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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杨宝珠

“这基塔上也有鸟！我记录上，一会儿给

老班长打电话，告诉他最近筑巢的鸟儿又多

了。”近日，在青藏联网工程±400 千伏柴拉

线 408号塔下，青海电力检修公司“唐古拉之

鹰”电力天路运维班张兴宇透过望远镜，看到

安装在铁塔安全平台上的人工鸟巢里，幼鹰

探出毛茸茸的脑袋。张兴宇口中的老班长王

辉，也是人工鸟巢的发起人。

“违建”置换“安居房”

2011 年 12 月 9 日，青藏联网工程正式投

入运行，青海电力检修公司“唐古拉之鹰”电

力天路运维班也组建完成。从那时起，王辉

和同事们就扎根在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的高

原上。2011年至 2016年，大电网逐步延伸到

三江源保护区，铁塔银线在人烟稀少的青海

高原上拔地而起。草原大型鸟类喜欢寻找制

高点繁殖栖息，但由于当地树木数量少，铁塔

就成了停留筑巢之所。

“线路投运不久，我们就发现有鹰在铁塔

上筑巢。这些大型鸟类的活动有时会导致线

路跳闸，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王辉说，他们试

过迁移鸟巢、安装驱鸟器等传统方法，但成效

都不大。

这些鸟类常常衔铁丝、绳子之类的材料

筑巢，刮风时容易引发线路跳闸，损害电网也

伤害鸟类。传统的解决方式，是在铁塔搭建

中设计防鸟刺、倾斜的横杆，阻止鸟类停留。

但这样也危害了高原生态系统。“猛禽太多

了，驱鸟器刚开始还有用，但它们熟悉这些装

置后就不害怕了，继续搭‘违建’。我们不断

把这些鸟巢迁移到附近灌木丛中，它们又不

断筑巢，双方打拉锯战。”王辉说。随着在线

路上筑巢的猛禽越来越多，跳闸现象也变得

频繁，徒手迁窝已经行不通了。

“我们在铁塔安全平台上给它们撘个

窝，免得它们乱搭。”一名班组成员提议道。

王辉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得到林业部门认

可后，大家开始尝试搭建人工鸟巢。刚开

始，他们在竹筐里铺上稻草，将其作为鸟

巢。但可可西里风沙大，竹筐里的稻草很容

易被大风刮飞，竹筐也容易风化破损。于

是，他们把鸟巢的材质从竹条改为柳条，稻

草也换成了椰棕垫，并用细铁丝将椰棕垫与

鸟巢绑扎在一起。后来，他们又把编织材料

升级为藤条，并提前用防腐药水浸泡，进一

步增强鸟巢耐用性。

随着“安居房”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

的鸟儿开始在人工鸟巢里筑巢，兄弟单位也

纷纷仿效，玉树供电公司线路运维人员才仁

文措受到启发，开始在玉树巴塘草原的电力

设施上安装人工鸟巢。

“旦增”和“拉姆”再来巴塘

三江源是世界高海拔地区中，生物多样

性最为集中的自然保护区，也是全球生态系

统最脆弱和最原始的地区之一。老鹰等“神

鸟”栖息，但因人类活动、草场退化、早期投药

灭杀鼠患等因素，猛禽不断减损。天敌少了，

鼠兔快速繁殖，不仅威胁生态平衡，也影响当

地牧民的生活。

猛禽在玉树巴塘草原寻找筑巢之所，但

三江源草场辽阔、少有它们抵御天敌所需的

制高点，那些出现在电杆顶端的窝筐，就成了

最佳安家地点。才仁文措自 2015年 3月成为

线路运维人员以来，他巡线时常常看到猛禽

在电杆顶端筑窝，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清理鸟

类排泄物。

2017 年初，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三江

源试点实施“生命鸟巢”项目，将传统电网维

护中的防鸟、驱鸟转为招鸟、引鸟、护鸟。才

仁文措所在班组结合巴塘草原的自然环境和

输电线路分布情况，征求自然保护专业人员

意见后，做了直径 50 厘米、高 40 厘米的竹制

鸟巢。

“我们用角铁和扁铁焊制托架，把人工鸟

巢固定在电杆顶端距离高压带电部位 90 厘

米的位置，这样既便于鸟类起飞降落，又能保

障电线安全。”才仁文措说，人工鸟巢安装好

后，在一次巡线中，他发现有两只大鹰从鸟巢

里探出头。他欣喜若狂，掏出手机拍下这一

幕，给两只大鹰分别起名叫“旦增”和“拉姆”。

2018年 9月，借着线路停电检修的机会，

才仁文措和同事又在电杆上安装了几个人工

鸟巢，“三江源这么大，大鹰这么多，能装上更

多的鸟巢就好了。”

一体化管理建“鸟厦”数千间

“没问题陆主任，我们已经将人工鸟巢加

装工作列入了线路运维计划，这项工作将与

技改工作同步推进。”在国网青海电力设备

部，输电运维处处长张永胜与该公司“生命鸟

巢”项目负责人陆园园沟通项目具体进程。

作为国网青海电力线路跳闸指标的直

接责任人，张永胜一直担心三江源地区输电

线路上鸟类引起的安全隐患问题和居高不

下的跳闸率。从 2017 年起，国网青海电力

先后在可可西里和三江源核心区域的玉树、

果洛试点了“生命鸟巢”项目，并取得了实际

效果。

2019 年 3 月底，在张永胜和陆园园的共

同努力下，国网青海电力决定将“生命鸟巢”

项目列入该公司线路运维计划，实行一体化

管理，从源头上解决资金、人员、统筹协调等

问题。

如今，青海可可西里和三江源地区的“生

命鸟巢”数量已达到 4572个。草原这些大型

鸟类的存活，对鼠兔种群数量产生明显抑制

作用，让草原鼠兔数量得以减少，从而减少了

鼠兔对三江源地区植被和土壤的破坏。

就在张兴宇记录幼鹰的时候，500 公里

外的才仁文措，也再一次看到了“旦增”和“拉

姆”归巢。

青海高原树木稀少，高耸的电网铁塔就成了大型鸟类的栖身之所，供电安全与鸟类保护之间，需要实现共赢

“唐古拉之鹰”筑起数千间“生命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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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超龄农民工的退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事

实上，面临同样困境的不只是这一个行业，也不只存在

于体力劳动者。从拼体力的外卖员到拼脑力的程序员，

随着年龄增长，很多劳动者都有可能因为自身体力脑力

和技能结构的变化以及外部市场、技术环境的变化，在

法定退休年龄之前面临退场与转岗，甚至需要面对不止

一次两次。这样的退场与转岗，和领退休金颐养天年是

不同的，正因如此，如何让每一个劳动者体面面对退场

和转岗，不仅是社会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是社会进

步的体现。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说，退场与转岗本是一个普

遍的社会现象。不过，值得深思的一点是，在转岗过程

中，“鲤鱼跃龙门”者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不得不无奈选

择“降维”择业。毕竟，行业门槛提高、技术升级迭代、

思维认知变革、经济业态转换，当从业者无法再跻身于

同级别岗位的时候，选择低技术含量、低工作要求的岗

位就成为必然。而这种“降维”通常伴随着工资的降

低，直至“退场”。

转岗无所谓对错，却关乎好坏。仅以人力资源角度而

言，如果“降维转岗”成为常态，那么人力资源供给市场上，

一边是高技能人才紧缺，一边则是求职者的择业压力。

从这点来说，让更多劳动者能够实现“升维转岗”就

颇有意义。而实现“升维转岗”，不仅需要劳动者个体的

努力，还需要创新构建促进“升维转岗”的诸多机制，这里

面包括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包括在地域上、时间上、使

用环境上更为全面且灵活的社会保障机制，让自由职业

者、小微创业者、个体工商户都能够不为“退场”后的生活

而过分担忧。而由此迸发出的创新动力，也将促进社会

产生更多可供“升维”的岗位。

至于“退场”，相较于“降维转岗”而言，更属无奈之

举。除个人体力、脑力、知识层次等自身因素外，经济业

态转换、法定“退场”要求等外部因素也不应忽视。一方

面，政策要兜底，要合理规划“退场”后的保障机制，要让

诸如农民工这样的群体退出职场后生活、医疗、养老有最

基本的保障。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退场”人员价值的

再生与再利用，要鼓励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尚有余力的

“退场”人员有序参与到社会服务、社区管理、创业再就业

等工作中去。“退场”而不“离场”，“无用”变“大用”，盘活

社会人力资源，提高社会人力资源效率。

从这一角度来说，如何实现促进“升维转岗”和“退场

不离场”机制，让更多劳动者能够应对转岗和离场，值得

有关方面进一步探索。

“升维转岗”与“退场不离场”
需要各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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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潘路路

在祖国最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

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民族乡 8号边境巡逻执勤

点，劲风刮起，寒气逼人，坚守在这里的女子

护边队员正在迎风巡逻。

新疆有 30 多个边境县（市），与 8 个国家

毗邻，全国陆地边境线中，有四分之一位于这

里。在这边境线上，共有数万名群众护边员

配合民警等开展着护边守边工作。他们在维

护边境一线的安全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特殊重要作用。

每个牧民就是一个哨兵

从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城坐车向别迭里口

岸方向出发，笔直的柏油路两边是高耸的白

杨树，一路向前，树木渐渐消失，柏油路也渐

渐被荒芜的戈壁滩吞噬，远处尽是光秃秃的

山脉，这就到了亚曼苏柯尔克孜民族乡。

“每隔 2公里左右就有边境巡逻执勤点，

他们 24 小时不间断地巡逻。每个牧民就是

一名哨兵。”库热力边境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8 号边境巡逻执勤点是一个女子护边

队，大部分队员来自乌什县亚曼苏柯尔克孜

民族乡。

“巡逻时，我们配备了国旗、望远镜、头

盔、防刺服、钩镰枪等，每小时派出两组 4 人

进行巡逻。”女子护边分队的古丽·布韦告诉

记者，每人来回要走五六公里，由于是山路，

徒步差不多近两小时。苏农·卡库其是分队

队长，她的爱人卡孜拜克·托合提当护边员

10 年了，夫妻虽同在一个辖区，卡孜拜克却

在 80公里外的另一个巡逻执勤点，一家人聚

少离多。

别迭里山口常年大风沙，海拔最高有

4200 多米，紫外线强，气候恶劣。苏农·卡库

其说，有时连续 24 小时下暴雪，护边巡逻小

组几班倒，不停地走，用脚把巡逻路硬生生地

踏出来。衣服都被冻成了冰碴，里面的内衣

被雪水浸透。有时候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巡

逻回来口罩上都冻满冰霜。

生活在亚曼苏乡阿依丁村的肉孜·萨地

克，也是第二代护边员。他 12岁就跟着父亲

去守过边。从小他就常常听到父亲说，“没有

边境的安宁，没有祖国的稳定，哪来的幸福生

活。”肉孜和两个弟弟把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

里，“父亲护边一辈子，如今他走了，我们要接

好父亲的接力棒！”肉孜·萨地克说。

守好家园才能幸福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乌什县人，从小就常

听爷爷说，这里是我们祖祖辈辈守的家，一定

要守好，我们家人边放牧边护边，家里条件越

来越好了。”古丽·布韦告诉记者，他们一家六

口除了两个孩子，四人都是护边员，每个人每

月有 2000元收入，家里还有羊、马和牛，每年

纯收入在 10万元以上。

“以前住土坯房，没水没电没煤烧，现在

有电视、有自来水，有电暖器，还有手机，可以

上网，一点不比城里差，社保医疗都全覆盖，

没后顾之忧。”古丽·布韦说。

由于护边员是轮班执勤，可以边执勤边

生产，也允许将牛羊带到执勤点上，业余时

间可以兼顾饲养家畜。“以前刚来山上，我们

一家住破毡房里，冬天条件很艰苦，要到河

谷挖一个洞穴勉强过冬，后来政府给我们免

费在山上盖了抗震安居房。”现在，肉孜·萨

迪克家饲养 200 多只山羊，每月工资足够生

活开销，他后来又在乡里买了房子，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古丽克孜·牙森从小生活在山脚下，家里

以前靠放牧为生，这几年她家搬进了新房子，

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听说招护边员的消息

后，她主动写了申请书，于 2017年 5月加入护

边员队伍。目前，她家住在尤喀克亚曼苏村，

离 8号边境巡逻执勤点 18公里。起初她们巡

逻是步行，每天往返要走几十公里路，经常天

不亮就出发，夜幕降临才到家，每天常备的食

物就是馕和水。

2019年，政府在沿边路段建了 19个执勤

点，修了柏油路，解决了她们巡逻路远、食宿

不便等问题。

不挂军衔的迷彩

上世纪 80 年代，12 岁的肉孜·萨迪克就

跟随父亲一起放牧守边，搭建了一个小毡房，

用石头架起一口锅烧水做饭。遇到下雨天，

生不着火，就啃一口干馕，那时候护边的主要

任务就是注意边境安全，发现可疑人员，就骑

马到生产队报告。

现在放牧时，肉孜·萨迪克还要查看边境

情况，发现异常情况还要停下来仔细查看，遇

到边境铁丝网有损坏的，掏出随身携带的工

具进行修补。

在肉孜·萨迪克心里，守边是生命中最重

要的一部分，不会放弃也从未后悔过。对他

来说，最希望守边这份工作能够世世代代延

续下去。

“我们喜欢这身迷彩，虽不挂军衔，但我

们跟军人标准一样要求自己。从小就生长在

这里，就是想留下来为家乡做点事，再说家乡

不差啊，一年四季都特别美，国家强大，人民

幸福，一点不觉得苦。”苏农·卡库其说。

新疆有 30多个边境县（市），数万名群众护边员配合护边守边

“这里是祖祖辈辈守护的家园”

大电网逐步延伸到三江源保护区，

铁塔银线在人烟稀少的青海高原上拔

地而起。草原大型鸟类喜欢寻找制高

点栖息繁殖，但由于当地树木数量少，

铁塔就成了停留筑巢之所。

阅 读 提 示
近日，郭明义爱心团队中建二局江苏分队的志愿者们走

进社区一线，慰问社区困难党员，公益理发、免费义诊、修理小
家电、义务清扫，传承雷锋精神，传递温情，以崭新的面貌开
启春日新气象。 穆文帅 摄

本报讯 天花板吊顶，座椅及书橱都是崭新的，地面还铺

着瓷砖，近日，帮扶责任人山东省冠县甘官屯镇党委副书记董

成广来到脱贫户许恒路家走访，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以及

是否有其他困难。

为了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山东冠县发挥县、镇、村相关部门及帮扶责任人的作用，对

农村脱贫享受政策人口中无独立居住和学习环境的 8至 14岁

儿童、残疾人家庭儿童、事实孤儿及其他需要帮助的困境儿童

进行摸排，并建立“希望小屋”台账。截至目前，冠县 18 个乡

镇街道已建设“希望小屋”206个。 （于冬梅）

“不下车”的核酸检测站
3月22日，司机在核酸检测专场现场接受核酸采样。
为方便网约车、出租车司机进行核酸采样，江苏省南

京市建邺区联合相关单位，设立网约车司机核酸检测专
场。核酸检测现场被打造成环形，进出口分离，司机可按
照平台通知的时间，分批有序前往，无需下车，接受核酸
采样。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本报记者 叶小钟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曾勇 刘雯

“谢谢你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盲人。”3
月 20日，广东深圳“盲人张”按摩院老板娘赵

新英接到来自广铁宣传部和《工人日报》广东

记者站连夜筹集到爱心人士捐赠的万元爱心

款后，在电话里哽咽道。

往返于广东深圳与老家的盲人旅客们，

都知道深圳火车站的“迎春花”服务队，常年

为盲人旅客提供买票、进站、上车、出站全过

程服务。2017 年 1 月至今年 3 月，深圳站“迎

春花”服务队一共服务了 1300多名盲人旅客。

谢文井 2017年起动员盲人工友选择乘坐

火车出行。2019年春运，广铁集团组织深圳站

和常德站全程服务盲人旅客。2020年4月，“福

康”盲人按摩店原老板因生意惨淡丢下谢文井

和3个盲人工友跑路了。赵新英和女儿王庆敏

接管了这家店：“一定要让师傅们有饭吃。”

为了帮助这些盲人，赵新英开始教他们

按摩，带出一个又一个徒弟。接着，她租了一

套宿舍，开了个名叫“盲人张”的按摩店，店里

按摩师是清一色的盲人。

“紧急求助，因疫情封店，谢文井和其他

盲人师傅们无法点外卖，我该怎么办？”今年

3月 18日 12时 17分，王庆敏给曾经采访过她

的广铁人员发来了求助信息。有关人员马上

向深圳市有关部门报告，请罗湖区有关部门

和街道办事处开展紧急救助。

得知消息，广铁有关人员与《工人日报》

广东记者站连夜筹集了 10500 元爱心款转给

赵新英母女，助其挺过难关。

广铁集团关爱深圳盲人旅客

山东冠县建设“希望小屋”

3月16日，位于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园的美林美邦（厦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包装
灭活型病毒采样管。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大省的福建，3月以来遭遇疫情“倒春寒”。福建省
围绕通链条、保生产、提信心，全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努力以最小代价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通链条 保生产 提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