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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昆仑山，浩瀚柴达木。临近五

月，国道 109 青藏公路进入车流高峰

期，18名生态管护员也将步入一年里最

忙碌的时候。

在国道 109 沿线，总能看见生态管

护员身穿橙色工作服，手持捡拾工具和

垃圾袋行走在公路两旁，他们走走停

停，将散落的垃圾一一捡拾起来。

近年来，郭勒木德镇紧盯辖区 109
线等国省道沿线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落

实属地监管责任，创新治理模式，采取

集中清理与规范疏导相结合的方式，以

治脏、治乱、治差、治破为重点，认真做

好 109 沿线西大滩驿站旅游景区附近、

纳赤台、西大滩、南山口检查站等人员

和车辆较为密集区域的垃圾治理工作，

确保国道沿线区域整洁有序。为了保

持青藏公路的整洁，助力全市生态文明

建设，市财政每年下达专项资金用于国

道 109 沿线环境综合治理，郭勒木德镇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

进行青藏公路两侧的卫生保洁。

从市区往南 3 公里处一直到昆仑

山口沿线，每天早晨 7 点左右，环卫工

人乘车从市区出发，在国道 109 沿线，

只要看到垃圾就停下来进行捡拾。等

到垃圾袋子满了，他们就打好包等待车

辆统一清运。

“我们的工作很简单，也很枯燥，就

是每天在这条线上不停地上下车捡垃

圾。哪里有垃圾就停到哪里，只要看到

垃圾就必须清理干净。捡拾垃圾的过

程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责任

心。”109国道环境卫生整治小组组长王

兴香已经在这条线上干了 8 年多，有非

常丰富的工作经验，日常除了带领大家

快速捡拾垃圾外，还时刻关注国道沿线

停车区的动态，哪里有车辆休整，哪里

就是第二天重点捡拾区域。沿线垃圾

当天必须清理装袋，不会搁置到第二

天。

临近五月，南山口检查站接受检查

的车辆越来越多，如遇到堵车就要耽误

一个多小时。近 200 公里的路程，生态

管护员边走边捡，走到昆仑山口已是过

了中午饭点。“我们吃饭没有固定的时

间，走到哪里就停到哪里，中午饭大家

吃得很简单，因为沿途没有地方热饭，

沿途风沙较大，吃饭必须要快，一路上

不敢耽搁，就怕回去途中垃圾太多，加

上堵车，回到家就到晚上七八点了。”一

路上，记者跟随环卫小队边走边聊。

在海拔 4000 多米的地方工作，对

大家来说是体力和责任心的双重考

验。王兴香和队员们虽然大多是土生

土长的高原人，但碰到工作强度大的日

子，大家仍然会出现缺氧、乏力等高原

反应。“年轻人很少能干得了这个工

作！”王兴香说，如果没有一份责任心，

真的很难坚持。

这支生态管护队年龄最小的 38
岁、最大的 55 岁。一路上，他们不停弯

腰捡拾，无论炎炎烈日，还是风雪雨霜，

默默坚守是他们最生动的注脚。每天

返回途中，看到沿线很干净，大家心里

十分欣慰。

每天在捡拾之余，如遇到沿途停车

休息的司机，生态管护员会主动和他们

沟通，给他们发放垃圾袋，并积极引导

司机不要随手丢垃圾，可以将垃圾装袋

放在路边，等清理车辆经过时收集。“我

们一边捡垃圾，一边向加油站及沿途商

户做宣传，让他们做好垃圾收集工作，

沿途只要看到垃圾包，我们就会快速捡

拾，这样能节省时间和人力，目前看来

整体效果不错。”王兴香说。

109 国道车流量大，沿线的企业商

户每天有大量垃圾需要清运，2 名生态

管护员长期在纳赤台环卫工人工作站

和南山口垃圾压缩站，负责企业商户

的垃圾清运工作。在纳赤台附近，记

者碰到了 53 岁的冯芳，她手持垃圾钳，

背着垃圾袋，正在公路旁捡垃圾，胸前

口袋里的手机播放着电子书，不远处

停着她的三轮电动车。“每天早上 7 点

一过，沿途商户企业就会运垃圾过来，

我的工作是在垃圾站分拣和压缩垃

圾，等全部分拣压缩完，就到我负责的

区域内捡垃圾。”

记者随冯芳来到垃圾站。“镇政府

给我安排了宿舍、厨房，还有冰箱等生活

用具。刚开始也有些害怕，我就养了条

狗，这里每天都是我一个人，陪伴我的只

有这条狗，一个人捡垃圾很无聊，我就听

听手机上的电子书。”冯芳告诉记者，随

着沿途车流量越来越大，垃圾也逐渐增

多，每天早上忙完垃圾站的工作，就赶紧

到公路沿线捡拾垃圾，一出去就是大半

天，吃完午饭就又出去。忙碌的工作让

冯芳觉得每天时间过得很快，她在纳赤

台环卫工人工作站一待就是三年。

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雪，生

态管护员们一直坚守在青藏公路沿

线。抬起头，是蜿蜒的国道 109 线；低

下头，是手中的工作和心中的责任。18
名生态管护员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

上，他们用脚步丈量青藏公路，写就不

平凡的故事，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忠诚守护者。

青藏公路上的最美生态守护者

本报讯（记者 谭丽 通讯员 刘怡

辰）近日，由温州医科大学第四届研究

生支教团牵头策划的“闲置抱抱市集”

环保实践活动在站前路小学火热开展。

活动现场设置了“闲置交换区”

“知识充电站”“能量枢纽站”“成果展示

台”四大主题区域。在这里，孩子们可

以交换闲置物品、参与知识互动、体验

“变废为宝”，并将参与活动积累的“绿

色能量值”用于校园树苗种植与养护。

温州医科大学研支团尝试构建

“认知—实践—激励”全链条科普模

式，即前期通过环保课堂预热，现场以

游戏化机制驱动参与，后续通过植物

养护延续教育成效。活动累计促成闲

置物品交换约 300 件，回收再利用率达

95%。这场融合公益实践与生态教育

的创新活动，不仅让“世界地球日”主

题深入童心，更通过可触摸、可参与的

鲜活形式，在孩子心中播撒下绿色发

展的种子。

据悉，温州医科大学于 2020 年成

功获批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

第 23 届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实施新增单

位，学校项目办与共青团格尔木市委、

格尔木市站前路小学签订意向协议书，

四年来已累计派遣 16名（含 4名在读研

究生）志愿者前往服务，利用自身优势

资源在服务地建立“山海协作”青春帮

共体，坚持扶智与扶医并重，探索“教

育+医疗”的结对帮扶模式，在投身基

础教育、丰富第二课堂、助力民族融合

等方面成果丰硕，打造了“春芽医语”健

康课堂、“纸飞机”书信陪伴、“许愿池·

微心愿”梦想助力等特色活动，形成了

具有鲜明温医大特色的支教品牌。

“闲置抱抱市集”让校园生活更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