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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标
□本期执行：融媒体记者 张君琳

今年是中国首次南极考察40周年和首
次北极科考 25 周年。非常荣幸受母校晋江
南侨中学的邀请，与准备冲刺中考的学弟
学妹们分享探索地球南北极的经历。

1995 年 11 月 20 日至 1996 年 4 月 1 日，
我参加了中国第 12 次南极科学考察，历时
96 天。临行前，每个队员都要签署“生死
状”，还要家属签字同意。去往南极的征
途，第一关也是最危险的，是穿越“咆哮西
风带”，海上风力常达 11 级以上，我们乘坐
的“雪龙号”破冰船，剧烈摇晃，左右前后
摆动幅度达到 30 度以上，20 多米高的巨浪
一度淹没了７层楼高的驾驶台，不时听到
厨房里锅碗瓢盆翻滚碰撞的声音。当时我
正躺在床上，一会儿被翻到左边，一会儿又
被甩到右边。西风咆哮了七天七夜，也把我
晃得头昏脑涨的，只觉得把肚里东西吐出
来才能舒服点。头三天一粒米也没进，后来
一看见食物就想吐，一点食欲也没有。不过
一到科考现场执行任务，就把晕船给忘了。
我的科考工作是海洋同位素化学研究，需

要在每个纬度采集水样进行记录，风浪再
大都不能落下一个纬度的采集工作。经过
磨炼，我慢慢克服身体的不良反应，终于度
过西风带，到达中国南极长城站。一踏上南
极洲，见了极地精灵——企鹅，与它们亲密
接触，突然觉得一路的艰辛都是值得的。在
南极科考工作中，我一共写了 100 多篇科
考工作日记。结束南极科考工作返回后，我
的体重下降了十几斤，但大家却说我精神
多了。

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历时72天。这
次科考也是中国极地考察的一个新突破，
首次实现从南极到北极的跨越。我十分荣
幸参加了此次科考，对我来说也是另一次
记忆犹新的考验。当我们处于北极中心时，
太阳凌晨一两点就出来，晚上 11 点多才落
去，再加上每隔1小时船会停下来开始采样
工作，“夜”不成寐，第一次不知道何时白天
何时夜晚。

两次极地科考经历，身体经受了不同
的反应考验，尤其是咆哮西风带和极昼北

冰洋，体验到大自然的奇妙，感受到南北极
的威力。人类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地球
村才能安定。当然，南北极考察的战友情久
而弥坚。行船时，犹如一叶孤舟在茫茫大海
中漂浮着，随时都可能被大海吞噬，此时只
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战胜一切惊涛骇浪，
达到登上南北极的目标。

如今我退休了，登上南北极的经历也
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我国的极地事
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一代代极地工作者
勇斗极寒、坚忍不拔、拼搏奉献、严谨求实、
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南北极考察中，我始终不忘自己是
一名晋江南侨的学子。我的中学时光都是
在晋江南侨中学度过的。在这里，我遇到了
许多良师益友，特别是地理老师的启蒙，在
浩渺的极地冰原和可爱的极地圣灵的触动
下，让我种下了探索极地的梦。1974 年，我
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当时家里经济条件
不好，临上大学前，时任校长吴金镇给了我
20元作为路费，让我感动并铭记一生，永远

做一位“南侨人”。
极地科考是对海洋的研究，我的母校

位于滨海乡村、将军故里，是距离海边最近
的省一级达标中学，我的一生都与海有关，
我将把一枚“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纪念奖章”
赠予母校，这是我的荣誉，也是属于学校的
荣光，希望极地精神在校园里扎根，希望通
过我的经历，将极地精神传递给校园的莘
莘学子，在冲刺中考的前一刻为大家加油
鼓劲，激励大家奋勇前进，也期待这样的分
享能激发大家对极地的向往，种下探索极
地的种子。祝愿所有学子都能在未来的每
一次人生重要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一生南侨缘 传承极地情

施纯坦，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1974年从晋江南侨中
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95年
参加中国第12次南极科学考察，1999
年参加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是最早
探索地球南北极的泉州籍科学家之一。

本报讯 （通讯员吴圣超 黄如莹 刘
伯怡 融媒体记者谢伟端 郑鸿隆 文/图）
茶韵飘香迎贵客，世遗古邑聚群贤。为贯
彻落实“三茶”统筹理念，进一步宣传推介
安溪茶文化，助推安溪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5月 17日—23日，安溪举办“山乡巨
变·茶都有福”首届全国文化名家安溪茶
会暨安溪铁观音茶文化周活动，全国文化
名家齐聚茶乡，感受安溪山乡巨变，畅谈
茶业发展未来。

本次文化周活动由中国作协《小说选
刊》杂志社、泉州市文联、安溪县委县政府
联合主办。

5月19日，“山乡巨变·茶都有福”首届
全国文化名家安溪茶会暨安溪铁观音茶文

化周启动仪式在安溪铁观音集团举行。现
场还举行《小说选刊》安溪创作基地授牌、
铁观音主题歌曲《人生这杯茶》MV首发、
全国文化名家安溪茶会等活动。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和灵魂，城市是文
化的凝结和沉淀。安溪县长刘永强表示，
当前，安溪正朝着“全面建设具有茶乡特
色的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奋勇前进，高
度重视文化的滋养和品牌的培树。“我们
着力打造‘一城三香’城市品牌，推动‘茶
香、书香、心香’三香交融，希望各位文艺
家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安溪、支持安溪，
用生花妙笔记录安溪深沉厚重的历史人
文、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效、雅俗共赏的千
年茶韵，为安溪高质量发展鼓劲加油、增

光添彩。”
泉州市文联主席夏丽清表示，希望通

过此次茶文化周架设一座茶与文化深度
交流的桥梁，推动茶文化的传播，让更多
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期盼文化
名家朋友能多到泉州采风交流、观光指
导，多用手中的生花妙笔描绘古城泉州的
独特风姿，让泉州文化能够焕发出更加璀
璨的光芒。

“安溪是一片神奇的热土，我们来到
安溪，真正感受到冈陵绵延、溪水安流、
茶香郁馥的南国之美，也亲眼见证了安
溪县域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足与
幸福，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文学事业的兴
旺发展。”《小说选刊》主编徐坤表示，期

盼参与此次盛会的作家们创作出更多关
于安溪的优秀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将安
溪铁观音的“一茶三香”记录下来，将安
溪的铁观音文化传扬给全中国乃至全世
界的读者们。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邱华栋表示，《小说选刊》与安溪县合作
多年，在书写、宣传安溪地域文化方面出了
不少成果，在全国文学界、文化界产生了重
要而积极的影响。希望《小说选刊》和安溪
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也希望各位作家以文
学的方式将铁观音茶的文化发扬光大，不
断推出更有影响力的安溪故事和中国故
事，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中绽放出更
多的光彩。

闻茶香、品茶韵。活动期间，文化名家
们走进茶乡，赴云岭茶庄园体验采茶、制
茶、品茶，体验虎邱镇民间斗茶活动，参观
福建八马茶业有限公司、中国茶都茶叶交
易市场及茶文化博览馆……名家们通过品
茗、咏茶，将茶的韵味与文学的艺术融为一
体，亲身感受世遗古邑的别样烟火和独特
魅力。

据悉，此次安溪铁观音茶文化周还举
行了中国·安溪摄影群英会暨“世遗古邑
茶韵安溪”第二届国际摄影大赛颁奖典礼
暨获奖作品展、“好听的茶”长篇小说《故
香》诵读会——“悦读清溪·三香满城”阅读
节等活动。

（相关报道见十八、十九版）

文化名家聚茶乡 生花妙笔绘“三香”
安溪举办“山乡巨变·茶都有福”首届全国文化名家安溪茶会暨安溪铁观音茶文化周活动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文化名家们闻茶香文化名家们闻茶香、、品茶韵品茶韵、、观茶舞观茶舞。。

文化周启动仪式文化周启动仪式

18—19版 茶道/当茶韵遇到文学 21版 番客楼里的侨心/福林春晖楼 23版 养生/夏季科学减脂 24版 食疗/夏食药膳重在健脾养胃

20版 刺桐文脉·最闽南/
祈风祭海 闽南人向海

图强的文化传承

22版 温陵志/
洛阳桥畔的“名谏清卿”

刘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