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阿里巴巴平台上的产品信息、
在各类经营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工厂生产
的棺材图片资料、对接联络客户合作意
向……4月5日，清明时节，来自山东菏
泽曹县的刘女士和平日里一样忙碌着，
在县城做着外贸生意，把棺材卖到欧
洲。“或许很多人都很避讳谈及死亡，但
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棺材和大家道别。”

据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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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 1200 公里无人区，给天
文设备做“体检”

南极在普通人眼中是一片冰雪覆盖的极
致美景，可在科学家眼中，这是一片天文学研
究的“圣地”。南极内陆的高原，是国际公认
的地球上最好的天文观测台址之一。漫长极
夜可以连续 24小时不间断观测，清洁、稳定、
干燥的大气，可以保证对天体的观测更加清
晰。至今，陈超仍然记得成为南极科考队备选
队员时的心情，“非常激动、非常有幸，成为备
选就能参加国内的高原训练，后面就有机会去
南极了。”后来，他两次赴青藏高原参加训练，
终于在2024年11月作为中国第41次南极考
察队员随队奔赴南极。

中山站位于南极沿海，是科考队在南极落
脚的第一站，在这里科考队员们将各种物资从
船上卸下，其中就包括多种天文望远镜的配
件。陈超此次科考的任务包括昆仑站南极巡
天望远镜（AST3-2）、近红外望远镜的维护升
级，极端环境下望远镜关键技术实验，天文设
备能源供应舱及仪器舱维护，以及中山站

310mm口径望远镜安装调试等工作。
昆仑站距离中山站有1200公里，位于内

陆的冰穹A地区，这里是南极内陆冰盖最高
点，海拔达到4000多米。“雪地非常颠簸，车队
开不快，正常情况下速度只有12公里/小时。
如果遇上风吹雪，眼前就白茫茫一片，视野很
差，车队还得减速。”陈超介绍，奔赴昆仑站他
们用了 20 天时间，在那里完成工作又花 20
天，最后返程也要20天。这一路上都是无人
区，车辆拉着集装箱大小的乘员舱，6 人一
间。还有一个生活舱，其实就是厨房+餐厅，
是大家做饭用餐的地方。

零下 30摄氏度，这是南极内
陆难得的“好天气”

这一路上，陈超既好奇，又紧张。遇上风
吹雪时，视野受阻，他紧握方向盘，手心沁出
汗珠。看到壮丽的日环覆盖大半个天穹，他与
队友们一起惊呼。想起昆仑站的设备，他又会
在心中盘算，自己所带的备用件是否足够维
护。好在有惊无险，他们顺利抵达了昆仑站，
他立即投入工作中。

“南极每年气候最好的时间，就是 1 月
份。这时候气温高，大概有零下 30摄氏度。
我们要赶在这20天的窗口期完成工作，趁着
降温前撤离昆仑站。”陈超口中的“好天气”，
在普通人眼中仍然是恶劣无比。首先，高原上
空气稀薄，穿着厚重的“企鹅服”工作，走上几
步就会喘起来。同时，南极日照强烈，紫外线
足以灼伤皮肤，几天下来每个队员都是鼻头皴
裂。同时，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仍要注意防
寒，设备维护时常要脱下手套做一些精细操
作，稍不注意就会冻伤。陈超说：“皮肤接触
到金属件，我都分不出是烫还是凉，非常刺
骨，要赶紧戴上手套回温。”

在昆仑站期间，南极是完全极昼的状态，
太阳24小时不会落下。每天早上起床，陈超
望着空中高悬的烈日，总会有些不适应，工作
到了晚上，太阳依旧悬着，他又总忙得忘记休
息。这种“全日没夜”的工作状态，让陈超忘
我投入，忘记了孤独、想家，每天心心念念都
是“窗口期内工作必须完成”。

在天文望远镜的维护过程中，会不断发
现各种问题，这对科考队员的技术是个考
验。陈超介绍：“不管带多少备用件，总不可

能实现 100%覆盖。大件都会带上，但小件
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就
要跟机械师沟通，寻找合适的材料做改造替
换。”

每天能看到落日感觉很美好
从昆仑站回到中山站，陈超好好洗了个

热水澡，望着海边蹒跚移动的企鹅，感觉像
是换了一个世界。陈超说：“无论是路途上，
还是在昆仑站，用水都很麻烦。要铲雪烧
水，所以只能偶尔洗个头，基本不会洗澡。
在内陆也没有动植物，所以回到南极沿海看
到企鹅和各种海鸟，会有种恍若隔世的感
觉。”连着几个月没看到落日，在返回国内前
夕，中山站终于每天能看到一两个小时的落
日，陈超感觉分外美好。此次南极天文科考
任务圆满完成，昆仑站的望远镜和设备经过全
面“体检”，都工作正常，望远镜的观测能力也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中山站新建的天文望远
镜已经开展观测任务。回望这段时间的科考，
陈超觉得很忙、很累，但也非常充实，和伙伴
们一起拼搏、为国科考是人生中难以忘怀的
经历。

从教育行业离职卖棺材
工厂每年出口3万～4万套至欧洲

刘女士原本在家乡的一所小学当老师，
2023年，她决心转行，挑战另一种人生。刘
女士介绍，菏泽是中国著名的“桐木之乡”，
有着非常多的木制品加工厂。

“我想着若成为外贸业务员，完成了业
绩有提成，干得好的话薪资应该很可观。”刘
女士听做外贸的朋友介绍，还能有机会去参
加各类展会拓展视野。“我就很想去试试。”

然而，刘女士没想到的是，第一个向她
抛出橄榄枝的是一家棺材厂。“老板说，做外
贸选对行业很重要，人人都需要棺材，它不
是快消品。”面试时，老板带刘女士参观了棺
材生产车间，有人在做原木切割，有人专注
于雕刻，还有人负责喷漆。

刘女士了解到，相较于欧洲市场棺材为
1100—2100 美元的高昂售价，山东菏泽生
产的棺材凭借 90—150 美元的亲民价格展
现出显著竞争力。当地采用泡桐木等经济
型木材的生产工艺，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有效
控制成本，形成独特的市场优势。

刘女士介绍，她所在的工厂，是菏泽当
地做欧洲市场最大的工厂。每年出口到欧
洲的棺材为3万到4万套。刘女士回忆，在
参观棺材生产车间时，她并没有感受到压迫
和恐惧，反而在问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份工
作？“其实这份工作门槛不高，需要会一些基
础英语。”刘女士注意到，工厂的业务员都比
较年轻。“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们创新能力

要强一些，也非常适合在社交媒体上运营产
品。”刘女士说道。

棺材出口也分“淡旺季”
大多订单来自“回头客”

入职后，第一个难住刘女士的不是语言
障碍，而是没有客户难以开单。她发现，棺
材出口也分“淡季”和“旺季”。每年七八月
是销售淡季，从10月至次年4月，订单进入
旺季，工厂每月可售出 3000 至 4000 套棺
材。

刘女士有一年的时间都没有订单，每个
月拿着3000元的底薪，她一度怀疑自己，究
竟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运气？她介绍，工厂
的订单大多来自“回头客”，而新客户的开发
周期非常长，她会先把产品目录发给潜在客
户，他们挑选出喜欢的产品后再沟通具体的
细节，比如雕刻木板的厚度，需不需要把手
和内衬等配件。“可能通过邮件，和对方沟通
了几个月后，就没有下文了，但也有可能再
过几个月他又回来继续咨询一些问题。”

“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客户，是最快和我
成交业务的。”刘女士介绍，这位在意大利有
殡仪馆的客户令她印象深刻，客户原本计划
到菏泽买板材，运到罗马尼亚后自行加工成
棺材，来到菏泽发现刘女士所在的棺材工厂
有一批库存要处理，直接就把库存买走了。

“从联系我们到下单，不到一个月时间，至今
回想起来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有人问刘女士，作为女生卖棺材，会不
会感到害怕？刘女士回答道：“死亡是每个
人都要经历的。”在她心中，早已消解了对死

亡的恐惧，她会在网上学习欧洲的礼仪，了
解当地的殡葬风俗，熟悉行业知识和技能，
更精准了解客户需求，提供完善的产品服
务。

出口棺材多使用桐木
曹县年采伐4万多方泡桐树

刘女士解释道，因为出口到国外的棺材
基本上使用的都是桐木。而曹县被誉为“中
国泡桐加工之乡”，全县共有泡桐树 300万
株，年采伐量达4万多方，因而也和日本棺
材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山东，自古以来
就有厚葬文化，地处鲁西南的曹县，则一直
都是棺材的主产地之一。早至宋朝，曹县生
产的棺材就已在中原地区赫赫有名，当地人
把做棺材称为“做喜活”，很多匠人家族都有
祖传的绝活。曹县是全国最大的桐木加工
生产基地、出口创汇基地和集散中心，2017
年更是被中国林产工业协会评为“中国木艺
之都”。截至2023年年底官方数据统计，全
县各类木制品加工企业 6500 多家、规模以
上企业291家，木材加工专业镇8个、专业村
136个，个体加工户2万余户。

2017年12月，日本的一档节目《不可思
议的世界》曾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挖掘哪些
日本人常使用的产品是中国制造的。据中
国新闻社援引节目内容，节目组来到山东省
菏泽市，并且给出了一组数据：日本市场上9
成的棺材，都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
的。而随着日本市场趋于饱和，当地殡葬企
业亦把目光投向欧洲。

小伙穿越南极无人区守护“中国星眼”

女教师改行卖棺材，已消除对死亡的恐惧

陈超维护天文望远镜 受访对象供图

最近，陈超从南极回来
了，身边的朋友们很羡慕。
圈外人羡慕他去了趟南极，
可以领略极致风光；圈内人
则是羡慕他有参加南极科考
队的机会，在科研上更进一
步。1997年出生的陈超，是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
术研究所（简称“南京天光
所”）的博士研究生。他去年
11月出发，参加了中国第41
次南极科学考察，主要负责
给南极昆仑站的天文望远镜
做“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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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抵达昆仑站

刘女士 图片据封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