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底，青海省林草局发布了这样一组数

据：5 年来，青海累计安排天然林保护、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草原保护与建设等项目资金 222.1 亿

元，完成大规模国土绿化 2116.4 万亩。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万千草原人民艰苦卓绝

的努力，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草原站站

长罗日盖便是其中之一。

平 均 海 拔 4200 米 的 达 日 县 ，属 于 三 江 源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是 黄 河 源 头 重 要 的 水 源

涵养地。

深冬的青藏高原，远山皑皑白雪覆盖，黄河

之水静谧流淌，一望无际的草原已退绿成黄。这

株株牧草，就是罗日盖牵挂的“孩子们”。在达日

县草场退化最严重的一个乡——满掌乡的生态

修复施工点，记者看到了身着藏服、皮肤黝黑的

草原“活地图”罗日盖。

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片寸草不生的“黑土

滩”，当地人把它称作“草原之癌”。如今，昔日牲

畜绝迹的黑土滩，已逐渐焕发生机，而这只是罗

日盖治愈的万千“患者”之一。40 年来，罗日盖

驻扎黄河之源，每年野外作业超 200 天，治理好

近 80 万亩黑土滩。

“他长在草原里”

1958年，罗日盖出生于达日县哈青村，1981年

成为一名技术人员。从那时起，他就驾驶拖拉机，

在草原的黑土滩上播种草籽，这一种就是40年。

果洛州是青海传统畜牧区，也是三江源头腹

地。40年前，达日县牲畜多达 80万头，但由于过度

放牧，生态发展逐渐失衡，加之牧民缺乏科学知识，

导致草地面积急剧减少，黑土滩面积日益扩大。

草原的劫难，令罗日盖至今忆起仍觉心痛。

“行走在草原上，时常会见到一片片牧草稀疏甚

至寸草不生的黑色土地——黑土滩。这种现象

一旦出现，就表明草场已‘身患疾病’、正在严重

退化。如果不及时治疗，黑土滩就会像传染病一

样快速蔓延，危及周边草场。”罗日盖说。

看着故乡草原退化，罗日盖陷入沉思。“草没

有了，牛羊吃什么？牧民日子该怎么过？一定要

种草，还要种一片、活一片、绿一片。”他说。

于是，罗日盖开始跟黑土滩较上了劲。

40 载春秋，罗日盖跑遍了全县 9 乡 1 镇 33 个

行政村，哪个村住着几户人家，哪座山里有多少

黑土滩，罗日盖都记得清清楚楚。在他心里，装

着一张达日县草原地图。

每年五月到六月是种草的关键期，一到此

时，罗日盖就成了草原上最忙碌的人，大家都说

“他长在草原里”。

让黑土滩生出嫩草芽

在罗日盖看来，治理草原最关键的是选草

种，其次是后期管护。对此，他向记者分享了自

己的种草经验。40 年间，达日县从两个方面加

大了草原治理工作力度，并提高了治理效率。

首先是加大了草籽播种力度。在草籽播种

阶段，罗日盖和同事们组织草原管护员和牧户监

督施工单位的播种工作，确保播种到位。其次是

加大了后续管护力度。在播种草籽后，发挥草原

管护员、监理和基层干部等的作用，定期巡护草

籽播种点，考察禁牧和后续管护情况。

科技的助力，也让罗日盖在治理黑土滩中尝

到了甜头。他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末起，达日县

开始陆续借助科技手段治理草原，如 GPS、播种

机、无纺布等。

罗日盖给记者展示牧草长势图，其中一张图

片中，新种幼苗穿透一层绿色薄膜，长势喜人，与

远处黑土滩形成鲜明对比。

“这层绿膜叫无纺布，能让土壤保温，有助于

幼苗扎根，就能不惧风雨，牧草成活率能从 30%

提高到 80%以上。”他说。

经过不懈的努力，如今当地植被覆盖率已提

至 58%，生态修复面积达 130 万亩，昔日黑土滩

终于生出一绺绺嫩绿的牧草。

“我是牧人的儿子”

罗日盖不会汉语，女儿周措时常充当他的翻

译。周措至今也没搞懂，汉字都不认识的父亲，

是怎么学会用电脑画图纸、用 GPS 定位的。

在周措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很少能见

到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明白父亲为什么

如此在意那片草原，直到参加了一次野外作业。

“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带着我出野外 20 天，

去完成黑土滩测量工作。寒冬里，我跟着父亲过

冰河、走平原、下沟壑，测量黑土滩退化面积、入

户调研、画地图⋯⋯有些地方车都进不去，只能

靠双脚走。”周措说，亲身经历让她懂得了，这份

工作所承载的重量。

回忆起父亲因过度劳累引发心梗，周措颤抖

着签下病危通知书的情形，周措红了眼眶。“在与

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父亲放不下的不仅是家

人，还有这片草原。父亲的一生在草原度过，草

原孕育且见证了他的一生，他也将自己的一生奉

献给了草原。”周措说。

虽已到退休年龄，但罗日盖离不开草原。提

及坚守的意义，罗日盖说：“我是牧人的儿子，生

在草原、长在草原，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守在草原

上，让更多黑土滩变成保护生态的绿草原。”

40 年，他把 80 万亩黑土滩变绿草原

往的进度是不可能做完的，要想完成只能拼了。”

郑永良说。

郑永良作为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规划（黄

河以北）的主管总工，组织项目团队全面比选论

证工程布局，选择最优输水线路；综合考虑北方

水资源需求、特殊情况应急供水需求，并结合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等，论证出合

理的工程规模；对小运河等现有河道过流能力分

段仔细复核，对细节问题精益求精。

2020 年 5 月底完成方案设计，9 月底完成了

可行性研究和穿黄河工程的初步设计，年内通过

审查并完成修改完善工作，这种速度和难度前无

古人。

“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黄河以北 600 多公

里的主要湖泊河道，我们都需要进行实地调研勘

测，了解掌握地形地质条件、水文气象和占地环

境影响等，全年大量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工程上

了。”郑永良说，后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跟进，比

如细化完善方案、设计环境、土地、文物等专题，

以支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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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前夕，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可行

性研究项目通过了水利部的技术成果审查。这

让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水北方公司）技术总监、副总工程师郑永良，

稍稍松了口气。

郑永良是该工程项目黄河以北部分的总负

责人，过去一年他“每天神经都是紧绷的”。分析

论证工程布局和确定工程规模，是郑永良 2020

年一直在忙的事。

南 水 北 调 东 线 工 程 从 江 苏 省 扬 州 市 附 近

的长江取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一路

北 上 ，穿 过 黄 河 ，直 至 华 北 。“ 我 要 做 的 ，就 是

让 越 过 黄 河 的 长 江 水 ，润 泽 华 北 大 地 。”郑 永

良说。

在办公室，郑永良指着成箱成摞的报告对科

技日报记者说：“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任务重、

工作量大，而时间又非常紧，一般大型项目都是

用 2 年完成一个阶段任务，我们史无前例地在 1

年内完成了方案设计、可行性研究和穿黄河工程

初设 3 个阶段的任务。可以说，每个阶段我们都

是拼过来的。”

尽管今年已 58 岁，但郑永良的拼劲儿一点

不输年轻人，大家都说“他干起活儿来不要命”。

2020 年，他主管、协管了 49 个水利工程项目，全

年出差 118 天，由他主持的 10 个规划项目全部通

过审查、十几个大中型水利枢纽和重大调水工程

前期工作都取得明显进展。

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也让郑永良不久前获

得了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963 年，郑永良出生在天津潮白河边。自

小与水结缘，郑永良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在众多

专业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

大学）陆地水文专业。

1984 年底，郑永良怀揣着理想和抱负，进入

水利部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今中水北

方公司），成为一名水利工程设计工程师。

在郑永良看来，水利工程，事关民生大计。

秉持着“人民至上”的原则，郑永良一直以来都特

别关注防洪、供水等民生水利工程，这一理念始

终贯穿了他 37 年的职业生涯。

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老岚水库，被视为破解

该地发展难题的重大工程。建设该水库，是解决

烟台市长期缺水问题、保障全市用水安全、提高

城市防洪能力、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战略举措。

2019 年，郑永良主导了该水库的规划设计

工作，他提出老岚水库与现有地下水库联合调度

确定工程规模，可最大限度发挥水库供水作用。

他还根据水库地形特点提出“抬田工程”的规划

方案。抬田面积达 2000 亩，抬高后的耕地配套

田间工程，可以通过完善农田灌排条件，来满足

农业生产需求。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库区淹没处理投资成

本，还可以节约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移民

搬迁和库区浸没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

响。这也是我们的初衷。”郑永良说。

2018 年底，已经 55 岁的郑永良接到编制西

藏阿里地区供水规划的任务。虽然阿里地区气

候恶劣、高寒缺氧，但郑永良依旧带领年轻同

志深入阿里西部 5 县开展调查研究。他拖着虚

弱、高反严重的身体到海拔超过 5200 米的河流

源头考察水源、水量，安排水质化验。在他和

团队的努力下，终于为阿里西部 5 县找到了合

格 的 水 源 ，并 提 出 了 切 实 可 行 的 供 水 规 划 方

案，为解决困扰该地百余年的民生难题提供了

规划支撑。

近年来，郑永良还主持完成了《海河流域防

洪规划》等多项规划，主持编制雄安新区水安全

保障研究等多个国家重大项目。其中多项规划

在指导流域防洪工程建设、保障供水安全、保护

和修复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造福一

方百姓。

与水结缘，37 载关注民生水利工程

水利规划是水利工程顶层设计，郑永良主持

完成的各类水利水电规划和工程设计项目近百

项，积累了丰富的规划设计经验。

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重要的水利项目，线路

总长 2500 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条线，其中东线工

程是整个“四横三纵”水资源配置格局中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这项工程对解决北方的缺水问题

及华北地区的生态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

义。与此同时，东线工程也是技术问题最为复杂

的部分。

“一年内完成整体方案设计、可行性研究和

穿黄河工程初设，如此量级的工作任务，按照以

面对项目，把控细节力求精益求精

2002 年 郑 永 良 担 任 了 中 水 北 方 公 司 副 总

工程师一职，分管流域规划、工程规划、征地移

民、环境评价等工作，涉及的专业面很广。有

些专业内容以前没有接触过，郑永良就通过阅

读 基 础 理 论 书 籍 和 相 关 工 程 项 目 成 果 不 断 地

学习提升自己。

由于工作繁忙，因此每天下班以后，就成了

郑永良的学习和审阅报告的时间，他几乎每天都

要学习和工作到接近午夜。

“别人问我的爱好是什么？我一般都说，看

专业书和审查报告。”郑永良自嘲道。

郑永良还主持了不同类型的国际工程项目，

例如修复我国援建的阿富汗帕尔旺水利工程设

计项目。修复后的帕尔旺水利工程已安全运行

十多年，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此外，

他还主持并参与了巴基斯坦阿扎德帕坦水电站、

孟加拉吉大港水环境治理工程、刚果（金）宗戈Ⅱ

水电站等多个水电站项目的建设工作。

在长期的实践中，郑永良不断丰富自己的理

论知识，逐渐成为行业内学者型专家。受国家发

改委委托，他主持了十几个重大项目的评估，为

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咨询意见。他还主持了

《调水工程设计导则》等标准的编制，参与了《堤

防工程设计规范》等标准的审查，为行业建设发

挥了重要作用。多年的勤恳耕耘，使他多次荣获

省部级设计金质奖、银质奖（二等奖）等奖项，发

表科技论文十多篇。

“未来，我还将继续带领团队，在水利工程设

计领域不断耕耘，建出更多惠及人民的工程。”郑

永良说。

钻研业务，把看审查报告当爱好

““拼命三郎拼命三郎””郑永良郑永良：：

让长江水润泽华北大地让长江水润泽华北大地 ◎新华社记者 李 伟

任志洪在授课 任志洪供图

“回国是必须的。”面对记者的提问，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海归”教授任志

洪言语坚定。

疫情期间，任志洪及其团队组织全

国 3000 多名心理咨询师，为各类群体提

供每天 24 小时网络化心理援助。这也

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日

均服务人数最多的网络心理援助。

“应该站出来做些事情”

研 究 心 理 疾 病 网 络 化 干 预 的“80

后”任志洪，在美国两所名校从事博士后

工作两年多，有不少从事心理服务的社

会实践经验，犹如一名“心灵捕手”。

“美国从事心理咨询服务的人员，

70%是心理学专业出身，但是国内的心

理学专业人员却很少从事具体实践服

务。”任志洪坦言，正是通过中西比较发

现，我国的心理咨询领域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促使他决定学成归国。

回国一年之后，任志洪遇到了新冠

肺炎疫情。

“当时就是基于自己的专业直觉，觉

得应该站出来做些事情。”任志洪言语淡

然，却透露着责任与担当。

重大疫灾之下必会有大量的心理援

助需求。曾为世界军运会心理咨询工作

负责人的任志洪，积极参与到华中师范

大学心理援助咨询热线筹建中。依托协

会、师生、校友等力量，不到一周时间，就

招募到专业资质优良的志愿心理咨询师

400 余人，督导师 100 余人。2020 年 1 月

31 日抗疫心理援助热线开通，免费向公

众开展心理援助服务。

任志洪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心理干

预系统，一开始也遭遇了“投诉”：热线接

通前的机器语音提示语，给人冷冰冰的

感觉。

如何让咨询者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任志洪“脑洞大开”：举办一场最美指导

语线上大赛。300 多名咨询师参赛，经

过评选，三条“最美最甜”提示语上线。

“我现在情绪稳定了，不会采取极端

方式。”一天，热线接到一名咨询者的电

话，她专门来电致谢：“我要对上午帮助我的咨询师表示感谢，谢谢她给予

我的帮助，给了我安慰和力量。”

任志洪说，接到咨询者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时，会第一时间把这种好消

息在团队内分享，振奋鼓舞士气。

7 万余人次来电，满意率超 94%

一根热线的背后，团队的付出少为人知。

“每天不足 6 个小时的睡眠，其他时间都守在 24 小时运行的心理援助

热线平台前。”作为平台咨询负责人，任志洪要掌握平台运行状况、倾听求

助者心声、解决各种问题，充当着“发动机”“降压药”“润滑剂”等多种角色。

很快，这一热线成为国家卫健委重点推荐、湖北省卫健委唯一官方热

线。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也在此基础上建成，面向一线

的医护人员、新冠肺炎患者及家属等重点人群，提供专业精准心理援助。

让任志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名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已治愈出院

的医护人员在来电中自述：疫情期间，一直在医院工作，从被确诊到出院，

总担心自己不经意间感染到其他同事，抑郁感无法摆脱。

任志洪慢慢为她做起心理疏导：作为被感染者，恐惧和焦虑的情绪属

正常心理应激反应。作为助人者，自己被传染了，没有抱怨，却心存担心

传染他人的内疚感，令人敬佩。面对这名医护人员的内疚情绪，任志洪耐

心倾听陪伴，让她慢慢接纳自己，不再自责。

“热线开通以来，共呼入 7 万余人次，心理援助满意率达 94%以上。”

任志洪说，短时间内组织起强大的咨询团队，在美国简直不可思议，受法

律等限制，咨询师甚至不能跨州服务，“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希望培养更多心理咨询人才

任志洪分享了一个热线开通伊始有意思的故事：早期热线医务人员

呼入者占比甚少，甚至方舱医院里心理治疗师现场咨询都“没生意”。任

志洪想，远程的热线可能更是无人问津。

然而，热线网络的文本咨询却骤然上升。

原来，文本咨询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且听不到”的模式减少了咨询

者的隐私顾虑。医务人员、私密空间较少的方舱医院患者不少都选择了

这种求助方式。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也要承受倾听者的负面情绪压力，任志洪保持

着健身等习惯自我解压。作为一名心理咨询督导师，他也一直在做心理

咨询师关怀项目，确保团队不会被击垮。

如今寒假已至，任志洪却没有闲下来。他举办了寒假网络培训，培训

更多中小学心理咨询师，服务青少年。

任志洪说，伴随着未来公众对心理咨询需求的增长，希望投入更多精

力，培养更多年轻的心理咨询人才。

被疫情击碎的心

，他拿

A
I 去缝合

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任

务重、工作量大，而时间又非常

紧，一般大型项目都是用 2年完

成一个阶段任务，我们史无前

例地在 1年内完成了方案设计、

可行性研究和穿黄河工程初设

3 个阶段的任务。可以说，每个

阶段我们都是拼过来的。

郑永良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总监、副总工程师 郑永良在办公室郑永良在办公室 郑永良郑永良供图供图

由郑永良主导设计的老岚水库工程由郑永良主导设计的老岚水库工程（（规划图规划图）） 郑永良郑永良供图供图

◎本报记者 张 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