仅让张鹤珊有了名正言顺的头衔，

便于他能够在保护长城中行使一定的权限，

同时还能使他得到一份岗位津贴，能把更多

精力投入守护长城的事业中去。

于是，每天一趟的长城巡护成了没有假

期的工作。每当遇到问题，自己能够解决的

绝不拖延，自己不能解决的就及时上报。张

鹤珊自豪地说：“你看那边高坡上的城楼，由

于多年风剥雨蚀，已经摇摇欲坠。经过我的

及时上报，2022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楼体

进行了抢险加固，现今这座城楼焕然一新。”

情意绵绵的传承

台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边在荧幕

上播放着图像，一边绘声绘色地进行讲解。

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大家摊开手中的笔记

本，认真记录着老人的精彩话语。看到这样

的场面，人们一定以为这是专家学者在举行

一场专业的报告会。

秦皇岛市海港区宣传部部长刘军告诉

记者：“讲课者正是张鹤珊，他正在为区里群

众进行长城文化普及和宣讲。像这样的活

动，市里、区里每年都要举办多场，张鹤珊这

个主讲人总是随邀随到，很受大家欢迎。”

用张鹤珊的话来说，“长城是‘大家闺

秀’，但不能‘养在深闺人未识’，我觉得自己

有责任来宣传它，让更多人知道它、了解它，

从而加入保护长城的行列，让子孙后代

在长城文化的滋养下成长”。

就是出于这样的情意，张鹤珊在保

护长城实体的同时，还投入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研究长城文化、长城民俗、长城

历史。张鹤珊尤其喜欢坐在古城堡门口

的大松树下、石碾子旁，听村里老人讲述

那些已经无法考证的民间传说，并一字一

句地把这些故事记下来。2009 年，张鹤珊

收集整理了 20 多个长城故事，在国际友人

的帮助下出版了相关书籍，受到许多爱好长

城、研究长城的人的欢迎。

伴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长城点段被人们熟知，许多保护

措施和先进理念也被引入保护机制。已经

成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的张鹤珊把自家院

子改建为长城保护站，许多专家学者来向这

个长城“土专家”请教有关长城的问题，各国

的游客也慕名来到他家里，听他讲长城故

事。“让我讲长城的故事，讲长城的现状，我

都不用准备。这些东西都在脑子里装着，张

嘴就能说。”张鹤珊说。

随着长城文化旅游越来越热，张鹤珊

更 是 变 着 法 儿 宣 传 当 地 长 城 文 化 。 他 学

会了摄影，并成了摄影家协会会员。那些

平常游人拍不到的长城四季风光，春天的

山桃、夏天的丁香、秋天的霜叶、冬天的瑞

雪⋯⋯都成为他相机中的珍藏。张鹤珊的

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秦皇

岛境内的长城，有机会能到这个地方来看

一看。

张鹤珊还学会了在视频平台进行直播，

向全国各地的网友讲解长城文化。巡护长

城时，看到沿途的美丽风景，走访周边的古

老村落，搜集到和长城有关的新的故事，张

鹤珊都会随手拍下来、记下来，制作成短视

频，讲给网友们听。

张鹤珊已经年近古稀，他最担心的是自

己干不动的那一天，谁来守护长城？让他感

到欣慰的是，儿子张小山开始接他的班了。

为了准确测量长城和城楼的建筑形式、材

料、尺寸等详细信息，儿子跟着他上山，用皮

尺一米一米地丈量。张鹤珊还在培养更多

人对长城的兴趣，他想通过一代代的传承，

永远将长城守护下去。“长城的保护，不是我

一个人的事，需要全民关注、全社会参与，只

有这样才能把长城保护工作做好。”张鹤

珊说。

最近，安徽省面向社会公示

了今年首批“科技副总”拟认定名

单。数百名来自高校院所的专

家，将被聘任到企业工作两年，每

年在企业累计工作或提供服务时

间不少于 3 个月。

“科技副总”是指从高校、科

研院所等单位选聘，到企业兼任

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以及其他

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任

职期间，“科技副总”需要帮助企

业制定创新规划、促进科技成果

在企业转化、指导企业申报科技

计划项目等。目前已有湖北、江

苏、浙江、宁夏等多个省份以不同

形式开展了“科技副总”选派工

作。此次安徽选派 344 名“科技

副总”，在为企业带来创新活力的

同时，也为“科技副总”提供了施

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科技副总”并不是新鲜事，

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星期日工程

师”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苏南

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但缺少懂技

术懂设备的专业人员，这些企业

就从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工厂和

科研机构聘请人才，利用休息日

提供技术服务指导。“星期日工程

师”为民营经济和各类企业提供

支持和服务，既推动企业效益增

长，又增加了个人合理收入。

从当下一些地方的做法看，

“科技副总”项目一般由政府部门

组织，先向本地企业征集“科技副

总”岗位和技术需求，再从高校院

所遴选专家，派到企业担任技术

副总、研发副总等职务。专家平

时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假期或工

作之余到企业上班，帮助企业解

决技术难题，按贡献大小获取报

酬，并可享受科研成果转化收益。

据报道，不少“科技副总”到企业任职后，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传技术、解难题、搭平台，帮企业实打实提升了效益。以湖

北为例，“科技副总”项目实施后，两年内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1000 多项。在浙江乐清，首批“科技副总”一年内为企业解决

技术难题 69 项，企业产值平均增长 15%，凸显了科技人才对企

业发展的价值和作用。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化发展的背景下，

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要求下，让科技人才更好为实

体经济服务已成为一种趋势。为有迫切需求的企业选派“科

技副总”不失为一剂良方。当然，要把好事办好，关键是人才

选聘要精准，做到专业对口、人岗相适，而不能搞成“拉郎

配”。另外，人才到位后，企业要尽力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和

科研条件，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潜心研究。地方相关部门也

要适时总结经验，更好引导企业用好人才。

期待能有更多“科技副总”发挥自身所长，为企业创新把

脉，为成果转化助力，为地方发展赋能，实现企业增效、人才有

为、地方发展多赢。

用好

﹃
科技副总

﹄
深化校企合作

梁

睿

清晨 5 点 40 分，一场小雨过后，海拔

近 1700 米的麦庄村大岩屋候车厅外云雾

缭 绕 。 此 时 ，湖 北 省 五 峰 土 家 族 自 治 县

五峰镇三农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邓兰舟

已在客运班车上忙碌了好一阵。检查车

况 、清 点 货 物 ⋯⋯ 他 正 做 发 车 前 的 最 后

准备。

6 点整，客运班车迎着晨曦准点发车，

开启了县城和集镇间的穿梭之旅。车厢

里乘客寥寥，但引擎盖和后备箱却塞满了

货物，有腊肉、茶叶，还有两个大纸箱。“抽

过真空的腊肉是老人邮寄给外地子女的，

茶叶是帮村民带到合作社销售的。那个

大纸箱里是昨天给乡亲带上山的网购电

器，今天要带下山退货。”邓兰舟告诉记

者，他是义务捎货，有时还要帮忙送货、

邮寄。

驾驶台上，一个小笔记本上密密麻麻

记了一条又一条，这是乡亲们请他从镇上

代购的物品清单。“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习

惯，把乡亲的需求写在本子上。”邓兰舟说，

乡亲们的期盼和信任比什么都重要，他生

怕捎货时有错误或遗漏。

“在山区，跑车的司机都习惯‘刹一脚’，

帮助沿途乡亲带点东西。”邓兰舟说，可能是

他车停的时间久一点，捎的货多一点，坚持

的时间长一点，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帮乡亲义务捎货，要从 2008 年说起。

那时，23 岁的邓兰舟刚成为五峰镇集镇至

麦庄村农村客运班线司机。

临近年底的一天，麦庄村 6 组村民王

清玲拦下客车，问他能不能帮忙从镇上捎

点药品。代买药品而不载人，意味着少卖

一张车票。邓兰舟稍作犹豫后，马上答应

下来。第二天，药品如约带回。王清玲非

要塞给他 5 元运费，邓兰舟连连拒绝：“这

都是小事，不用给钱。”

再见到王清玲是几天后。那天一大

早，她又拦下邓兰舟的客车，递上一个冒着

热气的大盆：“快过年了，做了‘杀猪饭’，给

你送一盆。我怕错过你的车，早早就在路

边等。”

“天这么冷，她从家走到公路边至少要

1 个小时，肯定凌晨四五点就出发了。”多

年过去，邓兰舟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清晨。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邓兰舟，也让他思考了

很久：山区群众交通不便，自己能为他们做

点什么？

“那就给他们捎捎货吧，也就是‘刹一

脚’‘跑两步’的事儿。”如今，邓兰舟的手机

里有 800 多个村民的电话，1700 多个微信

好友聊天记录，还有一张张数不清的捎货

记录，见证着过往的点滴。为确保万无一

失，邓兰舟会按照村民们的要求一一标注

清楚，特别是药品，他还会特意看看药瓶的

样子。

邓兰舟的好，乡亲们都记在心里。怕

邓兰舟饿着，乡亲们天不亮就送来热乎乎

的煮鸡蛋；担心下雪路滑，大伙趁他没醒自

发清理道路积雪；怕他一个人孤单，乡亲们

“你争我抢”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感动是相互的，邓兰舟“捎货”更细致

周到了。为了采购，他专门买了一台摩托

车，跑遍了五峰镇集镇大小商铺；取货时，

他始终坚持自己爬上爬下车顶货架，从不

让乘客冒险；送货时，偏远不便自取的，他

一律送货上门⋯⋯

75 岁的村民陈登春因风湿病双腿行

动不便，儿女远在外地。无论刮风下雪，邓

兰舟都会主动帮其捎带副食和儿女邮寄来

的快递。“多亏邓师傅照顾。”有一次，陈登

春突发急病，恰巧被

邓兰舟发现得以及时

送医。

80 多 岁 的 党 新

菊婆婆患有胃病需要

长期服药。现在无需

嘱咐，邓兰舟不仅熟

知老人的药品，还提前几天就把快吃完的

药品买来送上门。“我 4 个女儿 3 个外嫁了，

小邓就跟亲儿女一样。”说到动情处，老人

泪眼婆娑。

“我是一名农村客运司机，我热爱这份

工作。”这是邓兰舟社交媒体账号的个人简

介。说起这些年的工作感受，邓兰舟感慨

道：“从工作到现在，乡村的变化真大。刚

工作那会儿，路颠簸不平，单程 40 公里跑

一趟要 4 个小时。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

村民们出行方便多了。”

16 年、90 万公里山路，从米、面、油、

盐到肥料、种子、药品，邓兰舟捎货超 10

万件，贴心的服务温暖了山里 8000 多名

村 民 。 2024 年 ，邓 兰 舟 获 得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 在 山 里 人 心 中 ，邓 兰 舟 就 是 武

陵 山 里 的 一 叶 兰 舟 ，渡 人 、渡 货 ，有 情 、

有义。

武 陵 山 里 一 小 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庆森董庆森 柳柳 洁洁

张鹤珊每天的工作就是巡护张鹤珊每天的工作就是巡护

长城长城。。曹建雄曹建雄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此为河北省秦皇岛市境内长城景色此为河北省秦皇岛市境内长城景色。。 柳宏泽柳宏泽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