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 13 次 北 冰 洋 科 考

8 月 12 日，科考队员在布放海冰物质平衡浮标。当日，中国第 13 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乘坐

“雪龙 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航行至北纬 81度附近海域，正式开始海冰综合调查作业。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一 个 站 位 、又 一 个 站 位 ……

在冰与蓝交织的世界，“雪龙 2”号

搭载着中国第 13 次北冰洋科学考

察队，再探世界“尽头”。

近 日 ，由 自 然 资 源 部 组 织 的

中国第 13 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中

北冰洋太平洋扇区大洋科考作业

顺利结束。同在船上，记者得以

近距离感受极地科考队员的苦辣

酸甜。

征 衣 漫 卷 海 浪 冰 霜 ，他 们 是

冰原海雾中闪耀的光。

忘记时间

大洋科考作业包括数十个站点，每次到站

后，需先采集不同深度的海水样本，再对样本

进行过滤、测定，得出数据并记录。

负责相关工作的上海交通大学助理研究

员董卉子每站的工作时间从 2 小时到 5 小时

不等。有时处理完一个站点的水样，下一站马

上就到了。董卉子坦言，自己已经“忘记了时

间”，她的“自然醒”周期已调整到 2 小时，彻夜

不眠是常事。

有的队员强迫自己清醒，有的队员却在努

力入睡。

谢海翔是“雪龙 2”号实验室实验员，职能

是进行作业协调沟通，保障船上科考设备正常

运转及科考作业顺利开展。

“我们每个班的工作时长是确定的。”谢海

翔告诉记者，实验室有两个组轮流倒班，每组

8 小时，一天 3 个班。

“现在是极昼，有时候值完班睡意全无。

但再精神，也要强迫自己休息，因为前面等待

着我的，还有下一个 8 小时。”

笑对一切

大洋科考作业中，最值得期待也最容易感

到失望的，莫过于底栖生物拖网作业。这绝对

是件“苦差事”。

作业过程中，长达十几米的巨大拖网被起

重设备吊起，投放至海底。当拖网被捞出时，

海底地表淤泥（沉积物）积满网底，科考队员要

在寒风刺骨的甲板上，从成吨重的淤泥中慢慢

“淘洗”出可能存在的生物样本。

“由于区域调查的特殊性，淘到最后，一网

可能就捞出来几只小虾米。”自然资源部第三海

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坤说，“大家在甲板上连

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浑身被冻透了，还弄了一

身泥，就这么点东西，多少有点遗憾。”

“但是，再小的生物，也是非常珍贵的样

本，这一网总算没白捞。”刘坤说，他们已经学

会了从微小的海洋生物中，寻找最大的满足。

这一次，记者跟踪了底栖拖网作业全程。

两个小时，捞出了两只虾和一些海蜇，实在算

不得丰收。

记者有些失望，帮忙扫完甲板，收起拍摄

设备，对泥浆满身的尾部生物组组长张吉昌道

别：“我先撤了啊，你们加油！”

“再来啊！”他将记者的无奈化为此刻的诙

谐，在甲板上引起一阵哄笑。

永远热爱

在大洋科考作业间隙，“雪龙 2”号政委兼

轮机长陈晓东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他穿着带有极地科考标志的衣服走

在上海街头。一位老者看到他，眼含殷切，急

忙上前：“你哪个航次的？”

一交流才知道，这位老者是他久已耳闻

但未曾谋面的某航次极地科考的“老队员”。

他们相认的纽带，是绣在套装上的几个字母

“CHINARE”，即“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的英文

缩写。

“ 只 要 去 过 极 地 ，那 种 情 怀 就 会 伴 你 一

生。”首席科学家助理孙虎林说。自 2011 年

起，他已经去过 4 次北极、2 次南极。

7 月 31 日晚，孙虎林在常规海洋气象观测

后，率先发现了本航次航线上的首只北极熊。

“哎！熊！熊！”他激动地摆臂、呼喊，冲到房间

拿起相机，狂奔到驾驶台开始拍照。

虽已看过数十次北极熊，孙虎林说：“那些

深远和静谧，那些世界尽头的生灵，那些深藏

在冰原和海洋中的真知，永远值得我付出最大

的热情。”

义无反顾

“大洋科考作业结束，最欣慰的是各项科

考作业设备平稳运行，后续的实验室管理人员

都很优秀。”陈清满说。

陈 清 满 ，中 国 第 13 次 北 冰 洋 科 学 考 察

队 综 合 队 队 长 ，曾 任“ 雪 龙 2”号 实 验 室 主

任。从参加工作开始，不管是参与“雪龙 2”

号 的 设 计 、建 造 、试 航 和 运 行 ，还 是 参 加 7

次 南 北 极 科 考 ，他 闻 令 即 动 ，从 没 迟 疑 、懈

怠过。

义无反顾的，不只有他，还有他的家人。

陈清满说，每次极地科考报名后，妻子总会帮

忙打包出发的行囊，顺便买上几袋他爱吃的零

食，让他随船带走。

回望大洋科考作业全程，义无反顾的故

事，从未停止书写。

大洋队队长陈超，其船舱房间里的书桌上

摆着一家三口的照片。在昼夜不停的作业中，

那是他的慰藉。

水手长付耀奎，在寒风中鏖战几小时，刚

刚回到房间缓和冻透的身体，听说又有高强度

作业，再度披挂上阵。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工程师王颖，在采水作

业的公告白板上“开辟”了一方小空间，每日更

新作业结束的倒计时，提醒自己和队友：坚持，

再坚持……

那些挥别家人的酸楚，辗转颠簸的疲倦，

战风斗雪的劳苦，孤灯滤水的寂寞，都会随着

一次次任务的完成而湮没在时间里。但他们

采集的每个样本，记录的每个数据，将铺就中

国乃至世界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

坦途。

大洋科考作业结束，而本航次北冰洋科考

仍在进行。现在，“雪龙 2”号已航行至北纬 80

度以上的冰原，下一阶段的海冰综合调查作业

随之展开。

（新华社“雪龙 2”号 8月 12日电）

冰原海雾中，他们闪耀着光
—近距离感受中国极地科考队员的苦辣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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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吴晓颖

成 都 大 运 会 8 日 落 下 帷 幕 。 在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发布近

3 年之际，主场作战的中国大学生运

动员们，用他们的优异成绩展现了体

教融合的阶段性成果，公众对体教融

合的认知逐渐深入，而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建设以及体教融合助推体育强国

建设的实践依然任重道远。

学生运动员和运动员学生交相辉映

在高校体育界，人们往往把在普通学校成长

起来、主要用业余时间参与训练的高水平运动员

称为学生运动员，而把那些取得了出色的竞技成

绩之后到高校就读的现役或退役运动员称为运

动员学生。在成都大运会上，在体教融合的背景

下同时存在的这两类运动员交相辉映，为中国代

表团取得佳绩立下功劳。

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代表团旗

手的男排运动员胡朕卓，是学生运动员的典型代

表。先后在北京景山学校、清华大学就读的他，

坚持学习、打球两条腿走路，在兼顾本科学业的

同时还在业余时间参加北京男排的训练和比赛。

在成都大运会的女篮、田径等项目上，高校

自主培养的高水平运动员表现出色。夺得女篮

金牌的中国队以北师大女篮为班底组建，刘禹

彤、唐子婷、李双菲、苏源圆等都是北师大、清华

大学等高校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

在大运会上夺得女子万米金牌的夏雨雨、男

子三级跳远铜牌的黄华锋，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华

中科技大学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前者在中

学时期就从贵州被清华大学田径队的曹振水教

授相中，到北京先后就读于清华附中和清华大

学。后者的成长则得益于华中科技大学田径队

总教练余长青，这位高校教练还曾培养过深圳大

运会男子跳远冠军苏雄锋。

另一方面，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运动队的运

动员学生，则是在大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争金夺

银的主力军。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该校的李

冰洁、柳雅欣、周恺为中国队的游泳和乒乓球金

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游泳、跳水、射击等项目

上，争金夺银的中国运动员有很多是现役国家

队主力。

上海交大体育部主任王坤表示，学校一直

非常重视运动员学生文化学习和专业训练协调

发展，为他们设计个性化定制的培养方案，在不

降低文化课标准的前提下，通过送教上门、线上

线下相结合等方式，为他们安排课程。比如，对

在美国打球的女篮队员韩旭，采用的就是线上

授课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上海交通

大学就读的运动员学生姚明、刘国梁和张军，后

来分别成为中国篮协、中国乒协和中国羽协的

主席。

据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介绍，在田径项

目上，经过多年努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等高校可以自主培养出一些高水平的

运动员，最好的成绩是在大运会、亚运会和全运

会上取得金牌。但是，受生源、教练、经费保障、

参赛机会等条件所限，高校自主培养的高水平学

生运动员数量还比较少，也还没能在奥运会这样

的世界大赛中取得重大突破。

招生新政之下，高校调整高水平运动员
培养方式

2021 年 9 月，《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

“《指导意见》”）发布，新政对考生的运动技术水

平和文化成绩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还限定和引

导有体育专长的考生就读体育学类专业，相关

要求将于 2024年开始实施。北京某高校体育部

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参照新的文化课要求，过

去十几年里该校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中只有寥

寥几人能够达标。这也意味着，新政实施之后，

很多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可能招不来人。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不少高校调整了

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方式，积极适应新政带来的

变化。

清华大学是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上最具代

表性的国内高校之一，在田径、射击和篮球项目

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了适应《指导意见》

提出的新要求，清华大学已申请开设体育教育专

业并且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

据刘波介绍，原来清华大学的高水平运动员

主要在经管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就读，今后会放在

体育教育专业，这是为适应招生新政所做的调整，

而招生的体育项目和规模基本会和以前保持一致。

根据教育部网站 2022 年 8 月发布的《2022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材料公示》，在

这一年就有 30 多所新增院校申请招收运动训练

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其中包括上海交通

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名院校。

运动训练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招生俗

称“体育单招”，对考生文化成绩的要求比高水平

运动队招生要低不少。

王坤表示，上海交大是国内最早开展体教融

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院校之一。新政出

台之后，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支持开设运动训练

专业，计划从 2024 年开始招生。在招生的体育

项目方面，将继续保留篮球、乒乓球、游泳等交

大的传统强项，另外还打算在射击和一些冰上

项目做一些尝试。上海交大原来的高水平运动

员主要在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媒体与传播学

院等就读，改为运动训练专业之后，会通过选修

课的方式把原有的一些优质课程吸收进来，同时

新增与体育教育、体育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以

人为本，助推学生的多元化全面发展。

四川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向勇告诉记者，以

前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队员学习的多是大文科类

诸如管理、经济、文新等非体育专业，但是学训

矛盾比较突出。有些高水平运动员完成文化课

学习非常吃力，全身心投入学习之后可能体育

特长就“报废”了。也有些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基

础相对较差，有些科目过不了，拖了四五年之后

还被迫退学。改为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之后，可

以更好地把专项训练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四

川 大 学 还 和 四 川 省 体 育 局 签 订 了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在 人 才 交 流 和 资 源 共 享 方 面 达 成 了 共 识。

由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转为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之

后，四川大学也会对招生的体育项目进行适度

调整，在保留女排等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计划

发展在高校中关注度高、深受学生喜爱的篮球

项目。对于原有的田径、网球等个人项目，会将

发展策略由“大而全”转为“少而精”，控制总体

招生规模。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原来具有举办高水平运

动队资格的高校选择停止招生，并暂时不打算开

办运动训练专业，其后续影响仍有待观察。

理念深入人心 实践任重道远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青 少 司 司 长 李 辉 认 为 ，《意

见》发布近 3 年来，最大的成果是体教融合的理

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全社会对体育的育人功能

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

孩子学习和掌握一两项体育技能。今年年初，

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教

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出

台 了《关 于 在 学 校 设 置 教 练 员 岗 位 的 实 施 意

见》。除此之外，国家层面出台的与《意见》配套

的政策还不多。不过，各省、市、地方纷纷根据

《意见》制定了执行方案，在体育特长生招生、一

条 龙 升 学 方 面 做 了 很 多 有 意 义 、有 价 值 的 尝

试。在赛事融合方面，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

推出闯出了一条新路，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教育

部门抓普及、体育部门抓训练和提高，形成体教

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良好体系。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表示，前几年由于

疫情的原因，国内大学生运动员训练、参赛受到了

一些影响。尽管如此，在成都大运会上，还是能够

看到高校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自主培养的学生运

动员越来越多，在部分项目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不过，总体而言，高校自主培养的高水平运动

员、运动队还不成规模、不成体系。像男篮这样的

队伍虽然主要由在校大学生组成，但在实力上与

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指导意见》指

出，要选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具有较高

体育竞技水平的学生，为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等重大体育比赛和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体系提供人才支撑。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钟秉枢认为，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应该考虑

建设大学生运动员的荣誉体系和奖励机制，比如

可以像有些国家那样以体育奖学金的形式奖励

取得佳绩的大学生运动员，进一步激励他们为国

争光。钟秉枢表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新政

所倡导的提高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技术水平和

文化成绩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政策执

行的过程中应考虑客观实际，在运动技术考试上

给高校留有一定的自主权。

向勇认为，无论是以前通过高水平运动队招

生，还是现在通过运动训练专业招生，都是在体教

融合发展实践中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大

学也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其他高校的经验，寻找

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既要把学生运动员的

竞技水平搞上去，也要符合高校培养人才的标准。

（新华社成都 8月 13日电）

理念深入人心理念深入人心 实践任重道远实践任重道远
— 从 成 都 大 运 会 看 体 教 融 合

8 月 3 日，在“雪龙 2”号极地科考破冰

船实验室，科考队员在进行化学实验。

新华社发

闭幕式上的焰火表演。8月 8日，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 会 闭 幕 式 在 成 都露天音乐公园举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