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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辽宁人、仗义东北人、中国
正能量……

昨日，本报关于“蛇博士”史静耸
飞越千里救人的新闻见报后引起各
方关注，截至昨晚 10时，据不完全统
计，各网络平台累计阅读量超300万，

“蛇博士”史静耸已经成为中国正能
量的代表。

网友评论认为，史静耸以一人之
力奔走于北京陕西两地，救人于危
难，是新时代正能量，其中科院博士
的身份正表明新时代的学者学以致
用、融入社会，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网友“7515476832470”说：“中国
正能量，应该评为见义勇为，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304医院，民航的支持也
是好样的！”此条评论获得 127 条回
复，点赞数为2.3万。

网友“鲨鱼 0210”说，危难之际，
不计报酬和危险，想方设法为素不相
识的人寻找救命血清，并千里迢迢亲
自前往，为患者送去救命药品。这种
大公无私、救人于水火的精神，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

“我还是习惯钻到深山老林去找
蛇、研究蛇，这些年在外多学习多积累，
日后回到家乡辽宁才能做出贡献。”面对
这突如其来的爆红，史静耸很不适应。

联合奖励“蛇博士”史静
耸10000元正能量奖金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关注到本
报报道后，第一时间为沈阳好青年史
静耸点赞，并决定联合本报奖励史静
耸 1万元正能量奖金，向为陌生人和
死神赛跑的他致敬。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史静耸
的颁奖词这样写道：为了一个素不相
识的伤者，他竭尽全力与死神展开赛
跑。生死 15小时，他学以致用，四处
奔走，反复沟通，不厌其烦……时间
就是生命，知识就是力量！在这场十
万火急的赛跑中，他笑到了最后，也
向无数人展示了知识和人性的美
好。集博学智慧、善良担当于一身，
这样的博士，必须奖！授予“蛇博士”
史静耸第295期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
正能量奖金 10000 元！奖励不是终
点。愿这个故事，能唤醒更多人对知
识的重视，对生命的敬畏。

从小喜欢蛇 为了
蛇他重新选择了专业

这个“蛇博士”史静耸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蛇博士？

昨日，本报记者再次专访史静
耸，解密这个“蛇博士”很多鲜为人知
的“荒岛求生”的惊险故事。

一般年轻人拍照背景都是建筑
风景之类的，但史静耸这个90后的年

轻人展示给我们的每一张照片都是
他与蛇为伴。

他从小喜欢动物，但接触蛇还是
在大学期间。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偶
然的机会他登上了大连蛇岛，爱上了
这种神秘生物，之后在蛇岛保护区担
当志愿者，经常在岛上一住就是两周。

每种蛇的分布有多广？不同种
类的蛇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带
着这些问题，他考取了沈阳师范大学
的动物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专
门研究蝮蛇。

在本科和硕士期间，他先后去了
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河北、陕
西、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山东
……几乎踏遍了三北地区，寻找全国
各地的蝮蛇，最终重新修订了三北地
区的蝮蛇种类。

经常在孤岛上演现
实版“荒岛求生”

因为蛇多数都生活在人迹罕至的
荒野孤岛，所以，史静耸的科考过程常
常上演孤岛求生这类现实版电影。

江苏连云港墟沟镇有个叫做西墅
村的小渔村，村北的黄海里有一座面
积只有0.14平方公里的小岛，因岛上
蝮蛇较多，被称为“蛇岛”。有一年，史
静耸与一位好友前往这个小岛寻蛇。

“上岛的过程就非常惊险，因为
没有渡船，我们自制一个简易泡沫筏
泅渡过去，几次被大浪拍得差点翻
船，还被洋流冲得偏离路线，如果被
冲走就会进入别的水域，非常危险。
最后我们被当地一个渔船‘捡’起来
送到了岛上。”史静耸说，上岛后他们
因为在水里时拼命划水已经累瘫了。

岛上没有饮用水，没有电源，生
活相当原始，他们用岛上的木材生
火，用带来的锅煮面和自己挖的贝壳
吃，自己搭帐篷住，每天严格限定饮
用水一人 2 瓶。好在岛上有个防空
洞，洞里有一些看起来很清澈的积水

（淡水），不能喝，但是可以盛来擦澡。
“在岛上，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

‘网瘾’，虽然偶尔会从对岸飘过来一
丝移动信号，但是没有电源，一旦我
们带来的充电宝耗尽了，也就再无途
径与岸上联络了。”于是，史静耸在上

岛前，就与外界约定每天 7:00到 7:30
作为“联络时间”。除此之外，若无急
事，手机保持关闭。

在多年的科考过程中，史静耸遇
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地理位置
偏僻，路难走、气候不适应，但最严重
的就是高原反应，眼睛、头都很疼，走
几步就上不来气。

“就连一直蝴蝶飞过去，都追不
上。”因为海拔高，史静耸的笔记本电
脑屏幕受气压影响都炸裂了。

还有一次，史静耸趴在地上，拿
着相机对着一条蛇拍了又拍，浑然不
知自己的脖颈、手臂已经在高原强烈
的紫外线下暴露了好几个小时，直到
太阳落山，才开始感觉到大片的刺
痛，不过已经迟了——接下来几天，

“曝光”处由痛变痒，最后竟像蛇蜕皮
一样，完全剥落了。

在青海三江源发现新
物种 命名“红斑高山蝮”

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史
静耸在人烟稀少的青海三江源地区
发现了新物种。

史静耸硕士期间的研究课题就
是中国北方蝮蛇的系统分类，为这
个，他几乎踏遍了祖国三北地区的各
个省份，去寻找各种蝮蛇。

这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天
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还要
有足够的运气——毕竟蛇是一种“神
出鬼没”的动物，就算所有客观条件
都满足，也还是要看它们是否有心情
出来晒个太阳。

所以几年来，史静耸在野外找
蛇，空手而归也是家常便饭。反过
来，如果侥幸碰到蝮蛇，哪怕是柏油
路上被车压成饼的，也足够让他得意
一阵子——毕竟还能提取点儿 DNA
做研究用。

2017年，史静耸在青海三江源进
行科考，“在连日来的缺氧、头胀、眼
痛等高原反应的折磨下，此时我几乎
已经萎靡，脚步也摇摇欲坠，猛然间，
我瞥见浅草掩盖下的碎石间露出一
团火焰——那是一条笔杆粗细、鲜红
色的小蛇，我顿时来了电，疲惫感一
扫而空，激动得连自己‘扑通扑通’的
心跳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史静耸就
在那次发现了一个蝮蛇的新物种，并
为其命名为“红斑高山蝮”，作为该物
种的研究者之一，他对蛇类的探索填
补了中国蛇类研究的空白。

一年以后，几经修改，史静耸终
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英语论文，向
世界介绍这种美丽的蝮蛇。至此，他
也终于拥有了自己“名下”的第一个
新物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
冬梅 吉向前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蛇博士”1万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靳丹报道 出租车后座上遗落一
个银行袋，定睛一看里面是成捆的现
金……

7月1日下午4时许，沈阳出租车
司机马明见到这个场景的第一反应
是快速找失主，他猜测是刚下车的乘
客遗落的东西，原地等了15分钟也没
人来找，他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失
主。“将心比心，这么多钱，谁丢了都
会着急上火。”

昨日好消息传来，失主找到了，
今日双方见面。

马明介绍，当日下午 3 时 30 分
许，他拉了一名男性乘客，从民航西
门到七二四地区下车，当时男乘客坐
在后座右侧，途中男乘客问马明“车
上可以吸烟吗”，马明表示，当时车上
开着空调，他和乘客说，“你要是吸烟
就把车窗户打开”。

男乘客到达下车地点后现金支
付了车费，27 元，男乘客下车后，马
明找到停车位置下车将车窗户关
闭，此时他发现后座上有一个银行
袋子，还是开口的，他一看里面是五
捆百元现金，他猜测可能是前一个

乘客落下的。
马明将车开回男子下车地点等

乘客过来寻找，等了约15分钟没人来
找，“当时我想这么多钱，如果乘客发
现钱丢了一定马上返回下车地点找
我，可等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乘客过
来找，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把钱先保
管好，并将此事上报给公司，然后继
续拉活。”

一直等到当晚，马明也没得到任
何信息，马明着急了，“这么多钱，而
且还是成捆的，一看就是从银行刚取
出来的，失主得多着急，我连夜开始

求助媒体帮忙。”
马明做出租车司机17年，这些年

也捡过很多次东西，但还是第一次捡
到这么大数额的现金，当晚，马明通
过一些媒体发出了寻找失主的信息，
马明等了一晚都没有失主回信，“这
一晚上我都没太睡好，就怕失主给我
打电话听不到。”

这些钱对于马明来说并不是小
钱，“钱要取之有道，不是咱的钱不能
要，自己挣钱花得踏实，无论乘客遗
落任何东西我都会如数归还。”

第二天，马明接到公安机关打

来的电话，失主找到了，但失主由于
身体原因不太方便，会尽快到马明
所在的富文出租车公司将钱取走。

“家属要过来取钱，可如果本人不过
来我无法确定钱是否是那位乘客
的，这么多钱，为了对失主负责，需
要 双 方 本 人 及警方在场交接了此
事。”马明表示。

失主的亲属表示，他们通过警方
找到了出租车司机，“没想到他也一
直在找我们，我们家属特别感谢这位
司机，但现在有些事赶不过去，为我
们沈阳这位拾金不昧的司机点赞。”

为给5万元现金找主人 好的哥急得一宿没睡着

本报报道见报后，人民网、新
华网、央视网、腾讯网等媒体给予
转载，据不完全统计，全网转载和
阅读量超千万。辽沈晚报今日头
条阅读量“秒增”，截至昨日下午4
时 30分许，阅读量高达 216万，评
论 1.2万多条，创近两年来阅读量
和评论数新高。

网友评论认为，史静耸以一
人之力奔走北京、陕西两地，救人
于危难，是新时代正能量，其中科
院博士的身份正表明新时代的学
者学以致用、融入社会，是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

网友“7515476832470”说：“中
国正能量，应该评为见义勇为，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304 医院、民航
的支持也是好样的！”

此条评论获得127条回复，点
赞数为2.3万。

网友“家中有虎 198”回顾了
上世纪“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事件，认为史静耸的行为和那次
事件类似，“半个世纪过去了，也
是为了救人一命，史静耸一个人
东求西唤，奔走呼号，忙碌了一天
多终于挽命于垂悬之中。这种担
当、这种热情，在新的时代彰显了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会让
中华大地生情飞泪。”

网友“鲨鱼 0210”说：危难之
际，不计报酬和危险，想方设法为
素不相识的人寻找救命血清，并
千里迢迢亲自前往，为患者送去
救命药品。不图名、不图利，只图
学以致用为民谋福。这种大公无
私、救人于水火的精神，是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这位年
轻人，是值得学习和敬佩的中华
好儿女！为这位救人性命的年轻
人点赞。

报道反响

学以致用
救人于危难
是新时代的正能量

荒岛科考时生火做饭。当事人供图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云哥”对蛇很有研究。 当事人供图

“蛇博士”常在孤岛上演“荒岛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