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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挑战而精彩

周口 90 后孙宁第四次冲击珠峰

致敬呵护城市的“智慧眼”
□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邬紫娟

在中心城区，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论酷暑
寒冬、刮风下雨，穿梭于大街小巷，采集上报发现的暴露垃
圾、占道经营、井盖丢失或破损等城市管理问题，用脚步丈量
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用坚守和汗水维护着城市“高颜值”，
为城市的干净、整洁、有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他们就是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
5 月 20 日，户外温度已近 40 摄氏度。 记者在五一文化

广场附近看到，正在此处巡查的周口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中
心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王颍颍早已汗流浃背。 “我每天巡查
网格时，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将发现的线索上报平台，同时
跟进问题处置。 这份工作需要每天奔波于大街小巷，网格内
发现的每一处问题都要如实记录， 这就是我的工作职责，不
能有丝毫懈怠。最近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在户外工作很辛苦。
但是看到我们发现的一个个问题被整改、城市面貌一点点改
善，我们的辛苦付出也变得更有意义。 ”王颖颖说。

据了解，王颖颖从事城管信息采集工作已有 5年了，她每
天 7时左右就投入巡查工作中， 日巡查里程在 20公里以上。
她和她的同事们始终以饱满热情坚守岗位，细致、及时发现城
市中存在安全隐患和各类问题，不断充实城市运行的数据库，
用实际行动展现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的责任与担当。

□吴继峰

近日， 广西百色右江区实验小学家长护学岗引发热议。
一位三年级学生家长发布视频称，家委会强制排班要求家长
轮值护学岗，自己甚至被迫抱着 2�个月大的婴儿站岗。 虽然
当地教育局回应称护学岗遵循自愿原则，但家长却表示“被
排班、无选择”。 笔者以为，当护学岗从守护孩子的安全举措
演变为对家长群体事实上的困扰，这种举措就已经暴露出了
家校责任边界模糊的深层矛盾。

家校共育理念的提出，本是为搭建沟通桥梁、凝聚育人
合力，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频频异化为责任转嫁的通道。 学校
将本应承担的安全管理职能分解成家长排班表，家委会成为
执行行政指令的“二传手”，自愿原则在集体行动的压力下形
同虚设。 当专业安保力量缺位时，“家长执勤”便成了填补漏
洞的权宜之计。 看似热闹的轮岗场景中，真正的安全效能反
而在形式化运作中悄然流失。

学校通过家委会这一特殊纽带，将硬性指令转化为家长
群体的“自愿选择”，形成了独特的压力传导机制。 在集体行
动的裹挟下，个体家长既担忧拒绝执勤可能影响孩子在校处
境，又困于工作生活压力难以分身，最终陷入进退维谷的伦
理困境。这种家校关系的畸形互动，导致家校共育的平等性、
双向性难以存续。

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重构清晰的责任边界与专业的治
理体系。校园安全不能依赖家长轮岗，而应建立专业安保、交
通疏导、应急管理的长效机制。 家校联动不应窄化为执勤排
班，而需拓展到教育理念共融、成长环境共建等更高维度。守
护孩子安全不应成为道德绑架的筹码，家校共育更不能异化
为责任推诿的游戏。唯有坚守专业精神、明晰权责界限，让教
育的归教育、家庭的归家庭，才能真正筑牢校园安全的根基，
托举起健康的教育生态。

护学岗争议背后
是家校关系的错位

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在拍照。（资料图）

□记者 侯国防 杜林波

“我们现在已攀爬到海拔 7000 米左右处，每到
一处都要花费几天时间做适应性训练，等身体状态
完全适应了，才能再继续攀爬……”5 月 19 日下午，
曾 3 次攀珠峰 2 次登顶的周口 90 后女性攀登者孙
宁告诉记者。

2019 年，孙宁成为河南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
2025 年五四青年节来临前，她第四次向珠峰发

起挑战。
是什么让她多次丈量 8848.86 米？
“河南人的性格特质就是厚道、坚韧、踏实。 就

像攀登珠峰，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只要坚持，终会
看见属于自己的‘第一’。 ”孙宁说。

首次登顶让孙宁兴奋不已
2012 年，大学毕业的周口姑娘孙宁开启毕业旅

行。 当她第一次远眺珠峰时，内心被这座世界最高
峰深深震撼，当即在微博立下誓言：“今生一定要登
顶，不管五年还是十年！ ”

此后，孙宁开启了漫长的准备，进行体能训练、
学习登山技巧，还不断挑战其他雪山积累经验。

“我从小喜欢画画，老师带着我们去写生，我很
喜欢大自然，喜欢徒步，后来慢慢开始登山。 ”在上
海开设艺术工作室的孙宁告诉记者，她攀登的第一
座雪山，是四姑娘山二峰（海拔 5276 米）。 当时有六
七人同行，但只有两人成功登顶，她便是其中一个。
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会去攀登雪山。

2018 年，登顶马纳斯鲁峰（海拔 8163 米，世界
第八高峰）时，孙宁有了尝试攀登珠峰的念头。

2019 年 5 月，孙宁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河南
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

3 次攀登 2 次登顶
2019 年成功登顶珠峰之后，孙宁对这座山峰的

感情愈发深厚。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海拔 8848.86 米，

北坡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境内，南坡在尼泊尔
境内。

2019 年、2023 年，孙宁两次从南坡顺利登顶。
“我一直想从北坡登顶珠峰，因为我了解过太

多中国登山队员攀登珠峰背后的故事。 ” 孙宁说，
1960 年，中国登山队员首次登顶珠峰，但没有留下
影像资料。 一直到 1975 年，时隔 15 年之后中国登
山队员才第二次登顶珠峰。 北坡登顶珠峰的背后，
夹杂着很多中国人真挚且复杂的情感。

因此，2021 年，孙宁早早地提交申请，期待着从
北坡登顶珠峰。

但事情并未得偿所愿。 在攀登至海拔 7300 米
处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攀登者们不得不下撤，放

弃登顶。
“当时我站在珠峰脚下的大本营，我说‘有一天

我还会来’。 ”这句话是孙宁对珠峰说的，也是对自
己说的。 没有不甘的怒吼，只有像雪山般沉静的笃
定。

今年 4 月， 孙宁再次来到西藏珠峰大本营，为
第四次攀登珠峰做准备。 “这也是为了完成 2021 年
未完成的事情。 ”她告诉记者。

“将珠峰的裂缝‘缝合’起来”
孙宁从事艺术工作，在艺术创作方面，珠峰成

为她的重要灵感来源。
采访中，孙宁告诉记者，有人以纪录片的形式，

将攀登珠峰的全过程，以全新的视角展现在世人眼
前；有人以照片的形式，展现珠峰奇景；有人以书写
的形式，记录关于珠峰的传奇故事。 每一个作品都
是拿命换来的。 “同样，我是以鲜花的方式，将珠峰
的裂缝‘缝合’起来。 ”孙宁说，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
作品，引发人们探讨珠峰对人生、对艺术的影响，以
及人类攀登珠峰的意义。

在孙宁近期发布的视频里， 她以雪山为背景，
在镜头前坚定地说道：“我出生于老子故里，我将带
着老子的智慧和老家人的朴实、坚韧冲顶。 我还想
对鹿邑的父老乡亲们说，我站得再高，也记得我的
根在哪儿。 ”

青年人要敢“做梦”
孙宁说， 每次登山或是在山上进行艺术创作，

她也会累到大哭。哭过之后，她总能“满血复活”。不
是因为她比别人更强大，而是她愿意面对那些脆弱
和不确定，并把它融入自己的作品里，变成攀登的
一部分。 在孙宁看来，所谓青年，一定是敢于提问、
敢于探索、敢于做梦、敢于在实践中找到自我方向
的人。 对于未来，孙宁有着清晰的计划。

“我想登‘7+2’（‘7+2’是指七大洲和南北两极
点）， 以这次攀登珠峰为起点， 去触摸七大洲最高
峰、徒步南北极。 ”孙宁说，“每个山峰都有独特的语
言，我想做的，是用艺术串联起这些自然与人文的
对话。 我希望把登山变成流动的艺术项目，比如在
乞力马扎罗探讨生物多样性，在南极用冰雪创作。 ”

“对于我来说， 珠峰的高度是 8848.86 米+N，
‘N’是我的精神高度。 ”孙宁说，“总有一天，我要站
在世界最高处！ ”

从冻到睫毛结冰的四姑娘山到珠峰顶的生死

考验，孙宁总会带着一面“老子故里·鹿邑”的旗帜
登顶。 在孙宁看来，真正的巅峰，不在云端，而在每
个敢于出发、勇于坚持的人心中。

登顶不是终点，是下次出发的起点。 这个来自
河南、来自周口的攀登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一
步一个脚印地积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90 后女性攀登者孙宁近照。（受访者供图） 孙宁在珠峰上展示五星红旗。（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