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岛 民 家 里 有 急 事 ，他 们
随叫随到；台风恶劣天气，他
们 24 小时执勤备勤；游客落
水遇险，他们冲锋营救；船舶
失火、水厂抢修，他们每战必
到……

在远离舟山本岛的枸杞
岛上，有一支无人不知的救
援队伍，它由一群意气相投
的退伍军人领头成立。经过
三年发展，已成为舟山嵊泗
海域唯一的一支民间海上救
援力量，成为这片海域水上
安全的守护者，被人们亲切
地 称 为“ 民 安 红 ”。 8 月 16
日，记者来到枸杞岛，专访了
这支队伍。

八月，酷暑难耐，在九江新港
——江洲的“九江渡 0008”客渡船
上，正在带队开展渡运安全维护的
九江海事局副局长周蔚伟发现一
小女孩脸冒虚汗、面色苍白，几乎
晕倒。她判断小女孩应该是中暑
了，当即让渡船船员找来“十滴水”
喂其服下，然后又为女孩刮痧。经
过一番紧张救助，女孩脸色逐渐红
润并恢复意识。围观全程的一位
老大爷说：“这得上电视啊。”

像这种助人为乐的事情，在周
蔚伟身上很常见。生活中的她热
心公益，是九江市“劳模志愿服务
队”成员，经常参与帮困助学、扶老
助残献爱心；而工作中的她，作为
基层单位少有的女干部，对待任何
工作都一丝不苟、拼尽全力，这使
得她在单位获得了“拼命三娘”的
绰号。 2015 年，周蔚伟被评为“江
西省先进工作者”。

不畏艰苦的“女汉子”

在海事基层奋斗了 20多年的周
蔚 伟 ，早 就 练 成 了 一 身 的“ 功
夫”——顶酷暑，冒严寒，爬船头，下
机舱——她自嘲自己是个“女汉
子”。

今年，受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
等因素影响，长江干线中下游水位
持续上涨，九江段水位超警戒水位。

长江九江段 29 号闸口是九江
海事局的责任闸口。 7 月 14 日下
午，接九江市、区城防指挥部紧急
通知，九江海事局启动 29号闸口上
堤驻守，开展 24小时巡堤查险。

“防汛抗洪现在是头等大事，大
家千万要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打起
十二分精神来，全力打赢这场攻坚
战。”7 月 18 日晚，周蔚伟和正在闸
口开展防汛驻守的同志说道。

防汛期间，九江连续多日发布
高温预警，开启了“烧烤模式”，气
温持续在 38度以上，防汛棚里的温
度更是达到了 40多度。

7月 20日正午，正值周末，骄阳
如火般猛烈地炙烤着大地。“这么热
的天，防汛棚里值守的同志该有多
热啊！”周蔚伟想到这，快速地扒了

两口饭就往防汛值班点赶去。“同志
们辛苦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场大
战我们很快就能抗过去了。”周蔚伟
擦了擦额头的汗珠，鼓舞大家说道。

闸口值守近九天时间里，周蔚
伟一有空就往值班点跑，和值班人
员同甘共苦，为大家加油鼓劲。高
温下值守人员的热情丝毫未减，他
们昼夜奋战，护守江堤，圆满完成了
责任堤段的安全值守任务，受到了
九江市城防指挥所和浔阳区湓浦指
挥所的一致认可。

“海事人由于工作的性质，身
边接触的大部分都是男同志。我
认为这时候不应该娇弱，应该‘巾
帼不让须眉’，证明咱们女同志也
能在海事干出一番天地。”讲到这
里，周蔚伟略带羞涩。

选择海事就是选择了责任

在周蔚伟的微信里，有这样一
段文字：“节假日我们坚守在现场，
其实谁不想陪着父母家人朋友一
起过节？但是职责所在，既然选择
了海事，就是选择了责任”。

每逢春节、清明、五一、国庆等
特殊时段，周蔚伟就会与执法人员

一起在客流量最大的新港渡口盯
防，寒来暑往，任劳任怨。

2017 年大年三十的上午，新港
辖区江面大雾渡船禁航，新港渡口
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积压了千余群
众和几百台车，周蔚伟与同事一如
既往守在渡口。

当大雾散去第一班渡船准备开
航时，少数摩托车主不顾渡船限
额，强行往渡船甲板上冲。周蔚伟
立即抓住其中一辆车的车把手，用
身体挡在车前，阻止摩托车主们
强行登船。

周蔚伟的手背被车子蹭破，鞋
被江水打湿，但她没有寸步退让。
她义正辞严的给大家讲道理，摩托
车主们被说服，纷纷回到岸边。就
这样，一趟趟渡船来来去去，周蔚
伟一直穿梭在人群中维护秩序。
看到此景，九江县航运公司经理由
衷感叹，“作为一名女同志，她能够
做到这样很不容易，我们打心眼里
佩服！”至今，周蔚伟左手还留有一
块小疤痕，她笑着说这是“光荣的
印章”。

当面临紧急情况时，周蔚伟也
都是积极救助。有一次，一名装卸
工人在“皖安江货 9578”轮作业时

不慎坠落，一根 50厘米长钢筋贯穿
右侧腰部，生命危在旦夕。接到报
警，周蔚伟立即跟随海巡艇赶往现
场，并及时联系 120。伤者因为失
血过多，身体极度虚弱，周蔚伟立
刻脱下自己的海事制服盖在伤员
身上，帮他御寒，她却穿着制式衬
衫在江风中瑟瑟发抖。当海巡艇
靠岸后，周蔚伟又和同事一起将伤
者抬至救护车上。在医院里，获救
工人拉着周蔚伟的手流泪道：“我
是家里经济支柱，是海事救了我的
命，更是救了我全家的命”。

“您别担心，有我在！”

路遇受伤老人扶不扶？“在我
的字典里，没有扶和不扶，只有‘予
人玫瑰，手有余香’。”经常助人为
乐的周蔚伟这样说道。

2016 年 8 月，九江的天气已经
闷热得似蒸笼一般。如往常一样赶
着上班的周蔚伟在路上发现一个正
扶着栏杆大喘气的老人。周蔚伟连
忙赶上前去，搀扶住老人询问情
况。原来这是位已经 85 岁的老太
太，早上从福利院到附近寺庙上香，
走到码头附近迷路了，又不小心摔
了一跤，此时已经是寸步难行。周
蔚伟马上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我离那边实在是太远了，我
赶过去还要些工夫，怎么办呀？”电
话那头，受伤老太太没办法及时赶
来的女儿急坏了。“您别担心，有我
在。我会照顾好您母亲的。”周蔚
伟挂了电话，随即叫上当班的同
志，将老人送到了附近医院并一直
陪伴左右，直到老人家属赶到医
院，交接妥当。

老太太嘴里连声谢谢，家属也
是十分感激：“老人家摔伤了，今
天气温又这样高，若不是海事同志
伸出援手，老人家的后果真是不堪
设想，太感谢你们了。”

周蔚伟从不宣扬这些事情，但
大家都心知肚明，她用自己的力
量，让“海事蓝”在百姓心中变得鲜
亮起来。

2018 年，九江海事局“周蔚伟
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建成。在以
周蔚伟为代表的劳模们的影响下，
一位位真诚奉献的九江海事人用
赤子情怀守护着辖区的安宁，他们
用风雨无阻坚守着水运的安全，用
青春无悔书写着壮美的篇章。

江边有位“拼命三娘”
□ 全媒记者 杨雪 通讯员 肖奇

游客平安的守护人

2016 年，来枸杞旅游的游客越
来越多，不时会有游客遇险。“我
们自身就是做旅游的，看着游客
遇险，我们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商
量，能否成立一个救援队，让游客
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也能让岛
上的旅游发展环境更好。”民安救
援队队长孙雷军告诉记者，经过
多方联系，2016 年 7 月，他们一共
7 人，正式成立了民安公益救援
队。

救援队成立之后，一度面临装
备缺乏、人才缺乏的困境。

“我记得第一次救援，我们手
里 就 只 有 一 个 救 生 圈 和 一 根 绳
子。”回忆起救援队发展，队员汤
可可十分感慨。他说：“我们队员
们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克
服困难。”汤可可透露，救援队靠
着团队成员自掏腰包和极少的企
业赞助，慢慢发展壮大，如今有 16
名正式队员、5 名预备队员和 5 名
志愿者，“我们还把自己私人的 3
艘 游 艇 和 2 艘 船 舶 作 为 救 生 船
艇。”

“ 这两年来枸杞岛的游客量
越来越大，我们在高兴之余也有
不少担心，怕相对落后的医疗、救
援条件为游客带来不便。自从有

了‘民安队’这个民间救援力量，
有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嵊泗县
枸杞乡党委书记王燕说，政府财
力人力有限，消防队也只有一个
人。现在，救援队成了枸杞乡党
委政府的好帮手，一旦有什么事
情，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这支民间
队伍。

王燕告诉记者，2018 年春节期
间，返程高峰客流大，救援队派 4
名队员出勤，现场安保，维护现
场。那年除夕夜“山海奇观”附近
禅寺香客人员密集，消防、治安隐
患交大，救援队派 10名队员带着救
援车一辆、空气呼吸器 2 台、水弹
10 个，还有水带和灭火器等设备现
场备勤，参与现场安保工作，直到
凌晨 4时。

岛民心中的“民安红”

说起救援队，渔民毛阿明一脸
感激。那是去年 2 月 19 日，海上风
力达 9 至 10 级，气温接近零摄氏
度，他的小船螺旋桨被网绳缠住失
去动力，船撞礁石破碎，毛阿明落
水，手机无法使用。其间他奋力爬
上礁石，由于气温低，他一度几乎
休克。当时由于天气原因，附近也
无船只经过，好在他身穿红色羽绒
服，汤可可带队员在枸杞后头湾桁

地巡逻时，用望远镜扫到三横岛上
有不正常红点，开船抵近才发现是
落水渔民。他们立即实施救援，毛
阿明被安全转移。

被营救后，50 岁的毛阿明一
把拉住救援人员的手，因为感觉
到自己终于脱离生命危险，不禁
失声痛哭。“平时遇到恶劣天气或
海况时，我们都会进行巡查和巡
逻，就是为了能够及时处置像毛
阿明遭遇的类似的突发险情。”汤
可可说。

走在枸杞岛上，记者发现到处都
有这支救援队的联系方式，而对于
岛上的居民来说，这些联系方式和
110、120一样，可以随叫随到。

提起救援队，在杭州工作的朱佩
佩一脸感激。那是 2017年 11月的一
天，她正在和 60多岁的母亲通电话，
讲着讲着，电话那头没有声音了。

“是小汤吗，我妈妈可能出问
题了，能不能帮我去看看。”朱佩佩
赶紧打电话给汤可可。

“别着急，我们马上过去。”接
完电话，汤可可和 3 名队员立刻跑
到老人家中，并强行打开门。一开
门就发现老人已晕倒在地上。汤
可可迅速给老人做心肺复苏，另一
位队员俞兰则马上给乡卫生院打
电话，老人很快被送过去。医生
说，老人是因心肌梗引起全身抽

搐，如果再晚一点，就会有生命危
险。

如今，岛上居民一旦遇到险
情，第一时间总是会联系到救援
队，而救援队也因为救援得力，成
功帮助居民们化解许多险情，成为
了居民们心中的“民安红”。

应急救援的先锋队

救援队不仅是居民与游客安全
的坚强保障，也成为了岛上应急处
置和救援的先锋队。

说起应急处置，汤可可对 2017
年 1月的一场船舶失火救援印象深
刻。他回忆，当时执勤队员接到电
话，导航站附近有船只因电焊花引
起失火。他们马上出动救援车 2
台，7 名队员带着消防装备，10 分
钟后就到达现场，实施救援。

由于船机油箱随时可能爆炸，
队员们不顾烫伤危险奋力扑救，4
只着船机油箱，最后抢出 2 只。队
员处置完现场，脸烫得不敢摸，之
后有 3 位队员因洒水湿身受凉，患
了严重感冒并发烧。

就在今年，岛上的自来水厂吸
水口被堵塞，救援队又接到了水厂
的求援电话。二话不说，救援队队
员立即奔赴现场。

“毕竟这关系着岛上居民们的
饮水安全。”汤可可介绍，到达现场
后，吸水口堵塞处位于半空之中，
只有通过绳索将人悬在空中才能
维修，但因螺丝生锈难以破拆。“我
们只好将堵塞处截掉，换上新的管
道，几个小时作业下来，悬在空中
的队员浑身乏力，自己已经不能爬
上来，最后是通过绳子拉上来的。”
汤可可说。

从 2016 年成立的“一穷二白”
到现在“专业过硬”，现在这支队伍
人员还在逐渐扩大，有的还是外来
新居民。

“ 平时我们开展各种理论培
训、救援技术训练、医疗急救培训
等，在当地企业、社会公益人士和
乡政府的共同支持下，救援队伍战
斗力持续增强。”孙雷军希望，未来
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救援
工作中来，为岛上居民和游客提供
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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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海岛上的“民安红”
□ 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讯员 华志波 文/图

如果把船舶构造比
作“钢铁丛林”，那么验
船师就像是“钢铁丛林”
中的啄木鸟。邵亮就是
这样一“只”杰出的啄木
鸟。

他是全国注册验船
师，中共党员。多次被
评为镇江市地方海事局
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
党 员、年 度 考 核 优 秀 。
2018 年，他荣获镇江市

“最美交通人”提名奖，
被评为镇江市交通海事
系统“最美验船师”。代
表他长期潜心研究成果
的学术论文多次在国家
级核心期刊发表，其中
《船体结构焊接变形的
原因及控制方法》获得
2015 年苏皖海事系统论
文评比三等奖。

艰苦环境
磨练敏锐“鸟喙”

手 持 电 筒、头 戴 安
全帽行走在黑暗、狭小
的船舱空间里，手电筒
的 光 亮 被 无 尽 的 黑 暗
吸走，仅剩下眼前的一
小块光斑。弯着腰，挪
着步，脚下还有好多个
临时焊接未剪割、突出
的 钢 板 接 头“ 绊 人
桩 ”。 走 到 艏 尖 舱 处 ，
人只能在钢板上爬行，
而头顶也有许多钢条，
更需当心。

在这样的环境中，邵亮开始了他
一天的工作——查找一个个影响船舶

“健康”的病灶。
每次船舶检验需要检查的部位都

很多：每一块钢板的焊接情况、施工
是否与图纸相符、工艺是否合理……
特别是头顶部的钢板接缝，需要仰躺
着进行检查，铁锈碎屑会不时地落在
满是汗水的脸上。“掉进嘴里，是纯正
铁的滋味。”邵亮打趣道，“不过铁屑
要是掉进眼睛里了，那可不好受哦。
我怕把眼睛揉坏了，就只能忍着痛干
瞪眼，指望眼泪能把铁屑‘逼’出来。”

黑暗中的封闭船舱，四周全是热
乎乎的钢铁，热气在黑暗中蔓延。会
让人喘不上气。船舱里静悄悄的，只
听得到自己的喘息声、心跳声，偶尔
还有汗水滴落在钢板的声音。有时，
船舱里会遇到有毒的小虫子，被它叮
咬一下，整块皮肤马上红肿起来。有
时，舱内开始油漆，那呛人的味道让
人头昏脑涨，酷暑时节更是让人难
受。

“在闷热的船舱里工作叫‘红烧’，
夏天在甲板上检验叫‘清蒸’。六年
来，我都是这么过的，习惯啦。”邵亮
笑着说。

邵亮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爬行着
测量每一组数据，用数据和图纸上的数
值对比，用敏锐的观察诊断船舶的质
量，六年如一日，练就一身本领。

过硬本领
成就“金字招牌”

六年的验船师生涯，邵亮一直守
护着船舶建造质量安全，完成了组织
和领导交办的一项项艰难、复杂的船
舶检验任务，无一出现差错。同事们
都称赞道：“一条船交到邵亮手里，你
就放心吧。”邵亮也成了镇江地方海
事局的一块“金字招牌”。

船东们说，“我们看中的，就是邵
亮这块金招牌。”

2016 年，浙江一名航运企业老总
原本打算北上寻找船厂建造船舶，当
他路过镇江时，突然想到邵亮，便当
场拍板，决定在由他负责检验的镇江
振兴海洋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建造一
艘海船。

镇江某乡镇船厂的总
工程师于大庆告诉记者，
不少浙江老板来镇江造
船，就是因为有邵亮这个

“金招牌”。“邵亮的团队
负责检验的船舶，质量那
是相当好，提高了我们船
舶的性价比。经他手检验
的船能比其他同类船舶卖
出更高的价，我们不找他
找谁？”于大庆说。

全心服务
只为船舶按时下水

船东们看中的不仅仅
是邵亮技术过硬、严格检
验，更是他的用心服务。
邵亮全心全意为船厂服
务，船东有目共睹。

2018 年 7 月的一天上
午 10 时许，在造船工地，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邵
亮在船甲板上走了一圈
后，手中温度计显示的温
度在 56℃，而将温度计摆
放 在 甲 板 上 仅 仅 5 分 钟
后，显示温度为 66℃。从
甲板上拿起温度计的低
头之间，汗如雨下滴落在
甲板上，瞬间就蒸发了，
只留下七八个圆形的痕
迹。

这一天，为了确保船
舶按期顺利下水，他像往
常一样，穿着厚厚的工作
服，脚蹬大头皮鞋，屈身
爬到了密闭的船舶双层底
里进行检验。 2 小时后，

他从舱底钻了出来，整个人像是从水
里捞出来的，厚厚的验船服湿透了。

同事大吃一惊，“老邵，你居然进
去了两个小时都没出来？”

“是呀！”他一边擦拭着汗水，一
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下应该没
问题了，明天可以下水了。”

经过邵亮检过的船舶涉及散货
船、油趸船、甲板货船、铺排船、自卸
式砂船、集装箱船、吸泥船等近 20 种
船舶类别，多达上千艘。他总是宁可
自己多吃点苦头，也要保证船舶能够
按期安全下水，“船能按时下水，我就
感到幸福。”

一次，镇江某乡镇船厂为了追赶
进度，加快了施工进程。邵亮听说这
事后，也相应调整了自己的工作安排
时间表。为了保证船厂的正常施工，
做到检验及时，他索性跟施工队吃住
在一起。有时船厂人员不够，他甚至
会自己拿起电焊枪，为船厂当起了电
焊工。他总是在保证检验质量的同
时，参与船舶现场施工，为船厂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有一天，他在漆黑的船舱里验船
时，一不留神，厚厚的工作鞋竟被 7厘
米长的钢钎穿透，鲜血涌出，把鞋袜
浸透了，豆大的汗从额头冒出。担心
影响船东的进度，他忍着剧痛，没告
诉别人，自己简单包扎后，悄悄地独
自驾车 1 个多小时到医院治疗。治疗
完成后又赶回来接着工作。

看到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有船工
问道：“邵工，你怎么啦？”邵亮回答说：

“没事，脚一不小心挂了一下。”船工却
看到了被他脱在一旁浸血的袜子，执
意要他把鞋子脱了看看，邵亮拗不过，
只好说：“我已经去过医院啦，没什么
事，大家继续加油工作吧。”

他的行动，深深打动了船厂工作
人员和船东。该船厂副总感动地说：

“能碰到像邵亮这样的验船师，是船
厂的福气，我们没有理由不生产出高
质量的船舶。”

每一艘船成功下水凝聚着验船师
数十次、数百次的心血和汗水，“每当
看到自己检验过的船下水时，心中莫
名的会有些激动。激动并不因为我
们做出过什么，而在于我们没有辜负
过什么。”邵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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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亮（右一）与同事在工作中。 镇江海事局供图

民安公益救援队部分队员合影。

周蔚伟（左一）在渡口帮助群众。 九江海事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