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2.31 星期二
主编：张国安 版式：陈晖 责校：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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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 晴天。气温-2～14℃，偏东风1到2级。 今晚到明天白天 晴天。气温-1～16℃，偏东风
转偏北风2到3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 多云到晴天。气温0～14℃，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

武汉
天气

全省
天气

今天白天 全省晴天。最高气温13～17℃，最低气温北部-4～0℃、南部0～3℃，偏东风1到2级。 今晚到明天白天 恩施地区多云到阴天，晚上局地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14～18℃，最低气温-2～4℃，偏东风转偏
北风2到3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 鄂西南和鄂西北南部有小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北部8～12℃，其他地区12～16℃，最低气温北部-2～2℃、南部2～6℃，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朝阳 邓伟
李婷 龚雪 许旷

探极八万里，纵横四大洋。今年是我国极地科
考40周年。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极地科考艰难跋涉四
十载，武汉大学是国内参与极地科学考察时间最早、
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

“传播了和平利用极地的中国主张，为我国极地
科学考察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2023年12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
队的师生代表回信时高度评价。

从珞珈山麓到极地冰穹，一代代武汉大学师生
在凛冽风雪之中，绘就了一幅幅挺进禁区的科学地
图，立起了一座座为国探极的精神灯塔。

“不在南极建成中国自己的考察站，我
绝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地平线尽头，冰山如巨龙蜿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2024年2月7日，中国南极秦岭站建成并正式

投入使用，这是我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五个科考站。
在新闻上看到这一幕，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

研究中心主任张小红教授眼眶泛红。
“每一位参加过极地科考的武大人，都有一种不

服输的劲头，一种建设极地科考强国、建设科技强国
的信念。”张小红话语铿锵。

采访中，参加过南北极科考的武大师生不约而
同地提及一场刻骨铭心的国际会议。

1983年9月，澳大利亚，第十二次《南极条约》
协商国会议举行。

我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会，却遭遇种种尴尬。
中国代表团的案头，只有几页会议流程介绍。

相比之下，美、英等国代表却被分发了厚厚的资料。
代表团成员不服气，找到大会秘书处询问，答复

很干脆：这些文件只发给协商国，不发给缔约国。
会议历时15天，每当触及核心议题，大会执行

主席便轻敲小木槌，冷峻地宣告：“要进行表决了，请
缔约国的代表先生们离开会场，到休息厅喝咖啡！”

原来，《南极条约》的组成有等级之分。
1959年，美、英、法等12个国家签署《南极条

约》，这12国和在南极建有考察站的国家称为“协商
国”，有表决权。而对南极感兴趣的国家申请加入
后，只能是缔约国或成员国，没有表决权。那时，中
国刚加入《南极条约》，身份还是缔约国。

难堪的场面、苦涩的咖啡，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
民族自尊心。

是啊！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
一个区域性会议上，却被视为“二等公民”。

“不在南极建成中国自己的考察站，我绝不来参
加这样的会议！”那一刻，屈辱与愤慨交织，中国代表
暗自发誓。

“我们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1984年11月
2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启航，重要任务是建
立中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武汉测绘学院（后并入
武汉大学）教师鄂栋臣，身兼考察编队党支部副书记
与测绘班班长，开启了探索极地的漫漫征程。

“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

1984年的秋天，江城武汉寒意渐浓。
45岁的鄂栋臣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火。不久前，

他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入选中
国首次南极科考编队。

“都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将一把骨头丢到南极。”
面对未知的行程，亲朋好友纷纷劝阻。

“我这把骨头，可没那么容易扔！”鄂栋臣生性豁
达，一笑置之。

“3个孩子还小，为什么要去冒险？”面对丈夫的
毅然决然，妻子王紫云无法理解却无可奈何。

临行前，家属要在科考队员的“生死状”上签字。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双手颤抖到握不住笔，王紫

云迟迟落不了笔。
此时，鄂栋臣决心已定。
回想自己的人生，生于普通农家，十岁时还是放

牛娃，父亲和祖母被侵华日军杀害。“如果没有共产
党，我没有机会读书，更不会成为大学教授。”

看看外面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
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百余座
夏季站。中国在南极建站，关乎国家荣誉和民族尊
严，等不起、慢不得！

“南极科考，测绘先行。就是死了，我也光荣！”
想到这里，鄂栋臣一把拿过笔来，稳稳写下自己的名
字，并在一旁的空白处留笔：“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
权负责。”

放牛娃回报祖国的机会来了！
1984年 12月 30日，一个注定载入历史的日

子，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登陆南极洲，鄂栋臣和队
员们欢呼雀跃——“南极，中国人来了！”

建立科考站，测绘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
“长城湾。”鄂栋臣上唇微抿、眉头聚拢，目光紧

盯测绘草图，在图上的无名海湾处写下这三个字。
“这是中国人在南极命名的第一个地名呀！”随

团记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第一”。
“我们测绘到哪里，地名命名到哪里，象征着我

国权益延伸到哪里。”在新年极光的笼罩下，鄂栋臣
测绘完成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他把极具中国特
色的名字赋予南极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
山、蛇山、八达岭……

踏冰雪、穿山脊，鄂栋臣带领组员们仅用半个月
就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

在测绘工作的保障下，1985年2月20日，大年
初一，队员们给祖国和人民送上一份新春大礼：中国
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

广袤的南极洲上，中国人扎下了根。
皑皑冰雪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鄂栋臣热泪盈眶。

“找不到冰穹A，我就不回了”

“不好！踏上冰裂隙。”说时迟那时快，个头一米
八的张胜凯一下扑倒在冰面，双手死死撑住。

“好在缝隙不大，我反应快。”生死瞬间，张胜凯
淡然带过。

2004年10月，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
上海出发。此次南极之行，13名队员组成内陆冰盖
队，目标是登顶冰穹A。

极点、冰点、磁极点和高点，是南极科考的必争
之点。前三个已被美国、前苏联和法国建站，仅剩高
点冰穹A。

20世纪90年代，我国首次在国际上提出冰穹
A科学考察计划。一连三次冲击，均以失败告终。

这是第四次冲击，来自武汉大学的张胜凯是13
人中唯一的测绘专业人员。作为队伍的“眼睛”，他
的任务包括负责全队的导航、测定最高点的精确位
置、测绘最高点的地形图等。

1200多公里，是中山站到冰穹A的距离。队员
们以10公里的时速艰难行进。

时值南极之夏，冰层融化，沿途上千条冰裂隙深
不可测，队员们迈出的每一步都生死攸关。

冰穹A地区每年仅半个月气温高于-50℃，一
旦错过，气温下降，航煤冻住、车辆“罢工”，登顶任务
无法完成。

喝的是雪化水，吃的是航空餐。宿营时，十余名
队员挤在约10平方米狭小的舱里，室温仅-10℃左
右。别说洗头洗澡，就连洗手都成了奢望。

经过28天的跋涉，目的地到了。

顶着寒风、背着沉重的探测仪，张胜凯在冰穹
A顶部区域70余平方公里日夜奋战，测绘精确的
地形图。

就在大家感觉胜利在望时，意想不到的事发
生了。机械师高原反应加重，有生命危险，随后被
接走。

这时，窗口期剩余的时间已不足。万一找不到
冰穹A，怎么办？不赶在窗口期返程，路上将更加艰
难，甚至有去无回。

“找不到冰穹A，我就不回了！”张胜凯暗暗发誓。
2005年1月18日3时16分，中国南极科考迎

来历史性时刻。张胜凯手中的GPS接收机显示出
最高点的位置：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
分11秒，高程4093米。

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上冰穹A，五星
红旗插上了南极的最高点。

“只要能为国争光，吃再多的苦都值了！”张胜凯
喜极而泣。

“和极地科考这项国家事业相比，个人
得失算得了什么”

若不是参加极地科考，26岁的褚馨德可能至今也
无法体会，个人命运与国家事业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2023年11月，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队乘船穿
越赤道，武汉大学博士一年级学生褚馨德是最年轻
的成员。

旅途漫长、通讯不畅，褚馨德时常担心学业跟不上。
无意间，在“雪龙号”的一面照片墙上，褚馨德看

到一张2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中那张熟悉的面孔，
正是他的博士生导师艾松涛。“艾老师意气风发，正
是和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

1996年，新生大会上，鄂栋臣教授作了一场极
地科考讲座，在大一新生艾松涛的心中种下了一颗
向往极地的种子。读研究生时，他主动加入鄂栋臣
的团队，锚定人生的方向。

艾松涛先后16次参与极地科考，建立了中国境
外首个北斗监测站。如今，作为中国南极测绘研究
中心副主任的他牵头开设通识课“走进极地”，将薪
火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目前，我们确实是极地大国，但要想成为比肩
欧美的极地强国，任重道远。”前辈们前赴后继的身
影，在褚馨德的脑海中如放电影般闪过，让他幡然醒
悟：“学业固然重要，但和极地科考这项国家事业相
比，个人得失算得了什么？”

褚馨德说，那一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事业紧密
相连的种子在心中萌发。

“总书记回信了！”在南极，褚馨德迎来了一生中
最难忘的时刻。

那天下午，褚馨德和师兄耿通正在准备进入南
极内陆的物资，电话从数千公里之外的武汉打来。

“正在参加中国第四十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的
4名师生，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南极科学考察队
全体队员致以亲切慰问，希望同志们顽强拼搏、严谨
工作、保重身体，祖国和人民期待着大家凯旋。”在通
话中，校党委书记黄泰岩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
切慰问，褚馨德和耿通激动得紧紧相拥。

今年3月，乘坐“雪龙号”返航，褚馨德再次来到
照片墙前，细看一张又一张曾经年轻的面孔：鄂栋
臣、张小红、王泽民、庞小平、艾松涛、张胜凯、周春
霞、杨元德、张保军……他们朝气蓬勃的青春，串起
了中国极地科考的40个年华。

40年接续奋斗，武汉大学先后选派近200人次
参加中国41次南极科考和18次北极科考。

40年勇攀高峰，武汉大学师生把论文写在祖国
需要的地方，撑起了极地科考的塔基，筑起了极地事
业大厦。

弦歌不辍，芳华待灼。40年，向极地！

“我们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
——武汉大学极地科考四十载的故事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宇、实习
生李姝羲）年关的脚步越来越近，
不少地方瞄准返乡置业人群，出台
阶段性购房奖补政策。12月 26
日，2025“宜居湖北”春节返乡安
居购房季活动在宜昌启动。

“总的来看，一揽子促进房地
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措施显效，我省
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湖北
省房地产业协会会长潘世炳介绍，
此前各地通过出台一系列针对特
定人群的综合性民生支持政策，吸
引外来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等在县
城安居置业，激活了多层次住房市
场需求。今年11月，全省商品房
成交面积同比增长74.9%，环比增
长36.3%。

本次春节返乡安居购房季活
动在17个市州同步启动，并将持
续至2025年 2月 28日。活动期
间，不少地方都出台了阶段性的购

房奖补政策，进一步激活需求。比
如，今年11月30日至2025年1月
27日期间在恩施州购买参展楼盘，
可享受政府和企业共同代缴全额
维修资金，享受购房优惠。咸宁市
正在筹划春节返乡置业购房季“地
产+旅游”活动，看房打卡即可享有
免费滑雪、免费泡温泉、抽红包等
丰富的娱乐活动。

据介绍，各县（市、区）将组织
一批懂政策、懂业务的干部成立
驻企工作队和入户宣传队，驻企
工作队负责进驻楼盘，在一线宣
传兑现政策、解答群众问题求助；
入户宣传队通过政策进村社区、
进事业单位、进商会协会、进高校
职校实训基地等活动，针对重点
群体开展入户宣传。市区两级将
依托综合民生服务窗口，常态化
进行政策咨询解答、服务代办，

“一对一”为群众服务。

奖补政策再上新

17市州启动返乡安居购房季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旷、通讯
员吴波）12月30日，同心议政·经
济形势分析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会议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意见建议。省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宁咏和武汉大学
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平文参加
会议，为武汉大学中国民营经济研
究中心揭牌。

宁咏强调，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根本保
障，民营企业有信心才会有希望，
有信念才会有创新，民营企业家
有信仰才会有未来。要坚定发展
信心，观大势识大势，谋发展促发
展，不断赋予湖北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希望。要以变的决心、
闯的劲头、争的勇气，加快湖北民
营企业转型升级、攀高向新。要
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诚信守
法的自律意识、义利兼顾的家国
情怀，做有信仰的新时代楚商。
希望研究中心不断提高政治站
位，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着力加强
平台建设，做好理论研究助力民
营经济发展大文章，为推动中国
式现代化湖北实践作贡献。

武汉大学中国民营经济研究
中心是中西部地区首个由高校、省
直部门、商会共同建设的民营经济
研究机构，将为省委、省政府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和智力支持。

同心议政·经济形势分析会
在汉举行

2005年1月18
日，中国第21次南
极科考队登上南极
内陆冰盖最高点
——冰穹A。右三
（站立者）为武汉大
学的张胜凯。

（受访者供图）

（上接第1版）
今年5月，格林美公司申请开

通印尼拉博塔港至阳逻港的海江
直达往返服务。在多部门支持协
助下，江海直达、港口装卸、保税报
关、水水联运、公路短驳等全物流
环节顺利打通，仅4个月时间，直
航航线获批。至少帮格林美节省
了一周的运输时间，每吨物流费用
降低15%。

“新航线刚开通，服务的第一
个客户是格林美公司。”平台运营
方物流部负责人曾伟华说，格林美
印尼园区每年有百万吨镍中间品，
意味着航线往返可形成常态化通
道。若是利用平台发布信息，聚集
更多客户对于该线路的运输需求，
提升多式联运的服务效能，成本还
有降低空间。

依托平台广泛的企业资源，拓
展武汉至东盟直航散杂货通道，后
续有望为更多进出口需求企业提
供散杂货直航物流及仓储服务，节
约物流成本，增强更多关联企业在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力。

目前，平台累计上线航线、通
道、线路共计191条，今年实现物流
交易额超40亿元，同比增长187%。

平台运行近一年来，通过定制
优化多式联运服务，给不少企业

“链”出了更大的成本空间——
“日本—武汉—欧洲”国际海

铁联运线路，为日本一车企汽车及
零配件通过海运到阳逻港，在吴家
山站换乘中欧班列至欧洲，与原海
运路线相比，减少运输时间10天；

“攀枝花—阳逻港—太仓”铁
水联运线路，为四川某钢铁企业钛
精矿出川绕过三峡翻坝段，从攀枝
花铁路到阳逻港，转水路到江苏太
仓，降低运输时间10天，降低综合
运输成本35%。

降本效能释放，也进一步推动
湖北大宗商品“公转水”“公转铁”，
为推动本地相关供应链、产业链稳
定畅通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
11 月，全省水路货运量占比为
28.97%，较2023年同期增长1.15
个百分点。

共建共享“运力池”
多式联运也能打“滴滴”

11月28日，咸宁一家公司在
平台上发布了一项货物运输需求：
3800吨原材料，出发地上海，目的
地咸宁。

不到2天，该公司收到平台方

推送的两个不同的多式联运物流
方案。方案一由深圳某货物代理
公司提供，运输方式为公铁联运，
耗时2至4天；方案二由武汉某物
流公司提供，运输方式为公水联
运，耗时10天左右。

对于运输时间和物流费用，再
考虑到货物时效性要求不高，该公司
最终选择了价格更优惠的方案二。

“就像打车平台一样，可以自
己选择想要的车型、预期的价格。”
平台运营方数产事业部负责人王
振振介绍做了一个类比。

登录平台首页界面，需求大
厅、服务大厅信息一目了然。货主
或者货代公司在平台发布运输需
求，平台可以推荐不同的运输路
线；物流运输企业也可自主投递物
流解决方案，等待需求企业选择适
合自身的服务。

还有更让货主方省心的。过
去，企业发出货物后，要分头对接
水运驳船、铁路，联系装卸码头、找
堆存仓库，流程繁琐。如今，在平
台上与多式联运经营人对接达成
业务合作后，只要签署一份合同，
采用一份运单，实现一票到底。

省心的背后，是供应链物流平
台公共底座的助力。

通过平台，一个共享“运力池”
已建成，包括31万辆货车、9000
余艘船舶、1000列/年中欧班列；
一张数字化物流网已初具雏形，涵
盖48家港口码头作业数据、200
多条铁水公空航线信息、全国12
吨以上货车基础和运踪信息，以及
500多家物流园区的信息。

“货主可以在平台实时查询运
载工具信息、运输时间，以及货运
运输轨迹。”曾伟华介绍，全程透明
化、可视化，可提升物流环节的控
货、监管能力，保障货物安全，让货
主更安心。

眼下，平台功能正在不断上
新。

12月20日，平台新上线了中
欧班列（武汉）线上竞价功能。“客
户只需在该平台提交竞价申请即
可参与竞价，省时省力，也避免了
线下竞价可能出现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曾伟华说，服务商通过平台
实时处理竞价信息，快速确定竞价
结果，实现中欧班列（武汉）舱位资
源高效合理配置。

目前，该平台已吸引注册用户
超4300家，提供在线订车、订船、
订班列等公共服务，已完成物流供
需对接超29万次。

共享“运力池”，铁水公空任你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