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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艾常全：磷肥 3 包、碳肥 3 包、粪

碗 1 个……”晚上 6 点，公交车驾驶员

邓兰舟把大巴车开回家后，掏出自己随

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有他给山里村民

的“带货清单”。在这份清单上相应物

品名称后面打上对钩，他一天辛苦的工

作才算真正完成。

邓兰舟是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

治县“三农”客运有限公司司机， 17 年

来，他安全行车里程超 50 万公里，免

费为沿途不方便外出购物的村民带货

10 万余件。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夕，

邓兰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还是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每天清晨 6 点，邓兰舟都会在海拔

超过 1600 米的麦庄村沿途载客，公共汽

车一路开到海拔 500 多米的五峰镇中心

区域。这段路途坡多、弯道多，单程

跑一趟需要近 4 个小时。麦庄村的 2500
多名村民分散在大山深处居住。邓兰舟

日复一日沿着这条近 40 公里的盘山路前

进，除了载客外，还义务帮村民采购货

物并带回。

邓兰舟是土家族人，出生在大山

里，从小就深知交通不便给乡亲们带来

的困难。2006 年，邓兰舟刚进入这个行

业时，在姨夫的客运车上做售票员。他

留意到，姨父每天特别忙，除了当司

机，还会在县城不停打电话、采购东西

和搬运货物。姨父告诉邓兰舟，因为农

忙和外出不便，乡亲们经常让他帮忙采

购货物并带回去。邓兰舟慢慢懂得，正

是由于姨父的人品好、人缘好，客运生

意才会很好。

2008 年，23 岁的邓兰舟正式成为一

名客运班线司机。他也学着姨父的样

子，既当司机又当送货郎，义务帮沿途

村民们带货。邓兰舟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他的身上总会带着一个笔记

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他每天帮老

乡们采购的物品。

邓兰舟说：“我害怕在带货的过程中

忘记东西，就用本子把物品记下来。”除

本子以外，邓兰舟的手机微信里也有一些

留言，记录着带货信息。

从米面油、种子、肥料到药品、证件

甚至是活鱼，邓兰舟每天捎货少则二

三十件，多则五六十件，沿途 8000 多

名村民都得到过邓兰舟的帮助。“有人

说 我 傻 ， 但 村 民 们出来一趟不容易，

我乐意为大家服务，捎带脚的事儿。”

邓兰舟说。

“开车时脚基本没离开过刹车，一双

鞋 只 能 穿 3 到 4 个 月 ， 脚 后 跟 就 磨 扁

了。”邓兰舟说。农村客车鄂 E22227，
日夜穿梭在乡村和集镇之间，风雨无阻。

2021 年，邓兰舟当选为县人大代

表。 2023 年 3 月，县人大常委会在邓兰

舟的大巴车挂上“民主早班车”的牌

子。他驾驶的“民主早班车”在载客过

程中了解民意、询问百姓的需求，成了

收集民情民意的流动“信箱”，为沿途居

民解决问题。

五峰镇麦庄村九组、十一组的几位

居民先后来找他反映困扰村民出行的问

题。原来，九组、十一组村民外出需要

经过张家坳到陆家坳的一段土路，是两

个 组 167 户 479 位 村 民 出 行 的 “ 生 命

线”。可由于这条路不是水泥路，坡度很

大，遇到下雨天泥泞不堪，出行和运输

物资成了难题。

邓兰舟听在耳中、急在心里。他和

毛国强等几名县人大代表跑前忙后，深

入走访沿线住户，对收集来的意见分析

提炼，形成了 《关于麦庄村张家坳至陆

家坳农村公路改造硬化的建议》，提交给

县人大常委会。张家坳至陆家坳农村公

路改造硬化工程很快就被列为五峰县重点

民生项目之一。该县交通部门通过申请拿

到项目改造资金，2024年 5月道路开始施

工，当年 11月全面完成。

道路修建完毕后，不仅打通了与外界

的联系，还带动部分农田直通水泥路，为

村里两个组的村民进行田间作业以及农产

品销售提供了便利。一位姓邓的老伯对邓

兰舟说：“以前去地里，还没开始干活就

沾了一身灰。现在水泥路铺好了，我骑电

动车过去，既安全又干净！兰舟，你真是

我们的贴心人！”

今年 3月，麦庄村九组、十一组的村

民们将两面锦旗送到了县人大代表毛国强

和邓兰舟手中。锦旗上分别写着：“贴心

为民办实事，纾困修路至每家”“外界难

达隔山海，深山交通有兰舟”。

从北京领奖回去后，邓兰舟像以前一

样，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和守护家人，

依旧每天开着车在大山里为村民捎物

资。75 岁的村民陈登春看见邓兰舟，笑

嘻嘻地说：“兰舟，你太优秀了！我在

新闻联播上看见你了，大家都为你感到

骄傲！”

邓兰舟说：“在我看来，真正的劳模

精神就是能吃苦、能吃亏、能干活，把

工作做到最好、最透、最精。”作为一

名公交车司机，邓兰舟每天都行驶在陡

峭的山路上，不管天晴还是下雨，每天

发车前都会仔细检查车辆，做好车厢内

的卫生，让人和车始终保持在最佳的状

态。“我把每一趟行程

都 当 成 守 护 家 人 的 旅

程，我觉得，这些小事

看似平凡，却正是劳模

精神的体现。”邓兰舟

微笑着说。

大山劳模开出的“早班车”

↑邓兰舟驾驶的公交车被挂牌“民主早班车”。

←帮村民义务带货17年。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自2022年秋季学期起，中小学新增劳动课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内容涵盖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大类，要求每

周不少于1课时，强调亲手实践。然而，部分学校将其当作“应付任务”，甚至演变为“拍照打卡”，这不仅削弱了课程的教育意义，也

让学生错失了通过劳动成长的机会。 漫画：程 璨

劳动课“不劳而获”

魏行智和团队其他成员多年来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上，拍摄了60余万张（条）珍稀植物的照片和视频，并采集了200余种高山植物种子进行保育。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5月，横亘于云南怒江与迪庆交界处

的碧罗雪山支脉孔雀山开始了高原春日

最盛大的花事。当户外爱好者们循着常

规路线踏雪寻芳时，38 岁的魏行智也驾

驶着他那辆伤痕累累的轿车，独自碾过

无人涉足的险径。他也是去看花：世界

上花朵最大的木兰——滇藏木兰；世界上

叶子最大的杜鹃花——凸尖杜鹃。它们都

生长在海拔 3000 米以上，是两个世界之

最的物种。

魏行智是拾得自然教育科技 （云南）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拾得自然”）的负

责人，多年来，他和团队一直从事高山濒

危植物的保护和人工繁育工作。但这是

一条艰辛之路，有时团队一起野外工

作，有时他只身一人， 5 月上旬这次前

往怒江碧罗雪山考察就只有他一个人。

车轮下的科考之路布满狰狞的考验。爆

胎、陷坑、滚石、大雪封山，整辆车两次

侧翻进大坑，他凭借多年的野外经验七扭

八歪把车开出坑。

这辆战损级的轿车遍体鳞伤，前后保

险杠断了，刮痕、被石头砸出的凹坑遍布

车身。魏行智没去修补，“也许下一次走

的路比上一次的更艰难”。

比起修复这些伤痕，他更在意后备

箱里那些珍贵植物样本和塑料袋里的种

子——每次颠簸都可能关乎某个濒危物

种最后的生机。

在丽江市古城区太和路一个小区的一

幢 3层楼住房里，穿过横断山脉重重天险

的 3.5万株高山精灵正焕发新生。在两间

不到 100平方米、用车库改造的简陋实验

室里，魏行智和团队建立的高山植物保育

基地，让 100余种高山植物在模拟高山生

态的系统中静静生长。

在滇西北密林间守望

2013 年，一则丽江市玉龙县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招募滇金丝猴巡护志愿者的

公告，让 27 岁的河南青年魏行智怦然心

动。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件艰苦而危险

的事情，魏行智却对这份大自然的工作

“充满了好奇与憧憬”。

横断山脉腹地的老君山是“三江并

流”核心区，2003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

产地，这里分布着两个滇金丝猴种群。

跟踪监测滇金丝猴，巡护队员们要翻

越数座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山梁，山坡又

陡又滑，他们要不时地拽着身旁的树枝，

有时会抓到满身是刺的楤木。当巡护队员

们在黑压压的森林中跋涉时，那些身披黑

白裘衣的雪山精灵在枝头跳跃，一晃眼就

跑到几十公里以外，在巡护员攀越断崖的

瞬间消失于云雾深处，有时让巡护队一早

出发到天黑都找不到它们。

巡护是项技术活。只要看到人类，树

上的猴子便悄无声息，让人无法发现。

魏行智花了很长时间，才从有经验的队

员那里学会了通过树上的掉落物来判断

猴群动向。

生存挑战比预想中更严酷。刚开始，

从平原来的魏行智对高海拔的缺氧环境很

不适应，爬山总是大口喘气。有时和其他

巡护队员走散了，只能凭着记忆找路，一

会儿爬到树顶，一会儿要钻到树下。高山

上的柏树林，长得不高，带刺儿的树枝很

密，从下面钻过去，身上被拉出一道道

伤痕；雨季增加了跋山涉水的困难，很

多路被淹，在刺骨的河里蹚着水走，一

不小心就摔倒；除了夏季，海拔 3000 多

米的高山上，春季、秋季、冬季都在下

雪，大雪压弯的竹子挡住了山路，人从

下面钻，要承受雪粒钻入衣领的刺痛；

山上的巡护站条件简陋，窗户都在漏

风，夜里气温到零下十几摄氏度，裹着 5
层睡袋仍被冻醒；山里有时也会遇到熊等

野兽：一个巡护员的脸被熊打掉了一半，

一个巡护员被熊追着在山里跑了几公里，

鞋也跑掉了。

资助的资金时有时无，巡护队不得不

一次次解散，但魏行智没有离开，一次次

延长自己的志愿服务期，最艰难的时候，

巡护队只剩他一个人，一年没有生活补

助。这个来自平原的青年仍执拗地坚持在

深山，做着监测、数据分析、生物多样性

调查等工作。

他喜欢森林里刚出生的小猴子奶声奶

气的叫声，“像一个婴儿在呼唤妈妈，非

常动听。”他说，“这让我感觉到我们的工

作是有价值的”。

用脚步丈量生命的极限

2016 年，已经完全适应高原生活的

魏行智参加了国家林草局组织的第二次全

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对大山已

经很熟悉的他成为调查队的向导和记录

员。这次调查，将他引入一个绚丽的高原

生态世界。

在海拔 4500 米的高山上，魏行智第

一次见到了绿绒蒿，这一被欧洲园艺界奉

为“喜马拉雅传奇”的珍稀植物，正舒展

着蝉翼般的花瓣，在高原强紫外线下折射

出丝绸般的光晕。绿绒蒿是罂粟科的一个

属，为适应极端自然环境，它们中的大多

数种类要用数年，顽强地汲取大地的水分

与矿物质，最终在高原的寒风中绽放出

黄、蓝、红、紫、粉、白等亮丽色彩的花

瓣，一生只开一次花。

他还看到了极少有人看到的迷人景

色：高山草甸上，覆盖着绿绒蒿、银莲

花、龙胆、翠雀花、点地梅、兰花、千里

光、鸢尾、百合等植物；乱石缝中，顽强

地挺立出水母雪兔子、塔黄。

但是，绿绒蒿、水母雪兔子的数量已

大不如从前。每 1万粒种子只有数粒能萌

发存活的水母雪兔子，从种子长到拳头大

小要用 10 余年，这期间它要经历冰川运

动、碎石崩塌、动物啃食等 30 多种生存

考验。因为被误当作雪莲，每年会有两万

株以上的水母雪兔子被人类挖走，导致它

的种群数量暴跌 80%，如今它已变成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

丽江所在的横断山地区是中国三大

特有物种起源和分化中心之一。据丽

江市生态环境局公开的资料，这里蕴

藏着占全国 1/3 的高等植物，记录有种

子植物 7954 种，其中中国特有物种 5079
种，横断山特有物种 2988 种，滇西北特

有种 910 种。此外，还有 2000 多种野生

花卉和观赏植物， 2000 多种药用植物，

以及大量的油料植物、芳香植物和野生

蔬菜等，许多物种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利

用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特有种子植物

中，受威胁等级物种有 116种，其中极危

等级物种 9种、濒危等级物种 28种、易危

等级物种 79 种。2003 年，由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和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合作建成丽江高山植物园，已开始了引种

保育海拔 2800 米以上高山、亚高山地区

的珍稀濒危植物、特有类群和重要经济植

物等科研工作。

与高山野花的震撼相遇，让魏行智感

到，“这些缤纷的美丽，是在召唤我们去

寻找更多没有来得及被人发现就即将消失

的物种”。此后，他没有再做滇金丝猴保

护的志愿者，注册了拾得自然后，以民营

企业家身份参与到高山濒危植物保护和人

工繁育科研中。

多年来，魏行智和团队数次前往喜马

拉雅区域的亚东沟、陈塘沟、嘎玛沟等 5
条沟壑进行考察。每一次科考之路，都是

一次生命的挑战。随着海拔的升高，稀薄

的空气把每次呼吸都变成挣扎，凛冽的寒

风逼迫着身躯蜷曲。因为拿不准花期，他

们采集标本和种子的过程很漫长。经过多

年的积累，他们摸索出了经验，5月去海

拔 3000多米、开花早的区域；6月至 8月
去海拔 4000米以上开花晚的区域，9月至

11 月再去这些区域采集种子。由此，他

们找到许多濒危物种的新分布地，收集了

现状数据。他们拍摄了 60 余万张 （条）

动植物的照片和视频，积累了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基础数据。

他们将采集来的 200余种高山植物种

子，一批一批进行人工培育。实验室里有

4 个冰箱，经过 3-4 个月低温春化过程，

种子在培养皿发芽。发芽后再将小苗移到

有土壤的小盆里，在 20 摄氏度以下的实

验室里继续长大。用这些方法，他们完成

了水母雪兔子、绿绒蒿等濒危物种的首次

人工繁育，目前已繁育出濒危植物 3.5万
株，有的已经移植到拉市海的大棚里。

让更多青少年参与到自然保护中

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

天，在丽江市生态环境局、丽江市教育体

育局的组织下，100多名丽江中学生参观

了拾得自然位于拉市海边的高山植物基

地，各种珍稀的高山植物让学生大开眼

界，惊叹不已。

除了公益科普教育活动外，拾得自

然还设计了高山植物、滇金丝猴、天文

观测与实践、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等主题的收费研学课程。研学

不仅是企业对野生高山植物进行绿色产

业转化的一个方向，也支撑了他们的科

学研究。

研学也帮助了当地社区。

2017 年，一群来自上海的孩子，参

加了拾得自然滇金丝猴科考自然教育活

动后，设计了“滇西小铺”项目，帮助

滇金丝猴栖息地周边乡村售卖生态农产

品，增加村民的收入。那时他们有的还

是小学生和初中生。4年后，已是高中生

的他们再次参加这一活动后，又策划了一

个“Monkeys for Monkeys——猴子为猴

子”的骑行活动，共筹得 40039.21元，通

过公益平台捐赠到一个保护西南山地生物

多样性的项目中，用以利苴村对滇金丝猴

的保护。

利苴村是老君山里离滇金丝猴最近

的村寨。“利苴村的生物多样性、人与

自然关系极具全球典型代表性，在 17
个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SDGs）
中， 13 个与这里相关， 8 个强相关。”

魏行智说。

拾得自然设计的“云南老君山利苴村

生物多样性科考体验项目”，获得了 2022
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生态旅游路线奖。

鉴于魏行智参与丽江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成绩，他先后被生态环境部表彰为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

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最美生态环保志愿

者，获得团中央表彰的“第十四届中国青

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

高山濒危植物保护和人工繁育的工作

艰巨而漫长，如同在高山野外生长的百合

花杜鹃一样，一年才长一厘米。研究经费

常常捉襟见肘，魏行智团队中的伙伴甚至

将自己的住房抵押贷款来支撑科研，但他

们一直坚持着并努力寻找合作伙伴。他们

知道，要让这些生命扎根故乡，不仅需要

资金，还需要时间。

“希望有更多人和我

们一起走进神秘的大自

然，关注那些缤纷美丽的

物种，保护好我们的自然

朋友和家园。”魏行智说。

保护横断山濒危物种，他们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