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赖书闻

在海南万宁石梅湾海岸，这里有着全长

约 6 公里的美丽海岸线，每年吸引了无数的

游客来到这里戏水纳凉，其中蓝海湾一公里

的区域是游客的主要聚集地，近年来成为网

红打卡地，许多游客在此玩耍。

然而，因游客安全意识薄弱、缺乏自救

知识再加上水下情况复杂等因素，每年这里

都会发生多起溺水事件。为保障湾区游客

的安全，打造专业的海岸应急救援力量，完

善石梅湾海域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华润置地

海南地区公司于今年 3月起成立石梅湾应急

救援队。6个月的时间里，6名救援队员在这

片海域内已巡逻超 1000个小时，成功挽救了

13人。

高超泳技保障安全

日前，记者来到石梅湾畔，应急救援队

的队员们正在进行分组，3 名队员仍负责海

域的巡逻工作，另外 3 名队员在准备进行游

泳训练。

“我们训练泳技的方式是在离岸边 100

米处放置浮标，队员们从岸边出发拿回浮

标，一个来回 200 米，时长在 200 秒左右的就

是优秀。”石梅湾应急救援队队长付铁峰向

记者介绍。

随着哨音响起，参加训练的队员们一个

鱼跃就消失在了岸边，他们对抗着海洋的阻

力，水花随着他们有力的动作而四溅。同时，

付铁峰也在记录着时间。

6 月 10 日 11 时 50 分，有不少游客选择

来到石梅湾“洗龙水”，求平安。应急救援

队队员李高龙巡逻时，发现一名十一二岁

的游泳少年，手脚动作极不协调，仿佛被暗

流牵制，身体在水中忽上忽下。李高龙迅

速 向 队 友 发 出 紧 急 呼 叫 ：“ 快 ，有 人 溺 水

了！”几乎同时，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海中，向

那名少年游去。

在李高龙的协助下，溺水者被稳定住，其

他队员合力使用牵引绳和救生圈将少年安全

拉回岸边。整个过程非常迅速，这与李高龙

娴熟的游泳技巧有着很大关系。“我之前是海

军士兵，在部队时练就了好水性，来救援队后

也没有放松训练。”李高龙说

在大海中救人，是时间与生命赛跑的过

程，能提前一分一秒就会让被救助者少一点

危险。退役军人是救援队的理想人选。“退

役军人纪律性强、身体素质好，能在高压环

境下保持冷静，快速做出正确判断，各方面

素 质 能 力 与 海 上 救 援 工 作 的 要 求 高 度 吻

合。”付铁峰说。

团结协力挽救生命

“除了基础的训练外，我们还让队员们在

使用救援工具时相互配合，把人与摩托艇、救

生衣、救生圈、救援绳等设备的作用充分结合

起来，发挥出 1＋1＞2 的力量。”付铁峰告诉

记者，比如，他们会让队员分别扮演溺水者、

救援人员和辅助人员，当发现有人溺水时，救

援人员就一手拿着救生圈，腰间系着救援绳

赶往事故地点，一只手把溺水者身体托起，再

把救生圈给他套牢，最后再由辅助人员使用

救援绳将两人拉回岸边。

6月 10日 18时 40分，石梅湾的海面上再

次响起急促的警报。一名成年男子被突如其

来的离岸流拖向更远的海中。救援队的队员

们，尽管刚刚经历了一场救援，却毫无懈怠立

刻再次投入战斗。

李高龙等 3 名队员快速接近男子，此时

男子已经体力透支。情况万分危急，队员们

迅速给男子套上救生圈，在岸上的队员于顺

和付铁峰奋力向岸边拖拽。离岸流巨大吸力

使得他们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往往刚刚前

进几步又被无情的海浪拽回。“当时情况十分

危险，暗流湍急，溺水者失去意识，我们也出

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当时大家心里都没

底。”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队员陈立仍心有余

悸。为了缓解队友们的不安，队员陈立大声

呼喊，指挥他们将各自的安全绳和救生圈扣

在一起，依靠大家的力量和救生圈的浮力一

起对抗离岸流。

此时，在岸边负责观察情况的队员陈裔

彬发现施救出现了困难，他立刻协调摩托艇

前往支援，为救援行动带来了转机。队员们

合力将男子转移到艇上，经过一番紧张的救

援，男子终于被成功救到了岸边。

付立峰介绍，仅在端午节当天，石梅湾海

岸就出现了 5 次游客溺水险情，但都被应急

救援队及时发现，并迅速应对。

打造专业化救援团队

每一次救援的成功，都离不开日复一日的

苦练。“队伍人员少、任务重，要把训练计划融

入日常的工作中。”付铁峰介绍，队伍每天的日

常工作从早上10点持续到晚上8点，覆盖游客

高峰时段，工作重点包括海边执勤与执行救援

任务，以及自我训练，涵盖体能与技能两方面，

如跑步、游泳、摩托艇与冲锋舟驾驶等。

此外，付铁峰还会根据每个人的背景和

特长，为他们量身定制培训计划，最大限度地

发挥每个人的潜力，提高整个团队的救援效

率，为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今年 2月，我来参加救援队的面试考核

时，队长就说我的速度快，体力、水性等综合素

质比较强，对海况也有敏锐的判断，所以队里

准备把我往第一时间下海救援的‘冲锋手’方向

培养。”李高龙告诉记者。自此以后，李高龙每

天在完成基础的训练后，都会加练负重游泳、潜

水、使用充气腰带等技能，不断打磨自己。

而另一位队员陈立作为退役的消防救援

人员，凭借其丰富的救援经验，被培养成为队

伍的“观察手”。“我的职责是在岸上观察救援

局势，根据情况参与救援指挥，”陈立说，“我

在消防队伍积累的经验让我能够快速评估现

场情况。”

“如今，我们正致力于将队伍打造得更加

专业化。全部队员都会逐步考取游泳救生员

证、摩托艇驾驶证等专业证书，并寻求与专业

救援公司、专业救援团队合作，甚至参与区域

以外的救援活动。”付铁峰详细向记者介绍，他

们也正在采购无人机、沙滩车、潜水设备等救

援工具，减少救援队员的压力和危险，让救援

工作变得容易，从而提升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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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万宁石梅湾海岸，活跃着一支应急救援队，今年以来成功救起 13名溺水者

与时间赛跑挽救生命

本报记者 赵昂

8 月 23 日，在位于北京市的人大附中亦

庄新城学校中学部的操场上，11 岁的严弘

森、14 岁的赵一豪和 17 岁的张世杰相遇了，

他们都是火箭制作的爱好者。

绿色的草坪上，少年们放飞着自己制作

的水火箭。在操场旁边，一位 92岁的老人边

观看发射边举着手机拍摄，这位老人是庄逢

辰，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火箭发动机和工程

热物理专家。全国有 239万名网友观看了这

次水火箭表演赛的直播。短视频正在助力网

友亲近科学和体验科学，仅从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5 月，有超过 77.3 亿人次在抖音平台

上为自然科学内容点赞。

打破交流的壁垒

在表演赛的圆桌论坛上，庄逢辰分享了

1960 年时，他作为哈工大教师去苏联进修的

情况，当时他是锅炉制造专业的教师，次年 4
月他得知苏联发射了载人飞船，转而去研究

火箭发送机。他在抖音平台上开设的《火箭

发动机研发与教学生涯回忆》课程视频，累计

观看量达 82.9万次。

短视频正在打破科学家与社会大众之间

的“壁垒”。以中国科学院院士、火山地质与

第四纪地质学家刘嘉麒为例，83 岁的他还是

备受网友好评的科普创作者，抖音号“刘嘉麒

院士讲地质”拥有 198.8 万粉丝，被网友称为

“火山爷爷”。而他自己则习惯性地称网友们

为“孩子们”，像邻家老爷爷那样亲切。

短视频平台也成为科学爱好者们交流的

平台之一，严弘森与赵一豪就是这样相识

的。两年前，严弘森因“绍兴小学生在家自学

造火箭”登上热搜，其父亲通过短视频平台记

录了他自学火箭的过程，吸引了不少专家和

航天工作者的关注。一名备注名叫“发动机”

的网友，多次帮严弘森解决发动机燃料问题，

指导他的火箭更新换代。而这位“发动机”网

友，就是比严弘森大 3岁的赵一豪。

“当时看到了视频，不想看他踩坑，这些

坑我都踩过，就希望通过分享，帮他避免一些

问题。”赵一豪表示，在自制火箭的路上，他也

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张世杰是他最好的网友

之一，两人已经线上交流两年多了。在这次

水火箭的表演赛上，两个人终于在线下见了

面。

科学实验更加直观可见

2023 年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总

决赛，怀化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拿下了模型水

火箭助推航天器项目的三等奖，并获评优秀

团队，参赛队员是 4 名就读于专科的女生。

怀化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航模社社长成思衡表

示，通过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教程，她们一点

一点摸索做出了水火箭。

这支航模队成立于去年 3 月，成员大部

分是小学数学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且

之前没有航模制造的相关基础，因为她们的

指导老师在大学时曾飞过航模，受老师影响，

几个女孩子萌生了成立航模队的想法。

通过短视频平台，她们不仅能搜索到相

关信息，还能够与航模圈的老师和网友交

流，大家一点一点接力攻克难题。“如果碰到

一个难题，我去问指导老师，马上得到答案

的话，我可能过几天就会忘记。但如果一步

步找资料，研究攻破它，那我就能记很久。”

成思衡说。

在浙江省安吉县一所小学当科学老师的

王印，其发布的水火箭短视频在网上得到了

200 多万次的点赞，很多老师和家长跟着他

的短视频学习。过去很多科学实验在教学过

程中，是依照图文形式呈现的，短视频能够让

科学实验的操作步骤更加直观可见。这些视

频也成为很多教师的“云课件”，在课堂上反

复播放。一些乡村学校的教师，还可以就地

取材复刻和升级实验，在王印教程的基础上，

有的老师就研发出更简易版本的水火箭，形

成云端上的科普接力。

打造梦想的“第二课堂”

赛博朋克机械风的玩具，有可以发射小

火箭的爬行机器人、7 秒内完成自动变形的

“变形金刚”、能陆空协同的六爪履带式“蜘

蛛”……这是来自湖南长沙的一位名叫姚聪

的父亲，给孩子打造的“科幻世界”，他的抖音

号叫“造梦小懿”，小懿是他的孩子。

2015 年姚聪一家回到长沙，这里靠近妻

子的家乡株洲，这让他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孩

子，几乎成了一名全职“奶爸”。最初，父子俩

是幼儿园玩具店的大客户，后来，姚聪就带着

小懿研究一些几乎不太花钱的手工，将所需

的材料替换成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矿泉水瓶、

塑料薄膜、碎木片、铁丝、钉子等。

虽然用料比较粗糙，但父子俩完成的手

工成品依旧令人惊艳：两节电池和一组磁铁

看似随意地拼接在一起，竟然成为可以发射

击打目标的磁力炮；两小块木板和几根缠绕

着细铁丝的钉子组合后，通上电会闪烁着美

丽的电火花……

2022 年 5 月，姚聪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

第一条视频。次月，第一条“爆款”视频诞生

了，没有花哨的拍摄和剪辑，只是随手分享了

小懿用机械臂抓取矿泉水瓶的画面，就吸引

了上百万网友的围观。

在短视频平台上，类似这样的趣味实验

视频正在吸引着网友，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庞

大的创作群与受众群，这使得他们的互动成

为实质上的科学“第二课堂”，亦是提升青少

年科学研究兴趣的助推器。

短视频科普创作者、北京化工大学特聘

教授戴伟发现，短视频正在拓宽孩子们的知

识面，前不久，他给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上化学

课，发现孩子们已经会提问氧化剂氧化性的

相关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专业。

来自云端的科普接力来自云端的科普接力

民 声民 声G

开学后，防暑降温不可少开学后，防暑降温不可少
肖哲

近期，全国多地教育部门因高温天气宣布延迟开

学。以四川省自贡市为例，8 月 28 日该市教体局发出通

知，全市中小学（含中职学校）幼儿园 2024年秋季学期开

学时间延迟一周，9月 7日学生报到，9月 9日开课。通知

发布的当天，该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多

个市辖区白天最高气温将升至 40摄氏度以上。

国家气候中心于 9月 4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夏

季全国平均气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这就意

味着，即便 9 月到来，很多地方也并非凉爽，学生中暑的

消息不时出现，正因如此，秋季开学以后，校园内的防暑

降温工作依然很有必要。

中暑虽然与个人自身能力存在着一定关联，但如果处

于高温、湿热、通风差的特定环境下，任何年龄的群体都有

可能中暑，包括少年儿童。所以，万万不可有“小孩子怎么

样都不怕热”或者“学生热一些也是吃苦”的误区。更何

况，在实际生活中，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有的孩子对中暑

先兆不了解，对身体不适选择“硬扛”，有的孩子则对防暑

方式不了解，燥热后大量喝冷水冰水，用冷水澡降温，反而

造成了身体体温调节机制失衡。这就需要学校和老师及

时宣讲防暑知识，了解学生动态，保障合理饮食。

对于学校而言，除了在高温天气减少和避免安排学

生室外活动之外，也要采取措施做好降温工作。关于中

小学该不该装空调，最近正在成为讨论热点。虽然有关

部门并未对学校配置空调有强制统一规定，但这并不是

有相应条件的学校拒绝安装空调的理由。诚然，各地气

候条件不同、发展水平不一，但考虑到一些地方高温天气

频现，空调在社会上也已经日益普及，价格更趋合理，在

具有经济条件且确有所需的前提下，学生和家长对于安

装和使用空调的合理化建议也应当得到重视。

阅 读 提 示
为完善石梅湾海域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今年 3月石梅湾应急救援队成立了。6个月的

时间里，救援队员在这片海域内，成功挽救了 13人。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
校，“珠峰雪鹰”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在操场
上训练（9月3日摄）。

在珠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市，有一群
逐梦的藏族女孩，她们用脚下的足球，书
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珠峰雪鹰”
女子足球队成立于2023年，由一群平均年
龄只有 17岁的藏族女学生组成。进校前
没有足球运动基础，缺少训练时间，缺乏
专业装备……但这些藏族女孩们始终没
有放弃，用行动表达对足球的热爱，球队
也在各类校园足球比赛中崭露头角。

如今，球队的发展得到了学校和社会
的支持，为她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平台。
球队教练王剑平是一名上海援藏教师，他
感慨道：“很多孩子因球结缘，一个足球，
一群伙伴，编织了她们的足球梦想。这些
孩子年龄虽小，但她们能吃苦、肯付出。
烈日下，她们就像坚强的格桑花般绽放。”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珠峰脚下的足球梦

磨刀门水道主桥完成重要节点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李宁娜）9月 1日，由中国铁建

大桥局承建的深江铁路 11标项目施工进度条再刷新，项目关

键性工程跨磨刀门水道主桥主墩下横梁浇筑完成，标志着主

桥正式进入中、上塔柱爬升施工阶段。

据悉，深江铁路起自深圳西丽站，正线全长 116 公里，跨

越珠江口，串联深圳、东莞、广州、中山和江门等大湾区 5座中

心城市，是全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

也是珠三角地区主要跨江城际通道。

继深圳、中山迈入一小时生活圈后，深江铁路建成后，深

圳与江门可实现 1 小时内通达。为珠江两岸优势互补、长短

互补提供了基础条件，深圳与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可实现半小

时高铁互联互通，密植了湾区交通，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半

小时生活圈、经济圈，为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

局，辐射带动粤东粤西与珠三角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开学“环保第一课”别开生面
本报讯（记者赵昂）“把这些特别占地的建筑垃圾、装修

垃圾变成再生材料，让它们以另外一种样子回归咱们的美丽

家园，有 95%的建筑垃圾可以进入这样的循环。”9 月 5 日，在

北京建工怀柔大屯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来自北京市怀

柔区第六小学的学生们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上了别开生面

的开学“环保第一课”。

为了给孩子们带来更加丰富的互动体验，现场还为孩子

们准备了“变废为宝”创意实践环节。孩子们自己动手，用再

生骨料等材料搭建“再生花园”，用大自然中的植物拓染环保

袋。据悉，北京建工怀柔大屯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于

2018年投产运营，是怀柔区首个建筑垃圾综合处置项目。目

前，北京建工资源公司已经累计处置怀柔区内建筑垃圾近

1000万吨，资源化率达 95%以上。并且，该项目作为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置科普宣传基地，已接待北京市各区中小学生、属地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参观 30余场。

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镇宁堡乡东栅子村，来自外
地的游客正在选购商品。近年来，镇宁堡乡明确服务京津冀
的定位，通过“农业+文旅+研学”的模式，将 19公里国道、20
多公里乡道沿线村庄的民宿、绿色农业、农场乐园、研学旅行
等资源串联起来，打造文化旅游新名片。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服务京津冀 打造文旅新名片

重庆彭水“爱心妈妈”暖童心
本报讯“姐姐，我在厂里上班很顺利，别担心……”前不

久，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周家寨村的姐弟俩给杜林荣

发消息，告诉最近的情况。杜林荣今年 35岁，周家寨村党支部

副书记，她并不是他们的亲姐姐，而是结对关爱“爱心妈妈”。

2016年，两姐弟分别才 10岁、7岁，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

离家出走没有音讯，姐弟俩与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他们被

纳入困境儿童中的“事实无人抚养”类别管理，杜林荣被确定

为“爱心妈妈”。

目前，彭水像杜林荣这样的“爱心妈妈”有 300余人，主要

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困难儿童。近年来，彭水积极

构筑、完善、创新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关爱服务儿童活

动。县妇联积极组织发动，广泛招募全县机关干部、党员干

部，动员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最美家庭成员、巾帼志愿

者、女企业家等，协助监护人对特殊困难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开展补充性关爱志愿服务。 （廖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