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栩栩如生的雕塑、斗彩呈艳

的瓷器、工艺精湛的铜器……在

河北博物院展厅，志愿讲解员徐

晓鸣正在为观众讲述一件件文

物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

现年 56岁的徐晓鸣在一家
企业负责市场运营工作，经常到

全国各地出差。作为一名资深的

“博物馆迷”，每抵达一个新的城

市，他都会利用闲暇时间参观当

地的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引导

下，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久而久之，徐晓鸣逐渐萌生了亲

自投身讲解工作的想法。

2017年，徐晓鸣看到河北博
物院招募志愿者的通知后，就毫

不犹豫地报了名。后来他意识

到，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并非易

事。“博物馆对志愿讲解员的要

求很高，从简历投递、培训考核

到正式上岗，时间长达半年，整

个流程非常完善。”徐晓鸣说。

在河北博物院，和徐晓鸣一

样经过层层选拔的志愿讲解员，

总数已超百人。他们来自各行各

业，出于对文博事业的共同热爱

汇聚于此，努力搭建起公众与历

史文化之间的桥梁。

2014年，河北博物院成立志
愿者团队，首批志愿讲解员于

“5·18国际博物馆日”正式上岗，
刘靖是其中一员。11年来，刘靖
见证了博物馆在展览策办、社会

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断提

升，而他对讲解工作的初心与匠

心始终不变。

刘靖认为，熟练背诵讲解词

仅是最基础的任务，真正胜任这

一工作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平

时我会研读大量文献资料，深化

对展览主题的理解，只有这样才

能解答观众的疑问，满足观众的

多元化需求。”他说，“我给你一

杯水，我必须有一桶水，这是我

对自己的要求。”

在采访中，刘靖坦言自己也

曾面临一些问询：做志愿讲解员

既辛苦又不赚钱，到底图什么？

在他看来，来自观众的肯定是志

愿讲解员幸福感的重要源泉。他

回忆起自己在坐地铁时被观众

认出来的场景：“当观众准确说

出我的服务时间并期待与我在

博物馆再次相遇时，我感到自己

所做的事情是值得的。”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志

愿讲解员是否会为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所取代？这是刘靖经常

遇到的另一个问题。他表示，尽

管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但“人与

人之间真实的情感交流很难通

过智能讲解服务得以实现”，从

这个角度看，人工讲解依然非

常重要。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

升温，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到志

愿讲解员的重要作用，对志愿讲

解员的需求也不断增长，“85后”
志愿讲解员张若兰对此感受颇

深。“每次讲解结束后，观众掌声

中传递出的尊重和理解都让我

感动。”她说。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服

务公众的同时，张若兰也收获了

宝贵的自我成长。去年，她代表

河北博物院参加首届“博协杯”

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荣获志愿

组二等奖。“以前我一上台就会

紧张到说不出话，但志愿讲解工

作帮我克服了心理障碍。能在这

样的比赛中获奖，对我来说是巨

大的突破。”张若兰表示。

如今，张若兰的经历正在激

发更多人对文博事业的热情。在

张若兰的影响下，她 8岁的女儿
也对讲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

外，她经常同河北博物院其他志

愿讲解员一道，深入基层开展宣

讲活动，以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

馆，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朱

金龙介绍，自成立以来，河北博物

院志愿者团队累计服务 9万余小
时，服务观众 141万余人次，为讲
好文物故事、提升公众文化素养

贡献了重要力量。下一步，河北博

物院将继续加强志愿者团队建

设，结合实际开展特色服务，并通

过外语讲解向世界传递中国博物

馆的声音。 渊据新华社冤

博物馆志愿讲解员院以公益之心袁筑文化之桥

15
圆园25援5.20 星期二 责编院高文兴 美编院王坚

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甘肃省民勤县涌入一群

年轻人遥
民勤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尧

石羊河流域下游袁东西北三面被
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

围袁是全国荒漠化尧沙化最严重
的县区之一遥

长期以来袁 民勤人在长达
408公里的风沙线上种树压沙袁
建成 300 多公里的防护林带 遥
2014年至 2019年袁 该县荒漠化
面 积 占 比 从 90.34% 下 降 到
88.18%遥

如今袁一句野欢迎到民勤种
树冶袁 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
者袁让民勤被更多人看见遥

种树

早春，微风，气温回升，土壤

解冻，草木已过休眠期，正是种

树的好时节。

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东

南方向的腾格里沙漠边缘，记者

看到打坑车在沙地里走走停停，

留下整齐的圆坑。志愿者们跟着

打坑车上前补挖，一个个长 4
米、宽 2米的方格逐渐成型。

一个方格，就是一棵成年梭

梭能固沙的大致范围。40厘米左
右深的种植坑挖好后，梭梭、花

棒、柠条等抗风沙的苗木被栽

下，紧贴坑壁以防倒伏，接着是

浇水、回填、压土……一天下来，

又有 100 余亩沙地里“长”出了
树苗，超过 10个标准足球场的
面积。

这是 600 多名志愿者一天
的共同成果。他们来自全国各

地，不少是 90后、00 后，有的已
不是第一次来。

一群年轻人，为何扎进沙漠

种树？

2024 年春天播出的一档综
艺节目让民勤脆弱的生态环境

和艰苦的治沙工作受到更多关

注，陆续有人自发前来。同年 11
月，一名甘肃小伙喊出“欢迎到

民勤种树”。视频在社交媒体上

热传，网友纷纷留言响应。

“我们不是来追星的，这里

没有星，我们是来做事的。”来自

苏州的白春瑶说，去年第一次来

民勤，确实是受偶像影响，但自

从踏上这片土地，看到风沙里的

梭梭，她想的只是怎么把种树这

件事做成。

今年再次来到这里，白春瑶

成了小组长，负责为几十人分

工、讲解要点。种树期间，志愿者

们有的住在夜间气温零下的帐

篷、板房里，有的每天乘车从 40
公里外的县城赶到沙漠，再扛着

铁锹步行半小时前往种植区，在

日晒下挖坑、插苗、浇水。

“大家都很认真地在做这件

事。”许多细节让白春瑶觉得“这

事儿能成”：“比如种树的顺序，

去年是由近到远种，我当时就觉

得，往远处走的时候，很容易踩

到已经种好的树，没想到今年真

的改了。”

治沙

60厘米左右的梭梭树苗，成

年后能长到 3米以上，根系深入
地下，牢牢锁住沙土。

民勤位于腾格里和巴丹吉

林两大沙漠的夹缝之中，处于国

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的“北方

防沙带”，是全国荒漠化、沙化最

严重的县区之一，当地素有“十

地九沙，非灌不殖”之说。

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

在这次的“种树热”背后，民勤人

坚持种树压沙已有多年，石述

柱、范玲花等老一辈治沙人的故

事广为流传。

网络上民勤种树的视频下，

常有人留言问“怎么种，联系

谁”。回复中，“小仲哥”和“马哥”

被频繁提起。

“小仲哥”名叫仲麟，民勤县

西渠镇人，是一名 95后。和许多
民勤人一样，仲麟的童年记忆里

总有漫天黄沙以及忙着种树、制

作挡风墙的长辈，“印象最深的

一次，风沙过境，天都是黑的。”

大学时，仲麟尝试在老家种

下 500棵梭梭，但由于经验不足，
这批树最终成活的寥寥可数。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毕业

前夕，仲麟再次回到民勤，作为

志愿者参与春种。记录数据、反

复试验，仲麟逐渐摸索出一套有

效的种树方法———树苗种植深

度在 40厘米左右，顺风方向栽
植。这样种下的梭梭成活率能达

到 80%。
2023年，仲麟和十几名村民

在兴隆村种下了 300 亩公益林，
而后又将这里发展为仲麟生态

公益林基地。2024年，5000多名
志愿者在此参与种树。

在距兴隆村百余公里的四

方墩生态林基地，记者见到了有

相似经历的“马哥”马俊河。

80 后马俊河也是土生土长
的民勤人。2006年，在外工作的
马俊河听说民勤绿洲未来可能会

被两大沙漠侵吞，便回到家乡，发

起“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

2007年以来，马俊河组织志
愿者在民勤种树，开展生态治

理，让 8万亩沙地披上了绿装。
“以前种下的第一批梭梭已经有

5米高了。”
“绿洲内部道路沿线、村庄周

边的零星沙地治理，交给公益机

构和当地干部群众。”民勤县林草

局工作人员介绍，多方努力下，民

勤已经形成了重点工程和社会力

量结合的治沙格局，“青土湖、龙

王庙、西大河等重点风沙口治理

主要依托国家‘三北’工程。”

近年来，民勤“沙进人退”的

态势得到遏制，408 公里的风沙
线上建成了 300 多公里的防护
林带。干涸了 50多年的青土湖
也逐渐恢复水域面积，2024年达
到 27.65平方公里。

可持续

“多的时候，每天有七八百

人来到基地。”

截至今年 5月中旬，仲麟发
起的志愿种树活动已经有 2.7万
人参与。马俊河负责的四方墩生

态林基地也已接待 8000余人。
民勤如何接住这巨大的善意？

“至少要让大家吃上一口热

锅饭。”仲麟说，沙漠环境恶劣，

风沙说来就来，搭建基地是为了

能让志愿者就近吃饭，有休息的

地方。

名为“基地”，其实就是十几

间板房和几顶帐篷，承担着住

宿、接待、展览等功能。露天做

饭，用水要从村里拉来，3月 19
日通电前，用电依靠太阳能光伏

板。基地还委托了固定的车队，

负责每天接送志愿者往返于种

树点和县城之间。

“困难肯定是有，但基本都能

克服。”兴隆村村委会主任潘从文

是基地的“老熟人”，大家喜欢叫

他“潘叔”。潘叔几乎每天都会来

基地帮忙，“有啥干啥”，他的爱人

则专门负责给志愿者做饭。

“他们在尽力做到最好了。”

住在基地的志愿者发现，有工作

人员深夜悄悄给大家加炭火，

“12点来了一次，凌晨 3点来了
一次。”

基地之外，民勤县各部门和

爱心企业也在出力：设立服务驿

站，提供免费茶水，组织公益车

队免费接送。团县委还设计了专

门的证书，持有证书的志愿者在

武威市可享受景区优惠政策。

“一株梭梭从栽种到成熟要

3年，期间要浇水维护，树种得越
多，维护需求越高。”树种下后，

仲麟后续计划发起公益林维护

活动，巩固种树成果。

“农民通过其他途径增收，

才能少开荒、科学用水，从根本

上缓解人水矛盾。”马俊河想继

续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以产业稳

定助力生态治理。

3月种下的梭梭在 5月长出
了嫩芽。志愿者们在群里欣喜地

聊着沙漠里的每一点变化，把亲

身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又一

批“想做点事”的年轻人被吸引

而来。 渊据人民网冤

一群年轻人袁去民勤种树

志愿者在沙漠里植树添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