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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困难和人生逆境，她选择直面“大山”

陈斯雅出生在汉阴县城关镇，这里重峦叠嶂，绵延起
伏。 虽然她记不清第一次爬山是几岁，爬的是哪座山，但家
乡陕南出门见山、抬头见山，“爬山的时候，看到山离我很
近，可当我真正走进去，才发现山的高度和广度。 ”陈斯雅
说，自小她就对山有着特殊的眷恋。

陈斯雅父亲去世较早，她的妈妈说：“那会儿都忙于生
计，没有过多关注孩子的学习、成长 ，每天都是她自己上
学、放学，然后做作业，很小就学会了独立，一个人干自己
喜欢的事。 ”

2016 年，30 岁的陈斯雅遇到她人生第一次逆境———
很多烦心事、困难事、麻烦事交织在一起，让她一时不知所
措。 为突破自己，她选择向“大山”要答案，频繁往返于西安
市区与大秦岭终南山之间。

“因为山里没有人来人往的喧嚣， 没有车水马龙的繁
华，有的只是山风做伴的宁静。 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内心
的平静，在平静中思考人生的方向，让我慢慢找回了自信，
也找回了真实的自我。 ”自那时起，陈斯雅喜欢上了登山，
“每个人从中汲取到的能量都不尽相同，对我而言，正是秦
岭接纳了低谷时的自己，让我从此有了不断攀向更高峰的
勇气和梦想。 ”

2018 年，陈斯雅第一次一个人开车，从西安出发前往
数千公里外的西藏， 只为看一眼心之所往的珠穆朗玛峰。
在珠峰脚下，她抬头仰望巍峨的珠峰，心中充满了敬畏和
向往，这座世界之巅，就像她人生的目标，必须要去攀登，
站上世界之巅，俯瞰祖国，俯瞰家乡。 那一刻，登顶珠峰的
种子就埋进了她的心里。

从秦岭走向珠峰，她足足准备了七年

攀登珠穆朗玛峰，为实现这一目标，陈斯雅足足准备
了七年。

登珠峰不仅需要大量的金钱， 还需要强健的体魄，陈
斯雅对自己的目标有着清晰的规划。

这些年，她的生活像是拧紧的弦，攒钱、训练、学习户
外知识成为她生活的主旋律，周内跑步撸铁，周末去城市
周边爬山，遇到长假就前往高原活动，以适应未来可能遭
遇的高原反应和恶劣天气及高强度的体力输出。 从西安周
边的经典户外徒步线路，到中山峰、小贡嘎、那玛峰、乌库
楚、四姑娘山……2020 年开始，陈斯雅一共爬过 7 座颇具
难度的山峰。

“人嘛，不能太贪心，有舍才有得，有得也必有舍。 ”随
着攀爬高度的不断增加， 陈斯雅对登山运动也越来越投
入，从都市丽人到“山野浪人”的转变，让她放弃了爬山、家
庭、工作以外的所有圈子，同时也放弃了美甲、美容、美食
这些同龄人热衷的消费和休闲，她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

入到让自己变得更强健更有耐力上。 长时间的自律以及准
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让她的梦想屡屡变得遥
不可及，很多时候她都想过放弃，但她明白这是她圆梦路
上必须付出的代价，每每到此，她就勇敢地面对，选择继续
前进。

“沉默和忍耐是我坚守自己的最后的方式， 工作太忙
就早起加练，资金不够就不乱花钱，信心不足就寻找方式
勉励自己。 ”陈斯雅说：“五年不行我就十年，只要还能坚
持，说不定我就成功了。 ”

登珠峰遭风雪考验，她坚毅勇敢向前

2024 年 5 月 11 日晚上 10 点，随着太平洋与印度洋的
气流汇合交换，珠峰迎来了爬山窗口期。

这一天，山顶无风，是最适合登顶的日子，陈斯雅所在
的登山小队选择在此刻登顶。

早在一个月前，陈斯雅与她的队友一行就抵达尼泊尔
加德满都，开始了长达 10 天的徒步拉练，让身体适应海拔
升高的同时，向珠峰大本营前进。 到达大本营后，队员们又
在四个前进营地不停地训练，以等待窗口期的到来。 尽管
每一次训练，陈斯雅十分努力，可她依然觉得这些年的准
备还是显得不太够用。

“珠峰天气非常恶劣， 我们队长随时都有可能下命令
让我们下撤，有些队友的手全都冻黑了。 ”陈斯雅记得登山
的整个过程一直是大风暴雪天气，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四十
度，风力五到六级，风雪横飞把人的眼睛都堵住了，面罩都
冻到脸上了。 越向上越艰难，空气稀薄，体力匮乏，沿途有
队友因各种原因放弃了。

恶劣的天气，让陈斯雅几度在放弃的边缘摇摆。 “我的
信念和目标告诉我，必须坚持下去，放弃就意味着失败。 ”
陈斯雅说。

靠着这一信念，陈斯雅顺着路绳，一点一点向上爬。 5
月 12 日中午 12 点 20 分，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拼搏，她坚持
下来了，终于登上了“世界之巅”，那一刻，她与珠峰融为一
体，成为这座世界之巅的一部分。 她深吸一口气，将这份向
往和信念深深地刻在心中。 她知道，这将是她一生中最难
忘的经历，也是她不断追求梦想的动力。

如她所说，太难了！ 这期间的故事太多了。 登山过程
中，陈斯雅氧气面罩遭遇冰冻堵住，导致长时间氧气不足；
下山时，路绳无法使用速降器，只能一点点下降，遭遇几次
滑坠，差点没命。

采访中，陈斯雅一直在咳嗽，声音很虚弱，高原反应也
还没有缓过来，对于成功登顶，她最想与大家分享的就两
个字：坚持！ 她说，一个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因
为有热爱才有追求，有追求才有梦想，有了热爱才有面对
困难的勇气，才有解决问题的智慧，才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才有梦想成真的明天！

他笔下的世界， 有悠然见南山
的乡村生活， 也有荡气回肠的英雄
气概。他以艺术形式展现人间百态、
世情冷暖。 他就是用真诚记录生活
的艺术家———操世双。

初夏的岚皋四季镇， 天空湛蓝
如洗。阳光耀眼的午后，操世双坐在
颐柳楼一楼的咖啡书吧里喝茶看
书。今年 48 岁的操世双是南宫山镇
溢河村人， 较早在县城经营一家摩
托车店， 二十年的潜心经营让他积
攒了一些积蓄， 便想关掉店铺做自
己真正热爱的事。

“其实我真正的爱好就是搞艺
术， 卖摩托车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
枯燥的。 ”操世双说，十多年来，他经
常一个人到河滩捡石头， 到山上找
树根， 去市场淘自己喜欢的根雕奇
石。

“我有个朋友是一个学校的美
术老师，他喜欢做根艺根雕，跟着去
看了两次后就感觉很有意思。 ”操世
双回忆道。

2019 年 ，经过深思熟虑 ，操世
双关闭了摩托车店， 选择在四季镇
杨家院子建起了自己一直想要打造
的民宿和艺术收藏馆———颐柳楼 。
二楼用来经营民宿， 一楼则是他的
个人收藏馆。 目前， 他收藏有奇石
800 余块、根雕 400 余只。

“玩石头、玩艺术不一样，你可
以尽情地将你的喜怒哀乐都展现其
中，也可以发泄其中，确实很快乐。 ”
操世双说道。

除了收藏外， 操世双最喜欢的
就是写诗。 最开始他只是写写打油
诗，后来经过学习和请教前辈，逐渐
摸到了门路，作品风格、韵味表现出
独有的个性色彩。

2012 年之后，操世双先后应邀
成了岚皋县作家协会会员、 安康市
诗词学会会员和陕西省诗词协会会
员。 2018 年，他用笔名“岚谷雄鹰”
在《陕西诗词》杂志上发表了诗词作
品《琴》《棋》《画》《渔》。

“我喜欢古诗词的含蓄和美，写
诗时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你的心境
展现在文字里面， 能让人家体会到
你是高兴或者是忧伤， 而你自己又
能释怀。 ”操世双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021 年，
操世双决定把颐柳楼打造成可以供
文人们一起创作的场所， 将一楼改
造成咖啡书屋，收集了 1600 余本书
籍供来这里的客人阅读。

“我自己关起门来玩，不如大家
一起玩。岚皋是旅游城市，我也想为
岚皋的旅游事业尽一份力。 ”操世双
如是说。

如今，操世双已经写了 5000 余
首诗，其作品多次发表于《中华诗词
文库》《文化艺术报》《中华诗词》《陕
西诗词》等刊物。

“未来我会不停地写下去，也不
是想去成名，只是用最简单的文字、
最朴实的语言、最真诚的心，去记录
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操世双说。

本报讯（通讯员 王利 王琪）石泉县朱鹮保
护协会近日在开展朱鹮种群普查登记时， 偶遇
一只猫头鹰幼崽遭其他鸟攻击受伤， 于是将其
带回救治。

当天， 石泉县朱鹮保护协会会长陈绪旺一
行，在两河镇观察朱鹮时，突然听到不同寻常的
鸟类啼叫声，陈绪旺循声前往查看，发现一只猫
头鹰幼崽正被两只“入侵者”攻击。

“走过去一看，发现一只小猫头鹰，在妈妈
的带领下正在学习试飞。 有两只个头较大的黑
尾鹃，就去啄这个小猫头鹰，小猫头鹰从树上掉
了下来。 ”陈绪旺介绍。

陈绪旺赶忙走过去寻找， 走近后他发现掉
落的猫头鹰幼崽受伤严重，翅膀流血不止，已经
飞不起来了。 如果不进行及时救治，它很有可能
会死在野外。 于是，陈绪旺第一时间联系到当地
的林业部门，并决定暂时领养这只小猫头鹰。

陈绪旺将受伤的猫头鹰幼崽带回后， 及时
给伤口做消毒处理， 并找来新鲜的小鱼小虾喂
食。 只见这只猫头鹰幼崽眼似铜铃，爪子细尖，
羽毛蓬松， 显得格外呆萌可爱， 虽然翅膀受了
伤，但好在胃口还不错，伤势恢复较快。

“你看它正在吃东西，胃口还比价好，就是
翅膀受伤这一块还没有恢复， 估计得一个周左

右看伤口能否完全愈合， 那时再将这只小猫头
鹰放归大自然。 ” 陈绪旺精心养护着这只猫头
鹰。

据了解，猫头鹰也叫枭，属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主要以鼠类为食，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重
要鸟类。 五六月份正值猫头鹰的繁殖期，常有猫
头鹰幼崽在练习飞行时跌落。

“当下正是鸟类的一个育雏期，如果大家在
平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发现有需要救助的野
生动物， 第一时间和当地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
取得联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维护我们美丽
的生态环境。 ”陈绪旺呼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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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受伤 石泉朱鹮保护协会暖心救助

“我很喜欢爬山，我就想去世界上最高的那座山看一眼。 ”2024 年 5 月 12 日，37 岁的安康汉阴籍登山家陈斯
雅终于如愿以偿登顶珠穆朗玛峰，这也是安康登上珠峰的第一人。

“那一刻，我哭了，真的太不容易了……”身高 1.6 米、体重 45 公斤的陈斯雅，成功登上海拔 8848 米的“世界
之巅”，她忍不住热泪泉涌，直到向导提醒她说：“不能哭，会缺氧。 ”她才忍住泪水，摘下氧气罩和手套，艰难地展
开五星红旗和“中国·安康”字样的横幅，送上自己的祝福。

本报讯（通讯员 邹益山）住宅小区是居民
生活的主要空间， 是城市管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要内容。 为破解物业管理中的难点痛点问
题，提升辖区居民生活品质，近日，市住建局举
行中心城区试点小区物业提升现场观摩活动。

参加活动人员先后来到高新区博元幸福城
小区、福临新居小区、汉滨区明珠花园小区、长
兴国际广场小区、水电总厂小区进行现场观摩，
重点学习观摩了小区党建联建、红色物业、智慧
物业、网格化管理等先进经验。

观摩结束后， 随即召开了安康中心城区物

业提升年暨试点小区建设工作推进会。 会上，演
示了“安宜物业”智慧平台建设，通报了中心城
区物业提升暨试点小区建设工作情况， 街道社
区和物业公司负责人围绕党建引领红色物业服
务管理开展情况进行了交流， 并就当前小区治
理及红色物业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进行探讨
研究、思想碰撞，真正做到对标先进、寻找差距、
补足短板。 大家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开拓了思
路、明确了方向，在今后的物业工作服务中，将
精进服务细节，勇于创新举措，把物业服务水平
推向新高度。

据了解， 随着中心城区物业服务提升年活
动的推进，我市全面贯彻《安康市物业服务与管
理条例》，深入落实党建铸魂建组织、三化治理
树标杆、 常态经营提质效的物业服务管理新格
局工作要求。 从城市精细化管理、老百姓满意度
入手，完善物业服务监管、深化社区物业党建联
建等工作细则，建立物业“五同”工作机制，因地
制宜、点面结合，推动物业服务制度化、规范化、
精细化发展，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市住建局举行试点小区物业提升观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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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8848.86 米，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
度；1.6 米，安康汉阴籍登山家陈斯雅的身高。 以 1.6 米
的身躯，丈量世界屋脊的高度，陈斯雅的成功登顶，不仅
仅是一次成功的攀登， 也是一次身体与精神上的洗礼，
更是一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精神内涵的写照。

珠峰攀登之难，在于其缺氧、严寒、暴风雪等极端恶
劣环境，每一步都考验着登山者的体力和意志。然而，正
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陈斯雅没有退缩，没有放弃，凭借顽
强的毅力和勇气，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前进。 她的身体
或许娇小，但内心的力量却无比强大，她用实际行动站
上世界之巅向祖国问好，向家乡祈福，是想告诉我们，只
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她的行动也提醒着我们，不要
轻视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个体，因为他们都有可能爆发出
惊人的力量。 每一个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人，都在为我

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增添着光彩。
珠穆朗玛峰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中国精神高峰的映

照。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
但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 不断地追求进步和发
展，这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斗志凝结出的中国精神，
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的宝贵财富，是我
们战胜困难、迎接挑战的强大动力。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机遇与挑战并存，特别是在历经
经济全面复苏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更多像陈斯雅一样
的榜样，激励着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力量，在面对困难和
挑战时，有勇气去突破，有毅力去坚持，有信心去攀登属
于自己的“珠峰”。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以坚韧
不拔的精神，不断挑战自己，坚定地迈出每一步，为实现
国家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孙妙鸿 卜昊天

陈陈斯斯雅雅登登顶顶珠珠峰峰展展开开““中中国国··安安康康””横横幅幅

陈陈斯斯雅雅攀攀爬爬珠珠峰峰

爬爬山山是是陈陈斯斯雅雅最最热热衷衷的的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