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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谈及工作创新，邵元荣显得特别

谦虚，“我觉得我的工作不是什么高、
大、精、专的，船员朋友们对我们服务
的要求每天都在提高，能不断满足他
们的要求就是在创新。”2007年，在船
员办证业务的基础上，舟山海事局组
织成立了以邵元荣为核心的船员服
务小组，开通了“邵老师热线”。

2012 年“邵老师热线”升级为
“邵老师热线工作室”，舟山海事局
专门设立了办公场所，现场咨询受
理和审批、船员接待、热线回复、法

规宣传、船员权益维护、投诉等相
关业务也纳入工作室的日常。2014
年底工作室再升级，“邵老师工作
室”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营，随
后推出的《邵老师热线 100 问》、《邵
老师工作室船员服务手册》都受到
广大船员的热烈欢迎。

在工作室“坐诊”式服务的基础
上，主动“出诊”的模式也在一次次
尝试中成型。家住外岛的船员信息

采集、证件办理不便，邵元荣带领
工作室成员根据工作安排，定期开
展“邵老师与您面对面”大型咨询
活动和“进岛入企上船”“海事服务
进校园”“周末预约服务”等系列服
务，桃花岛、岱山岛、嵊泗列岛，都
留下了工作室的足迹。

2017 年“邵老师热线”开通十
年，许多船员朋友纷纷在微信公众
号留言，“从来没有遇到过像邵老

师这样认真负责的人。”“感谢邵老
师多次给我解答疑惑，让我顺利上
船工作。”“祝邵老师工作室各位老
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要说接下来还要做哪些工作，
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创新就是把
每件事做到位，服务是没有止境
的，我们做得更好就是在创新。”邵
元荣对于“创新”的理解有些执拗，
他坚信“我们做得好，船员会记住；
我们做得差，他们会记得更牢。”这
份对工作的执着，或许正是船员们
如此爱戴他的原因。

邵元荣：船员服务贴心人
□ 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讯员 孙正淳

“您好，这里是邵老师热线，请问有什
么可以帮您的吗？”“邵老师你好，我想问
一下，海事版两年制健康证可以延迟 3 个
月吗？”……

这是舟山海事局“邵老师热线工作室”
热线电话中几乎每天发生的对话。这一通
通电话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员们，而他们口
中的“邵老师”，指的是舟山海事局“邵老
师工作室”的负责人——邵元荣。

现年 52 岁的邵元荣从事船员业务政务
受理已有十几个年头，几乎所有舟山籍的
船员都与他打过交道。十余年来，“服务热
心”“答疑耐心”“做事细心”“业务知识烂
熟于心”是船员群体中流传的对邵元荣的
评价。邵元荣曾先后获得“交通系统劳动
模范”、海事系统“十大人民满意执法官”
和“浙江省直属机关创先争优闪光言行之
星”等多项殊荣。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受理员，是广大船
员朋友们的‘服务员’，船员满意就是最好
的服务。”邵元荣说。

凭优质服务赢船员盛赞提起邵元荣，认识他的船员没有
人不竖大拇指的。“规范”“高效”“专
业”“贴心”，船员们还能想出更多的
词语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邵老师。
十余年来，邵元荣始终秉承“对所有
船员一视同仁，把船员当作亲人”的
理念，他不止一次提到过“船员满意
就是最好的服务”。

船员服务听起来简单，实则不
然。船员将会遇到考试、培训、证书
办理、任解职、劳资纠纷等各类问
题，每一名船员的诉求也有所不同，

“特殊情况”时常出现。不论船员遇
到什么问题。邵元荣都会耐心讲
解、引导，亲自帮他们解决困难。船
员着急，邵元荣心里比他们更急。

“船员的事没有小事。今天的
事我们拖到明天办，他们就有可能
上不了船、开不了工、赚不到钱、吃
不上饭。”为了让每一位前来办理
业务、咨询问题的船员都满意，加

班加点，多跑多干对邵元荣来说是
常有的事。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有一
摞摞的船员证书等待信息核对，

“邵老师工作室”的平台上总是不
断有船员提出新的问题，桌上的电
话和手机总是频繁地响起。但无论
何时，不管多忙，有船员前来咨询，
他都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儿，热心接
待、细心解答，船员们每次皱眉而

来，都能展颜而归。
参加了最近一期培训合格证知

识更新考试的徐家豪，苦于找不到
查询成绩的入口，只好把电话打给

“邵老师”。邵元荣仔细询问了他
的证件号码、考试批次后将查询结
果转告徐家豪，末了还不忘加一句

“祝贺你。”舟山东方船员服务有限
公司的申报员张斌和邵元荣是“老
相识”了，“业务很专业，对待每一
个船员都像亲人一样认真负责。”
是他对邵元荣十几年工作的评价。

或许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被船
员们誉为办证难题“活字典”的邵
元荣，仅仅在几年前还是海事业务
的“门外汉”。邵元荣 18 岁参军离
开老家河南商丘，后专业到舟山海
事局。转业初期，邵元荣从事的是
和部队一样的司机岗位。2003 年，
邵元荣才在政务中心上岗，从“职
业司机”变成“海事新兵”，这让当
时年近 40的邵元荣吃了不少苦头。

最初，前来办理业务的船员对
这个操着厚重河南口音的“海事新
兵”意见很大——因为听不懂，同样
的问题邵元荣常常要问好几遍。

“您是这个意思吗？”“您是要办理
这项业务吗？”成了邵元荣每天说
得最多的话。后来，邵元荣找到了
诀窍。他先把船员窗口的业务项目
分类，然后请本地的同事用方言一
一翻译，借助办理业务的机会一遍
遍地听方言强化记忆，时间一长，

“方言”问题便迎刃而解。
“我是不服输的，干工作是不讲

年龄的，在这个岗位上，就必须把
工作做好。”对邵元荣来说，比起有

“诀窍”的方言，从未接触过的船员
业务更有难度。为了尽快掌握相关
业务知识，正确、全面地回答船员
的提问，邵元荣主动找同事拜师
傅，几乎翻遍了手头能查阅的资
料，逐渐从一名“新兵”成长为业务
精湛的骨干。直到现在，邵元荣仍
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他的办公
桌上、床头边还整齐叠放着一些业
务书籍和参考资料，看得最多的是
几个不同版本的《海船船员考试发

证规则》。“法规在不断变化，知识
在不断更新，保持学习才能让业务
能力得到延续，我们做这一行的，
船员问了，我们必须得回答，得答
对。”这是邵元荣激励自己时常说
的话。

王海涛与邵元荣在政务中心共
事多年，后正式加入“邵老师工作
室”，“邵老师对我而言亦师亦友，
工作室业务不断拓展，一直要学新
东西，我不会的他会教我，他不会
的就去查资料或者请教别人。”王
海涛笑着说，“我感觉现有的业务
几乎难不住他了。”

2017 年 11 月，经国际
海事组织（IMO）评选，连
云港海事局“海巡 0611”
轮船长卢国强获得 2017
年 IMO 海 事 特 别 勇 敢
奖。当年的“海上特别勇
敢奖”全世界受表彰有 9
人，我国仅卢国强船长一
人获奖，为我国海上搜救
人赢得了荣誉。

连云港海域
的“定海神针”

2016 年 3 月 8 日 18 时
左右，连云港海上搜救中
心接到报警：“苏连云港
货 1677”在连云港灌河口
海域搁浅，船舶有沉没危
险，7 名船员遇险 ,情况十
分紧急。搜救中心接警
后，向连云港海事局“海
巡 0611”轮下达指令，当
时卢国强本休班在家，接
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
码头，指挥“海巡 0611”轮
立即前往现场。

当晚，连云港海域受
强冷空气影响，海面刮起
了 8 级左右的偏北风，瞬
时浪高达 4 到 5 米。出航
后，海况继续恶化，“海巡
0611”及其他搜救船艇因
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无法前往现场。慎重考
虑之下，卢国强指令抗风
性能稍好的拖轮“云港 9
号”抵达险情附近水域，
但受潮汐影响，遇险船附
近水深严重不足，拖轮无
法靠近，救助行动一时陷
入僵局。

险情不等人，不到两个小时，
遇险船倾斜角度已从 10 度迅速扩
大至 50度。次日凌晨 4时许，一看
到海上风浪稍有减弱，卢国强立即
将情况报告搜救中心，并驾驶“海
巡 0611”顶风出航。6时左右，多艘
搜救船艇反馈说海上风浪太大，无
法继续航行。作为有 40 年航海经
历、30余次海上人命救助经验的老
船长，卢国强清楚地知道，在如此
海况下驾驶大型海巡艇救助在浅
水区严重侧倾的货轮，困难和风险
都是无比巨大的。他拨通了搜救
中心的电话，坚定地说：“我再坚持
航行一段时间，尽力赶赴现场。”

7 时 15 分，“海巡 0611”轮抵达
现场，但遇险船侧倾非常严重，再
加上现场风大浪急，贸然靠近，易
造成遇险船船毁人亡、救助船船体
受损的次生事故。看着难船船舷
边瑟瑟发抖并急切挥手待救的遇
险船员，卢国强来不及有丝毫犹
豫，操作车舵谨慎地反复用船艏尖
进行试靠。1 次、2 次、3 次……大
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卢国强
透过飞速转动的旋转视窗，精确地
判断着两船之间的微小距离，不断
进行试靠。终于，在第 12 次尝试
时，通过遇险船员与救助人员的紧
密配合，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海巡 0611”轮将船头搭靠上遇险
船的船舿，7 名遇险人员于 7 时 30
分被成功接下。30 分钟后，“苏连
云港货 1677”轮翻沉。

40 年来，卢国强已经记不清经
历了多少次大风大浪，护航了多少
艘次船舶安全进出港。据连云港
海事局指挥中心不完全统计，卢国
强累计参与海上应急处置 30余起，
成功救助 150 余人，挽回直接经济
损失上亿元。他也因此被业内称
为连云港海域的“定海神针”。

时刻保持“工匠精神”

在海上的每一天，卢国强始终
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保持了
40 年航行安全零事故的纪录。卢
国强是远近闻名的卢大胆，别人不
敢干的风险较高的活都是他来干，
但是胆大不是鲁莽和蛮干，而是有
精湛的技艺和缜密的思考做支撑，

“自己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如何
能保障别人的安全，如何能把安全

带给别人。”这是卢国强
常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一 句
话。他善于观察和总结
每 次 航 行 的 经 验 ，对 气
象、水文和各种船舶的船
型、性能了然于胸，这对
他参加各种应急处置和
安全保障工作起到重要
作用。

航海，卢国强干了一
辈子，学了一辈子。为了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技
能，卢国强经常购买专业
书籍挑灯夜读。高中文
化 的 他 ，硬 是 把 航 海 技
术、船舶监造流程、船舶
制造工艺、船体结构、焊
接焊缝、船检海事要求、
中国造船质量检验、CCS
造船规范这些专业知识
系统学了一遍，光读书笔
记他就记了 10 余本，家里
的专业资料书几乎占据
了整面墙壁。

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和
技术细节，这是卢国强对
自己的要求。由于专业
知识过硬，卢国强到哪儿
都被领导委以重任。卢
国强秉持着工匠精神，一
直 是 爱 岗 敬 业 的 模 范 。
他苦练内功，强化船艇的
日常维护修养，使船艇呈
现出主要设备完好率高、
船艇适航率高、机损与海
损 事 故 率 低 的“ 两 高 一
低”态势。他建立以“船
管通”为基础的船艇管用
养修工作机制，加快船艇
管用养修工作“智能化”
和“信息化”进程。他经
常性组织开展海上应急

搜救演练、消防演练和救生演练，
提高船员应急反应能力。在海巡
艇工作的这些年来，他常常带着船
员研究海图、练习抛缆，三伏天里
也能见到他仔细查看船上的关键
设备，衣服湿透了，拧一拧穿上继
续去干活。

践行和传承“船家文化”

职业的特点，决定了卢国强与
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也是这
个职业，让他与船员们形成了既是
师徒、也是父子的关系。一艘船
舶，既是船员吃饭、休息、娱乐的
地方，像家一样；同时又是工作的
地方，爱岗敬业的地方。在这里，
既讲情，又讲理，情理交融。卢国
强常说：“一条船就是一个家，‘海
巡 0611’轮就是我们的家”。

他对年轻船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从最基础的水手技能抓起，要求
船员熟练掌握每一个操作要领，不
断地反复训练和考核。除了练好
基本功，他还将自己摸索总结出来
的操作技巧、航海经验，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徒弟。有时下了班，还要
打电话把徒弟叫回来，反复练习。

“海巡 0611”轮上的船员年纪
都不大，平均年龄不过 30 来岁，小
伙子们辛苦一天，经常会把衣服放
在洗衣机上忘记洗。每当这时，卢
国强总是把衣服洗好晾干叠好，再
让大家去认领。在卢船长的带领
下 ，独 特 的 船 艇 文 化 在“ 海 巡
0611”轮上孕育生长。卢国强要求
船上兄弟一条心，同舟共济、全员
参与船舶卫生清扫。卢国强腰不
好，但到了船上，他就忘记身体的
疼痛，带着船员们擦玻璃抹地板。
为了节约淡水，卢国强专挑下雨天
带领大家穿着雨衣洗船……在他
的带动下，全船管理实现了精细
化、标准化，成为连云港海事局

“三化”建设的排头兵。这也是为
什么在狂风巨浪中，“海巡 0611”
轮全体船员能够齐心协力，救人于
危难的根本原因。

如今，人们还会经常看到这位
已经满头白发的老船长，站立在

“海巡 0611”轮驾驶台侧窗旁，聚
精会神地注视着远方的大海，指导
着年轻船长驾驶着海巡艇向远方
航行。

不久前，交通运输部发文授予王
仙美“全国水运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称号。中设设计集团的王仙美成为
江苏交通领域首位获得大师称号的
设计师，也是全国水运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中唯一女性。

“全国水运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属国家级称号，于 2011 年开始，每两
年选拔一次，原则上每次名额不超过
2名，无合适人选时空缺。截至目前，
全国获此殊荣者不到 10位。

经年累月学习
脚踏实地实践

见到王仙美，感觉名如其人，弯
弯的眼角漾开亲切的微笑，如水一
样温婉平和。“从事水运工程设计领
域 30 年，也是我国水运工程蓬勃发
展的 30 年。”她说，工程师的成长没
有捷径，靠的是经年累月的学习和
脚踏实地的实践。

王仙美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当年
时任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副院
长 、桥 梁 专 家 周 世 忠 指 导 她 的 情
景。“周世忠副院长告诉我制图的标
准，如何更准确清晰地表达设计的
细节。复杂交错却又清晰工整的线
条背后是无数回的论证和修改。”

王仙美谈到一件事，2007 年她主

持微山一线船闸改建工程施工图设
计工作，那天，她和所里同事一起前
往现场踏勘，就在大家快要到达目的
地时，发现通往现场的二级坝坝顶公
路桥正在维修，车辆不能通过，“后
来，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浆，步行过去
踏勘现场，坝上的淤泥起伏不平，还
夹杂着很多煤渣和农业垃圾。”

触类旁通
创造许多“第一”

1992 年，王仙美主持苏南运河航
道整治工程桥梁设计和镇江无锡段
航道整治工程设计，并担任无锡段
新安北桥工程设计项目负责人。这
就意味着她必须以一个港航专业设
计师身份，跨专业全程负责一座桥
梁的设计。“我急忙找来桥梁设计规
范、公路工程设计规范，一点点研
究琢磨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名词和
概念。”王仙美说。现学现用，她最
终设计出的新安北桥，所采用的桥
型结构是苏南运河全线第一座、也
是唯一一座钢管混凝土系杆拱结
构型式，是苏南运河整治工程创新
之举。

在王仙美看来，这些土木工程技
术都是相通的，多学一门跨学科专
业技术，对今后水运专业设计也就

多一分帮助，她的设计思维越来越
丰富。

在王仙美三十年的设计生涯中，
许多个“第一”开始被陆续创造。

她主持京杭运河船闸扩建工程
谏壁二线船闸工程设计时，首次采
用钢板桩作为闸塘开挖时临一线闸
侧的支护结构，首次在闸室墙混凝
土浇筑过程中使用新型添加剂材
料，减少大体积混凝土裂缝。苏南
运河三级航道整治工程设计中，她
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线航道标准，将
航道口宽定为 90 米，既适应设计水
平年航道货运量预测需求，又适应
船舶标准化、大型化发展需求，预留
了将苏南运河提升为内河二级航道
的空间。

在泗阳三线船闸工程设计中，她
首创采用局部分散输水系统形式，大
大改善了闸室内的水流条件，缩短灌
泄水时间，填补了该领域内的空白。

追求绿色生态
船在水中行 人在画中游

技术可以锻造，情怀更为可贵。
王仙美说，“所有的航道整治工程，
归根结底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如何
更好地服务船民，同时体现工程与
环境的和谐统一。做水运工程设

计，不仅仅要考虑结构安全可靠，更
要充分体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营
造‘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的境
界。”

王仙美主持、参与的多项国家和
省重点项目的 2000 多公里航道工程
中，一大批新型生态护岸、柔性护岸
得到运用，例如生态袋挡墙、钢丝网
石笼挡墙、纯自然芦苇等植物栽植、
三维钢丝网垫护面等新结构，其中

“钢丝网石笼挡墙”被誉为“会呼吸
的护岸”。她主持设计的京杭运河
两淮段航道工程和京杭运河常州市
区段改线工程作为交通部全国内河
水运示范工程在全国推广。“可以到
常州去看看，非常漂亮！”聊到这个
项目，王仙美非常兴奋。

王仙美在行业内首次建立了绿
色航道和绿色船闸的评估标准，提
出了“绿色航道”和“绿色船闸”的定
义。“这些对推动绿色航道的建设、
提升航道设施的绿色水平具有重要
作用和意义。”业内人士说。

江河奔腾不息。水运工程设计，
日复一日和水打交道，王仙美女性
与生俱来的柔美，和骨子里坚韧执
着的精神，与水的特质完美契合在
了一起，描绘出江苏乃至国内多条
航道、多个港口码头，这些设施立足
当下，面向未来，已成风景。

从海事新兵到业务精英

拓咨询渠道促服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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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元荣（左一）接受船员现场咨询。华志波 摄

卢国强（右一）指导船员规划巡航路线。

用设计赋予水路新内涵
□ 梅剑飞 顾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