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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丈云在险峰。
迎着寒潮，记者来到金华市武义县

的千米高峰大毛尖山，探访全国首个大
气边界层顶生态环境观测站——中科
院大气边界层顶生态环境上黄观测站。

历时三年，一群筚路蓝缕的“摘星”
人，肩挑背扛，将它建成投运。在未来，
它将“一览众山小”，在区域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碳达峰碳中和、空天环境安全
等领域发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战略性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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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自产的‘上黄袍’。”二
楼会客室里，刘兰忠给每个人倒上一
杯茶。原来，在山坡上栽种的花卉果
树间，还有从武夷山带来的一批茶树，
随观测站冠上了“上黄”的名字。

在主持上黄观测站工作之前，刘
兰忠曾经一手建设了武夷山大气环境
观测站，并在那里工作20多年。“这里
将产生全国和世界级的研究成果，所
以我决定来武义，再次从零开始。”他
说。

从地质调查、站房设计到资金管
理，年逾花甲的刘兰忠全程参与，还自
掏腰包 20 多万元。“不少人喜欢回忆
过去写自传，我想，这两个观测站就是
我的自传。”他笑说。

走廊上，大大小小的纸盒装满了
零件，大家正在给仪器设备打包。“两
个月的课题研究刚结束，我们马上回
北京。”徐惟琦解释，由于仪器怕震动，
他们需要把每个零件拆卸下来、包上
缓冲垫，开车近 24 小时从观测站“门
到门”带回中科院。

这些科研人员都是有海外留学经
历的名校博士生，徐惟琦就毕业于佐
治亚理工学院。这里不仅博士云集，
院士也是常客。在揭牌仪式和几次研
讨活动上，20 多位国内相关领域的院
士就在此齐聚一堂。

观测站的顺利运行也离不开府院
合作。揭牌仪式上，武义县人民政府
向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捐赠 4550
平方米土地和1102平方米房产，而此
前 6.6 公里的盘山公路也是由武义县
交通运输局修建。现场，省市相关负
责人表示，各级政府及生态环境部门
将全力保障观测运行、支持后续规划
建设，与中科院做好基础研究和科研
项目的协同融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天色将晚，刘兰忠开车带科研人
员先行返回，站房里只剩下上黄村老
支书王泽民。去年，经常来村里开筹
建会的刘兰忠，与退休的王泽民相熟，
便邀请他来观测站负责后勤。每天早
上 6 时多，王泽民步行一个多小时上
山开门、浇花、清扫，晚上等科研团队
离开后，再步行40多分钟回村。

上黄村与上黄站颇有渊源，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金南的家乡就在这里。
他一直关注浙江生态环境事业，曾在
2017 年为观测站落地武义“牵线搭
桥”。观测站动工当天，他给刘兰忠发
来庆贺词：“观测站通宇穹蓝天在我呵
护地球 古村落阅华历美丽有你振兴
山村”。

海拔千米的上黄村曾因“江南布达
拉宫”之称火出圈，村里保留着120多
栋传统土夯房，如今只留下几十位老人
居住。眼下，中科院团队和浙大团队都
选定了闲置房源，和上黄村签约承租。
等修缮完毕，这里将是他们的食宿落脚
点和临时的科研场所，这个高山村也将
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学历村”。

群英聚集地
这里不仅博士云集，院士
也是常客

冒着大雨和冰冻，三位科研人员
爬上站房的天台，当起了“维修工”。
一台气溶胶质谱设备的进气管路气流
受阻、出现异常波动，经过 3 个多小时
的调整才恢复正常运转。

天台上安装着观测站的“眼睛”。
刘兰忠一一介绍：轨道平台装有自动
气象站、太阳光度计、雨滴谱仪等，配
合大气监测数据，就能“听懂”空气粒
子和云雾的“交流”。他们还专门设计
制造了“自动升降天窗”，极端天气条
件下，可以为科研人员出入楼顶、安全
观测提供保障。

“大气湍流”就像奔腾不息的“水
流”，蕴含着无穷的动力，观测站就是
要摸清复杂山地中湍流的能量结构，
指导风能和太阳能的综合利用。“大气
成分通量”如同“水流”中的“沙土枝
叶、微量元素和水分子”，精确跟踪就
能了解大气污染的空间分布、输送态
势，为污染治理提供支持。目前，观测
站已经和金华市生态环境局签订合作
协议，具体指导金华市的空气污染监
测治理。

扶着围栏向下望，南门外稍低处
还有气象和大气通量观测区。高耸的
大气温室气体通量观测塔，安装着三
维超声风速仪、高频二氧化碳和水汽
探头等。观测站的“手”和“腿”——9
米高的 5G 通讯塔，负责将监测数据传
送到中科院大科学装置和数据交换平
台，供科研人员做分析研究。

园区还铺设了 90 块光伏板，联合
山下的水电站和站房一层的新型储能
设备，共同接入观测站的“心脏”——
零碳配电房，为全站提供源源不断的
清洁能源，在外部电力中断时，储能还
能为站里供应一周的用电量。刘兰忠
说：“没有稳定的电压就没有稳定的监
测数据，所以对电力的要求非常高。”

观测站不仅和国网金华供电公司
一起打造碳电全景示范园，还合作成
立了“1.5℃碳电实验室”。刘兰忠告诉
我们，把大气、气象和电力数据结合起
来，开发大数据应用和创新低碳技术，
可以为金华和浙江政企提供节能降碳
的指导。

我们提及上山途中路遇的一片碳

汇林，“武义碳汇林试验基地，是浙大、
省林科院和我们联合金华、武义开展
的试验项目。”他说，观测站对温室气
体进行长期通量观测，可以了解人工
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及其地域差异
和演变过程，支持生态修复效果和森
林碳汇功能的评估。

“蓝天保卫战、美丽中国建设和双
碳目标，我们都参与其中。”刘兰忠自豪
地说。此外，由于高速飞行器都会经过
大气边界层，观测站将重点建设我国东
部沿海的“声光电探针”，做到 15 分钟
时间分辨率、10-100 米空间分辨率的
快速探测，保障天空环境的安全。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回到站房三层
的实验室，两侧玻璃门内，仪器设备正
在运转。得益于恒温恒湿、智能电网
等十个智能系统的保护，它们感受不
到外面的寒潮和风雨，安然无恙地运

作试验和产出数据。“仪器非常娇贵，
但是‘智慧大脑’经受住了极端天气的
考验。”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后
徐惟琦说。

据她介绍，这些仪器有的专注大
气中的颗粒物，解析它们的成分、结构
和来源；有的专门测量有机气态样本，
能够测定不同来源近百种气体的浓
度。而二楼的实验室是为人工试验准
备的，“空气与水的沉降是一瞬间的
事，必须就地做实验。”她说。

为了不影响仪器的“判断”，站房
里有不少讲究。比如木质家具会产生
甲醇等挥发性气味，所有门和扶手都
采用了不锈钢和玻璃材质；墙面的白
色与往常略有不同，也采用了特殊的
漆料。为了避免汽车尾气和烹饪油烟
影响，科研人员尽量坐一辆车上山，中
午也只吃简餐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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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胎了！”听到隆隆的车辆异响，
一车人就知道大事不妙。

这里距山顶不到 3 公里，海拔已上
千米，冰雪随处可见。想起上一次，我
们就曾被路面结冰“劝返”，这是我们第
二次上山。

上观测站可真难！从武义县城出
发，驱车向南先到柳城畲族镇，再到山
里的上黄村，最后“盘”到海拔 1128 米
的大毛尖山顶。即使天气足够好，这趟
60多公里的旅程也要花费近2.5小时。

车出了故障，可观测站就在头顶。
我们一路小跑，用脚丈量这段开山之
路。最后一个转弯处，一面警示牌立在
崖边：“非监测车辆严禁驶入”。终于，
我们到顶了。

上黄观测站站长刘兰忠站在路边
等我们走近：“你们一来就体验了一把
我们的日常。”他笑着说，从上黄村到山
顶的路总共 6.6 公里、318 个弯，“这条
路5月初才修通，我们叫‘蛇形路、水波
面、蚯蚓沟’。”短短两个月，他的车跑了
1.9万多公里，这个月就爆了两次胎。

来到观测站的南面，一人多高的
“上黄观测站”五个大字竖立在侧，一块
石碑刻着“天清气洁 水秀山灵”，是揭
牌当天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的题字。

登上山门，还需拾级而上。“这里有
133 级台阶，一步步向上象征着我国生
态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刘兰忠说。
迈入院门，门楣上写着“观天门”，这也出
自刘兰忠的手笔：“观测站既察看大气，
又测量云雨，所以北面叫‘丈云门’。”

什么是大气边界层？刘兰忠告诉
我们，它是指从地面到大约 2000 米高
度间大气湍流最剧烈的部分，它受大气
运动、地形地貌、太阳辐射、污染排放等
多因素影响，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是
大气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科研领域。

观测站选址条件苛刻：海拔要在
1000 米-1500 米的区间内、方圆 50 公
里范围内没有污染源、气流活动频繁。

大毛尖山处于武义、遂昌、松阳三
县交界，周围山高谷深，一天之内气流
方向随时转变。“院里升起的旗帜很容
易被风刮坏，一个月就得换新。”他举例
说。这里向北辐射长三角、向南辐射珠
三角，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眼前三层楼高的站房占地 400 平
方米，整个大院足有 1900 平方米。两

座避雷塔在站房前后守卫，东侧多功能
室兼具避雷针、水塔、导航灯和“定海神
针”的作用——向下打桩至21米深处，
无论山体向哪处滑坡倾倒，它都能支撑
或牵拉。

“别看现在这么平坦，我们第一次
来勘址时，山顶连五个人都站不下。”他
说，施工时将山顶足足削掉了 7 米，再
用原土回填为平地。

走进站房一层大厅，墙上挂满了照
片。“开荒时期”的几张照片里，大家拿
着铁锹，周边的茅草长得比人高。其中
一张，刘兰忠蹲在野外临时支起的大铁
锅前，左手拿着一碗方便面。2019 年
11 月开建起，他就经常和专家学者，以
及地方领导来看现场。路没修通的前
几年，他们需要从上黄村后山徒步翻
山，肩挑手提着仪器设备和建筑材料。

工程建设过程中，刘兰忠的专业也
起了作用。为了避免滑坡和水土流失，
他主张保留山坡上的野生杜鹃，在山顶
四周种上花卉果树，春天有花、夏天有
荫、秋天有果；为了提高水资源调配能
力，在站房所在的地下，建设一个20m3

的蓄水池，即使在今年夏秋冬连旱之
际，高山上用水依然宽裕。

上山难变上山美，“要把保护生态
环境的理念贯彻到底。”刘兰忠说。

地面设备已大体完成，上黄观测站
二期工程即将开工。他从手机中翻出
一张规划图：“二期包括碳卫星接收站、
碳通量监测塔、气象雷达，两期总建筑
面积将达到4555平方米。”这里将打造
国内首座“天地一体化”监测科技园，从
地表直通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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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低温冰冻影响，一台设备运行受阻，三位科研人员正在维护。 拍友 刘兰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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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公路修通前，上黄观测站工班组挑着仪器设备和建筑材料步行前往山顶。 受访者供图公路修通前，上黄观测站工班组挑着仪器设备和建筑材料步行前往山顶。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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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迭迭水迢迢，十里春风送画
桡。紧邻绍兴柯桥主城区的柯岩街道，
不仅有着鉴湖江、柯岩风景区等秀美自
然风景，也包含了现代都市社区、融合
型大社区、拆迁安置社区等几乎所有社
区形态，极具区域典型性。

近年来，柯岩街道全面铺开未来社
区建设，新未庄、独山、仁让堰、南闲、鲁
镇等 5 个社区先后入选了省级未来社
区建设名录。作为柯桥区唯一一个全
域试点的街道，柯岩街道计划用 3 年时
间将街道 10 个实体化运作社区全部建
设成未来社区。

新未庄，就是第一个建成的未来社

区。走进新未庄，焕然一新的邻里中
心、农贸市场、居家养老中心、婴幼儿照
护驿站等，让人目不暇接。“孩子与老人
的设施集中在一起，我们锻炼看娃两不
误。”新未庄王大爷笑着说。

成立于 2002 年的新未庄社区，由
柯岩街道 4 个村迁居集聚而成。当时
新未庄清一色的“小洋房”式安置房，名
噪一时。

20 年来，新未庄不断蝶变，成为全
国基层党建现场会、全省美丽乡村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参观点。

今年 5 月，新未庄成功入选全省第
五批未来社区旧改类创建项目。在编

制实施方案之初，柯岩街道做了大量
前期基础调研工作，梳理出老小服务
设施改造、室内外运动设施改造、停车
服务提升和社区环境提升四大方面需
求。

“经过我们摸排调研，新未庄小区
内老人和小孩比例较高，普遍是老人帮
忙带着孩子。”柯岩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道，“所以，我们决定重点打造‘一老一
小’场景，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
育。”如今，新未庄社区居家养老中心配
有共享大厅、共享书房、老年活动室等
20 余个功能空间，并引入第三方开展
专业运营。此外，小区还开展数字化

软硬件建设，为诸多老年人家庭安装
智 能 水 表、红 外 线 监 测 等 智 能 化 设
备 ，提 高 老 人 风 险 预 警 预 测 预 防 能
力。

作为重要红色研学游基地，新未庄
不仅与各级党校积极对接合作，联合推
出“重走初心路”系列红色研学路线，还
与柯岩风景区、文广旅游局开展党建联
建，开辟“新未庄未来社区—叶家堰未
来乡村”水上游线，点亮共同富裕的渔
歌星火。

除了新未庄，柯岩街道根据其他社
区的不同情况，也“私人订制”了不同的
改造方案。例如独山社区紧邻中国轻

纺城市场，外来务工人员占比 7 成左
右，街道以“外来人口服务管理”为重
点，高标准打造邻里共享空间。仁让堰
未来社区老龄化程度高，创建时突出养
老特色，打造医养结合的社区康养中
心。

在建设未来社区的同时，柯岩街道
还计划在村庄建设未来乡村，在工业园
区建设未来园区，推进全域未来建设。
柯岩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柯岩街道
拥有深厚的纺织机械加工产业基础，有
体量相当且层次丰富的村居和社区，有
秀美的柯岩风景区等，可谓是产业、民
居、自然风景一应俱全，这使得柯岩街

道开展全域未来建设有着更多的典型

参考意义。”

为此，柯岩街道提出了“党建统领、

一带串联、三维共生、四片联动”的“全

域未来”发展规划，将辖区划成四大联

盟片区，东片和西片建设以现代轻纺产

业园为特点的未来园区，南片建设以现

代生态产业园为特点的未来乡村，中

片开展全域未来社区建设，并以鉴湖

渔歌风貌带为横贯纽带，全面描绘“城

乡融合、共富共美”的鉴湖渔歌风情

图，交出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

设优秀答卷。同时，该街道将“建”和

“治”融合起来，积极发挥基层治理四

平台、红色业委会、网格智治等治理优

势，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应急处置+

专职网格”的全域联动体系，不断提升

基层的治理能力。

城乡融合老少皆宜 柯桥柯岩街道打造全域未来社区
马可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