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线型的脑袋扁而狭长，趾间有蹼
划水有力，尾巴超过身长的三分之一，时
常捧着小鱼仔细啃食之一。这些特征的
组合共同构成了水獭的经典形象。

“山里有虎，水中有獭。作为淡水生
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之一，水獭维护着
河流与湿地的健康。虽然很可爱，但是
可不容易见到哦。”初见水獭“铲屎官”何
既白和陈纪元，他们就否定了我们对于
亲手摸一摸水獭的期待。

去年，他俩通过浙江沿海濒危物种水
獭社区保护地试点项目来到舟山金塘岛，
成为“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金塘工作
站的首批驻岛人员。农田、公园、河道、小
池塘⋯⋯本着不放过任何可能性的精神，
水獭“铲屎官”的工作地点遍布金塘岛。近
日，我们来到金塘水獭保护工作站，化身水
獭“铲屎官”，和工作人员一起追踪省内绝
迹近30年又“重现江湖”的水獭。

看视频找坐标
小心翼翼采集粪便
按照与何既白的约定，我们在傍晚时

分来到了金塘岛，何既白正和陈纪元坐
在电脑前看红外相机画面。我们第一次
在电脑上看到了水獭的“直播”：深夜，小
岛陷入寂静，有的水獭从水里钻出来上
岸，双爪捧着小鱼吃得津津有味；有的水
獭站上河边一块凸起的石头，开始“标记
领地”；还有的水獭成对出现，相互碰头
似乎在窃窃私语⋯⋯

“再给你们看一个有趣的视频。”说
话间何既白打开了数据库，找到两个视
频，同步播放起来。视频中的地点均是
城镇河道边，白天，这里是钓鱼爱好者的
主场；入夜，水獭们从河水中探出脑袋再
上岸小憩。“是不是很神奇？人和水獭好
像约定好了一样，互不打扰。”他进一步
解释，在金塘，水獭其实就生活在人们的
身边，它们和岛民同样伴水而居，共享同
一个空间，“预定”不同的时间。

正当我们看着水獭“主播”的表演入
迷时，何既白与陈纪元招呼着我们记下
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要关注画面中水獭留下的排泄物
坐标，明天要去采集样本。”

“这些画面有缺失，明天进山去维护
那个点位的相机摄像头。”

“去桥洞，咱抓紧时间”。第二天一
早，何既白就联系我们出发。白天的主
要任务是采集昨夜水獭们“新鲜出炉”的
粪便，一般来说，采集这些样本的时间不
能超过8小时。

手抓管道，脚踩石头空隙，我们小心
地下攀到桥洞入口。弯腰进入后没走上
几步，河道边一块布满白色斑记的石头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石头前还立着一个
红外相机。“白色的就是已干涸的水獭粪
便，旁边墨绿色的是新鲜的，才是我们要
进行采集的目标！”一到科普时间，何既
白的语气里满是兴奋。

小刀、手套、采集管、标签纸、高浓度
酒精⋯⋯麻溜地从双肩包里拿出一整套
装备，我们学着何既白的样子，小心翼翼
得采集起来。没有想象中粪便的臭味，
水獭粪便的气味并不难闻，有一股淡淡
的鱼腥味。

“别挖得太深，混入太多土壤后期不
好清理。”“没有采集干净，样本量太少
了，再刮一刮。”我们忙活着，何既白在一
旁耐心地指导。在经历了样本量采集不
够、太多杂质混入样本等一系列失败后，
我们终于掌握了技巧——找准水獭排泄
物与接触面的连接点，用小刀平行地刮
过去，同时要尽可能地判断石头的材质，
针对不同的排泄点用不同的力度进行采

集。采集后，将其抹入采集管内，倒入高
浓度酒精，最后在采集管与封口袋上写
明日期、地点、监控信号等信息。

收集到一定数量的水獭粪便后，工
作人员会通过冷链快递给北京大学的科
研团队，通过基因检测，尝试了解水獭的
个体情况，从而推断出岛上水獭的种群、
数量、习性。

爬山维护相机
学着像动物一样思考

根据前一晚的“直播”情况分析，布
置在金塘岛山林间的部分红外相机存在
电量不足、内存不足等问题，对水獭“铲
屎官”来说，日常维护与保养红外相机同
样是重要工作之一。第二天下午，我们
向着金塘岛的群山进发。

金塘的山并不好爬，准确来说，是大大
小小生长着尖刺的植被让我们“痛不欲
生”。而相机的布置之处往往人迹罕至，因
此爬起来尤为艰难。“抓住这根竹子”“踩稳
了再向上爬”“小心刺，这里都是刺”⋯⋯我
们大呼小叫的声音在山里回响，衣物不
时与长着尖刺的淡竹叶相互“勾连”。

好不容易摆脱“拦路虎”，爬到需要
维护的红外相机点位时，我们已经累得
直不起腰。“你们怎么知道水獭会在附近
出没呢？”休息时我们向陈纪元问道。

“说实话，我们也不确定水獭是否会
在这里出没。”陈纪元说，“但只要我们学
着像动物一样思考，一定能大大增加拍
摄到他们的概率。”

按照陈纪元的说法，我们缓缓蹲下，
将自己代入水獭的角色仔细观察。在我
们面前的山路，除了树木遮挡外，有两条

依稀可辨的小路，一条极为陡峭，且有大
量的淡竹叶存在，另一条则显得相对平
缓，树木遮蔽也较少。而布置相机的地
方，正位于相对平缓的小路旁。

“水獭也会累，也怕疼，所以肯定会
选择省力的路线。”见我们明白了，陈纪
元补充说，“这些小路在人的视角中，是
很难发现的，所以我们必须蹲下来，代入
动物的视角，才能找到最优解，从而把相
机布置在它们最可能选择的路线上。”

2018年，志愿者在宁波象山韭山列
岛监测中华凤头燕鸥，意外发现海面上
有一只黑乎乎的动物正在“游泳”。经过
浙江自然博物院的专家确认，这只黑乎
乎的动物就是水獭，这也是近30年来第
一次在浙江记录到的水獭踪迹。随即，
在浙江省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保护
行动工程的支持下，浙江水獭调查提上
日程，志愿者在省内共找到 9 处确切的
水獭分布点。其中金塘岛是全省水獭密
度最高的栖息地，这里几乎每条河流都
有水獭生活的痕迹。

2023年10月8日，原乡生态保护与
研究中心启动浙江省濒危野生动物水獭
社区保护地试点项目，何既白和陈纪元
作为该项目招募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入驻
金塘工作站。

分析粪便样本
证明水獭吃了海鱼
上午铲屎，下午布置维护相机，这些

与晚上的工作比起来算是简单的。何既
白和陈纪元往往分工合作，一个借助监
控画面寻找水獭，试图归纳出它的踪迹
图；另一个则对已经干燥的水獭粪便进
行分析，试图发现它的饮食喜好。

按照陈纪元的指导，我们戴好一次
性手套，小心翼翼地捧起一块干燥的水
獭粪便。“切记要仔细，不要用太大力
气。”“每一块颗粒物都有价值，都要分出
来。”陈纪元不时在一旁提醒。我们先将
样本平铺在塑料薄膜上，然后用小镊子
轻轻敲打、碾压，接着用镊子夹出其中各
类细小颗粒物进行分类，再用毛刷刷去

颗粒物上的残余粉尘。细细拆解之下，
鱼鳞、鱼骨逐渐清晰。

“你们看，这是海鲈身上特有的骨
头，说明这只水獭吃的是海鱼。”指着其
中一块骨头，陈纪元解释说，这证明水獭
很可能长期在海边活动，也可能是从海
水中游泳上岸的。

但目前金塘所有水道入海处都已
建好闸口，且海堤少说也有数米高，岛
内的水獭哪来的本事下海抓鱼？正当
我们对陈纪元的结论表示不解时，何既
白 从 数 据 库 调 出 了 一 个 视 频 给 我 们
看。画面里一只水獭趁着夜色敏捷地
爬上海堤外侧的台阶，小眼睛里充满警
觉。根据传回视频的红外相机位置显
示，这是岛上最南端的一段海堤。“足有
五六米高。”回忆起第一眼看到画面的心
情，何既白忍不住比划起来。上岛初期，
他对此地水獭出没也没太大希望。这个
海堤上的新发现，颠覆了何既白对金塘
水獭足迹的认知。

从排泄物得知这里的水獭吃海鱼，
又有视频拍到它从海上来，这两个互相
印证的证据，给了陈何二人大胆猜测的
底气：金塘岛内的水獭种群并非一个封
闭的系统，它们爬过海堤、涉过大海，和
岛外的朋友或家人互相“串门”。

“这个现象其实并不罕见，金门岛也
有。”翻阅国内外大量的水獭资料后何既
白发现，金门岛的水獭分为留居者和过
境者两类。“金塘、金门都是海岛，金塘水
獭的生活方式或许可以参考金门。”他兴
致勃勃地说，“我们的摄
像机已经拍到两三只水
獭在一起的画面，希望
未来能在镜头里看到水
獭宝宝吧。”对于未来，
他充满期待。

周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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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送外卖也不进厂?在一些年轻
人的观念里，进厂，似乎就是和“打螺丝”
划了等号，性价比很低。然而，在义乌市
佛堂镇的浙江芬雪琳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无缝内衣厂内，一批大学生却干得风生
水起。他们进厂房、下车间，不仅成为各
自部门的顶梁柱，有的在短短几年里走
上管理岗位。截至目前，这家 720 人的
针织企业，活跃着73位大专以上学历的
职工。

“今年，省委‘新春第一会’提出全面
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其中包括加强高
素养劳动者队伍建设，我们这个行业正
在大力吸引更多大学生前来就业。”浙江
省无缝织造行业协会会长王晋围介绍，
目前，活跃在义乌针织服饰行业的大学
生大约有三四千人。他们的到来，不仅
优化了服装行业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为
所在企业参与激烈市场竞争增添了新砝
码。日前，记者走进芬雪琳公司，深入了
解 这 些 在 制 造 业 一 线 岗 位 奋 斗 的 大
学生。

21岁统计员袁梦瑶：
无论在哪里，是金子总

会发光

“嘶嚓、嘶嚓”⋯⋯早上 7 时 30 分，
芬雪琳公司的缝纫车间就开始忙碌起
来。随着近 200 名员工陆续到岗、开动
机器，偌大的车间内，上百台平车、拷边
车 同 时 发 出 声 响 ，交 织 出 一 派 繁 忙
景象。

这时，一个头扎马尾辫、一身休闲装
的姑娘风风火火地赶到车间。“先打个
卡。”她一边到打卡机前刷脸，一边冲记
者笑。

姑娘名叫袁梦瑶，是芬雪琳公司今
年新招 18 位大学生之一。今年 21 岁的
她，刚出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门，
就成为缝纫车间的一名统计员。

每天对不同订单、不同产品的出货
量进行统计，对车间里各台设备上机针、
梭芯的更换数据进行登记，并录入电脑，
是袁梦瑶的工作日常。

“梦瑶，16 号平车刚换下来的机针，
给你。”袁梦瑶刚一落座，一名机修工就
找上“门”来。

袁梦瑶站起身，麻利地接过断了头
的机针，快速地用透明胶将机针贴在机
修登记簿上。“工作虽简单，但也是整个

生产流程中的重要一环，每个细节都要
做到位。”说着，她在登记簿管理员一栏，
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今年，是芬雪琳公司近几年招聘大
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18 个新招进来
的大学生，有 8 人被分配到车间及生产
一线。袁梦瑶是唯一一个被分配到缝纫
车间的大学生。

在车间 3 个多月，她不仅已经能叫
出大部分工人的名字，工作中更是没有
出现过纰漏。“车间统计工作，对我来说
挑战性不大。”袁梦瑶开玩笑说，相比工
作内容本身，每天在车间要待上 8 个小
时 甚 至 更 长 时 间 ，反 倒 更 考 验 她 的
毅力。

说归说，但袁梦瑶对自己的要求颇
高。在车间，她特地给自己选了没有靠
背的凳子，所以工作中她的背一直挺得
很直。

“小姑娘个性独立，待人接物挺有分
寸。”说起袁梦瑶，缝纫车间主任周丽军
赞赏有加。

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选择到工厂上
班，袁梦瑶有自己的考量。她说，自己出
生于普通家庭，如果能凭自己的双手杀
出一条“血路”，改变命运，也不失为一条
好的出路。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何况进了公
司，也不是一岗定终生。”说这话时，袁梦
瑶一脸认真。

23岁技术员申玉龙：
更愿意在车间当一名

收入更高的蓝领

“最近有几个国外的急单要出，我得
去加个班。”18 时许，在外用过晚餐，申
玉龙提着一杯咖啡，匆匆往公司赶。

申玉龙是芬雪琳公司染色车间技术
员。1.76 米的个子，戴着一副半框的金
丝眼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文艺范。这
样的形象，走在大街上，回头率也是“杠
杠的”。

但申玉龙不管这些。大学一毕业，
他就一头扎进车间。参加工作以来的
900 多个日夜，他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各
种染料和试剂。

傍晚 7 时许，染色车间内灯火通
明。放下咖啡，申玉龙闪身进入挂满瓶
瓶罐罐的化验室。将染料导入化料机，
在滴液机里做化学反应。不一会儿，他
手中就多了一瓶淡紫色的染色剂。接
着，他用这款染色剂给白坯布染了色，并
对新布料做起了耐洗色牢度试验、摩擦
牢度试验⋯⋯每一个环节，他都一丝
不苟。

“一个新样品出来，至少要做3次染
色实验，复杂的要做七八次。”申玉龙说，
一年下来，他要重复1000多次这样的实
验，打样300多个颜色。最忙的时候，他
在 48 小时内调出了 100 份染色剂，并通

宵达旦填写完200页的实验报表。
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在短短两年内，

申玉龙完成了从车间学徒到“小师傅”的
转变，并获得了独立打样资格。

对于在车间打样，大学就读纺织品
检验与贸易专业的申玉龙表示，这和自
己的专业很对口，而且他从小就对五颜
六色的东西感兴趣。几道简单的工序、
几款简单的染料，经过自己的手，就变出
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这让申玉龙
很有成就感。

“车间工作，没你们想象中那么枯
燥。”申玉龙表示，相比当一名看起来光
鲜但薪水不高的白领，他更愿意在车间
当一名拥有更高收入的蓝领技术工人，
简单、清爽，不需要跟太多人打交道。因
此，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保持全情
投入。

工作之余，他常常将自己在工作和
生活中发现的“新色彩”，拍成视频发在
私人空间。“旅游、摄像和剪辑都是我的
爱好。”申玉龙说。

“大学生悟性高、素质好，哪怕是在
车间工作，我对他们也是高看一眼。”染
色车间主任谈奎是东华大学的高材生。
他表示，在车间工作，大学生很容易冒
尖。他手上的多个班组长岗位，就专为
大学生预留。

“今年，在谈主任的帮助下，我已参
与到公司多个新产品的研发中。”聊起未
来，申玉龙摩拳擦掌，信心满满。

34岁车间主任党金鹏：
从车间统计员成长起

来的第一批应届生

“早，辛苦了。”春夏之交，气温渐
升。早上 7 时许，一身卡其色工装的党
金鹏就出现在了半成品检验车间。党金
鹏是芬雪琳公司的“老人”，上班路上，不
时有员工和他打招呼。

1.75 米的个子，高鼻梁、小眼睛，党
金鹏笑起来有些腼腆。2013年春，他和
另外 3 位同学一道，从陕西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芬雪琳，成
为公司招录的第一批应届大学生。

11 年过去，当年和党金鹏一起进厂
的4个人如今留下来的只剩他一个。而
党金鹏也不负众望，从普通车间统计员
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成长为半成品
检验车间主任，管理着烫标、分拣等生产
环节的60多名员工。

每天第一个到车间，最后一个离开，
是他这几年雷打不动的习惯。但当普通
员工和做管理工作完全不同。“以前只要
管好自己，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大家。”党
金鹏手下，既有工龄十几年的老员工，也
有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要管好这些人，并不容易。党金鹏
的法宝是坚持以身作则。有重活累活，
自己撸起袖子先顶上去；遇到难搞的技
术问题，自己刻苦钻研先“啃”下来。有

好几次为了赶货，党金鹏都和一线操作
工一起奋战到了天明。

党金鹏很忙，工作间隙，他还不时出
去开会。但无论他在与不在，整个车间
都秩序井然。“在我们这里，没人偷懒。”
车间统计员杨雪说。

党金鹏的另一个管理法宝是设身
处地为员工着想。他说，几年前，自己
父亲生病住院，他向公司请了 1 年的长
假。其间，公司不仅按时给他缴纳五险
一金，董事长更是经常打电话来嘘寒问
暖，这让他十分感动。如今，他将这份
感动融入到自己的管理工作中。“员工
离职后，但凡想回来上班的，没有特殊
原因我都会接收。”党金鹏说，平时，员
工遇到什么急难事，他也会力所能及地
给予帮助。

正聊着，几名中年男子来车间应聘
当烫标工人。党金鹏直接就带他们上机
器实操。“人才难得。”看着党金鹏离去的
背影，芬雪琳公司副总经理胡昌波不禁
感叹。他表示，在芬雪琳公司，像党金鹏
这样通过自身努力，从一线工作走上管
理岗位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来自陕西的
大学生冯博，工作短短几年就成了公司
行政经理。

于无声处听惊雷。“随着数字化、智
能化工厂时代到来，大学生进工厂、车
间，也越来越有用武之地。”党金鹏表示，
无论在哪里工作，只要脚踏实地、敢打敢
拼，梦想一定会实现。

数据显示，近几年，每年有三四万名
大学生涌入义乌。除了电商外贸行业和
科技型企业之外，以针织服饰企业为代
表的义乌传统制造业企业，在经历转型
升级后所能提供的岗位和薪资，也越来
越有吸引力。“今年，省里提出加强高素
养劳动者队伍建设，这对很多企业和工
厂的用人观也是一次较大的触动。”义乌
市人力社保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国成说。

为吸引各类大学生人才来义乌工
作，今年义乌新推出了人才创业就业政
策“大礼包”，根据学历高低为来义乌找
工作的大学生“量身定制”每月400元至
2000 元不等、最多
3 个月的实习生活
补贴。此外，大学
生在义乌购房，还
可获得 20 万元至
80 万元不等的购
房补助。

在舟山金塘岛在舟山金塘岛，，记者化身水獭记者化身水獭““铲屎官铲屎官””——

海岛水獭追踪记海岛水獭追踪记
本报见习记者本报见习记者 吕凌棘吕凌棘 周杭琪周杭琪

出了校门进厂门，义乌这家公司的大学生——

在车间，书写别样青春
本报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吕凌棘

▲ 记者（前）
跟随何既白在
桥洞中寻找水
獭粪便。

见习记者
吕凌棘 摄

袁梦瑶在织造车间统计数据。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摄袁梦瑶在织造车间统计数据。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摄 申玉龙在染色车间打样。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摄 党金鹏（右）在车间和员工交流。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摄党金鹏（右）在车间和员工交流。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摄

▶ 记 者 在 采
集水獭粪便。

见习记者
周杭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