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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 程

5月 6日凌晨，一艘从日本驶来
的集装箱货轮缓缓驶进黄骅港综合港
区集装箱码头。2时15分，货轮平稳
靠岸。这是“黄骅港—日本”集装箱
外贸航线开通后，迎来的首艘日本货
轮。

今年 55岁、有着 33年海上作业
经验的刘广彬，担任本艘货轮的引航
员。他说：“引航，不仅是服务一艘
轮船，还是国家良好形象的展示。当
好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是我们 28
位黄骅港引航员的共同目标。”

迎万船来仪，送舟行天下。在黄
骅港，有一群人，不管白天与黑夜，
他们要 24 小时待命；遇到突发情
况，他们要处变不惊，迎难而上。他
们就是引航员、海上“引路人”，每
天奔波于海上与港口之间，要引领每
一艘船舶安全平稳停靠在黄骅港。

新航线开通，迎来首艘
日本货轮

近年来，黄骅港开辟了 32条内
外贸航线，通达全球 38个国家和地
区，实现了由“守港待客”到“扩港
迎客”的精彩蝶变。来自世界各个国
家和地区的船舶进出港口，都必须由
引航员在港口通航水域内引领航行。
引航员不仅要深谙这一带的海底地
形，时刻掌握风速、潮汐变化等，还
要具有熟练的船舶驾驶操纵技术。

执行任务当晚，海面刮着 6级大
风。接到调度室的通知，刘广彬开始
为引航任务作准备。导航设备、通信
设备、救生衣……每一样都不能落
下。

随着拖轮深入大海，海风更劲、
波涛更猛，拖轮随着海浪上下起伏。
距黄骅港码头 16海里外，一艘来自
日本的集装箱货轮正等待着刘广彬。
作为资深引航员，刘广彬对每次引航
都格外精心，这次也不例外。

随着拖轮靠近日本集装箱货轮，
不顾海上大风，刘广彬自信从容地
将身子探出拖轮。船身外面悬挂的
软梯有好几层楼高，刘广彬要沿着
软梯爬上轮船甲板。面对这个一般人

看着就“腿软”的高度，如果是风平
浪静的天气还好，可遇上这样的大风
天，在颠簸起伏的软梯上，每一步都
潜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国内外都有
发生过登离船时软梯断裂或引航员失
手坠入大海无法生还的事故。

然而，久经考验的刘广彬处事不
乱，调整呼吸、看准时机、一把抓住
软梯……刘广彬动作沉稳，缓慢向上
攀爬着。“你好，欢迎来到中国黄骅
港。”晚9时20分，刘广彬顺利登船。

受大风极端天气影响，引航延迟
了两小时才正式开始。加速、减速、
转向……刘广彬再一次确认了风向、
风速，海水的流向、流速等关乎航行的
全部信息，镇定自若地指挥着。船长、
船员听着刘广彬的指令操作。

风在刮、潮在涌，去时１个半
小时的路程，回程却用了近 3 个小
时。凌晨2时15分，随着刘广彬沉着
下令：“关引擎、打舵、下锚……”货
轮安全进港，刘广彬的任务完成了。

28人，老中青三代引
航员守护港口安全

引航员，每天面对的都是险情和
挑战，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运用知识
和经验，成功化解危机。在黄骅港，
每一次与大海较量，都有引航员脚踏
碧海波涛，肩扛责任重担，为来往船
舶保驾护航。

这个 28人的团队，按照年龄分
成老中青三个梯队，55岁以上的团队
骨干占到半数。

今年 59岁的于志明是这个团队
中年龄最大的“老人”，半辈子都奉
献给喜爱的大海和船舶。“择一业、
精一事、终一生”，专注于水上作业
37年，于志明对其他人提起自己的职
业，却常常轻描淡写：一生只做了一
件事——海上代驾。而能把一件事做
好、做精，于志明付出的努力和艰辛
却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队友们不会忘记为确保每次成
功完成引航工作，“老于”付出的汗
水。掉头时机的选择、拖轮的马力配
置和使用以及入泊时的余速控制……

于志明有空就会反复研究演练、精益
求精，只为做到万无一失。

46岁的引航员孙德勇，是中年引
航员团队的中流砥柱。自1999年来到
黄骅港，引航货轮7000余轮次。近10
年，单是长327米的巨型货轮，就占到
引航数量的三成以上。“遇到多少次极
端天气、突发事件，就有多少次生与
死的较量。”孙德勇说，水面情况瞬息
万变，20多年来从事远航和引航工
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是
他弥足珍贵的财富。

引航员李保峰今年34岁，毕业于
大连海事大学，接受过专业船舶操纵
培训。大学毕业后，他怀揣梦想，来
到黄骅港工作。每天守望在这里，李
保峰感到内心很踏实。他说：“我的
梦想就是奔赴星辰大海，作为引航
员，能运用学到知识守护一方港口，
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踏海逐梦，心中怀揣着
两个“家”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随着黄骅
港在业界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众多国
内外优质项目向周边聚集，这片“蔚
蓝之地”，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乡人
前来创业扎根。

55岁的引航员徐敬东是衡水人，
2003年来到黄骅港从事引航员工作，
至今已经 20个年头。长年从事海上
作业，让他已经适应了这里多变的海
风。引航时，任凭海风在摇曳的船舶

上狂啸，年过半百的徐敬东依旧能凭
借过硬的技术，通过软梯爬到 10层
楼高的桅杆顶端，用时仅仅几分钟。

有人说，选择了大海，就是选择
了与寂寞为伴。作为一名引航员，要
长期在海上作业，24小时待命、生活
无规律等早已成了家常便饭。最无奈
的，还是任务在身，有家不能回。

57岁的引航员赵振华是天津人。
倒休时，3天的假期，他只在家待两
天。提前一天回港口待命，是他几十
年来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一次，他完
成引航任务，等船安全靠岸后，又匆
匆赶往天津医院，来到母亲的病榻前
赔罪。他的妻子一边抱怨他不顾家，
一边又用行动支持他、安慰他。

最长一次执行任务，引航员们连续
两个月没有回过家。而在他们心中，早
已把港口当作自己第二个“家”。

一次引航，遇到海上 9级大风，
赵振华在距离港口 40海里的货轮上
待了两天两夜。最终，他凭借过硬的
船舶操控技能顺利引领货轮安全进
港。完成使命，躺在休息室，他感到
莫名的宁静，一股安全感、归属感油
然而生。其实不只是赵振华，对于任
何一位引航员来说，每次引航顺利归
来，都是“回家”。

李志国、李书辉、王鹏、李建
山、王飞、王涛……这些引航员的名
字，映着碧海蓝天熠熠生辉。28名引
航员，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
故事。而他们，又用责任、担当和使
命书写着同一个愿景——忠诚捍卫港
口的生命线。

接力送来的接力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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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大家的热心帮
助，才让我家孩子及时吃上
了药。”昨天，朋友小孟和
我说了件让他暖心的事。

原来，前天晚上11时左
右，小孟家4周岁的孩子突
然哭了起来，直喊肚子疼。
孩子得过肠痉挛，这次疼痛
的症状和以前一样，以前吃
过一种叫山莨菪碱的药，正
好对症。小孟在家里的药箱
翻找，却发现药已经没有
了。

孩子肚子疼得厉害，而
这时药店、诊所都早已关了
门。怎么办？小孟不会开
车，想打车去医院，可一时
半会儿没人接单。无奈之
下，小孟一边给孩子热敷肚
子减轻痛感，一边在小区的
业主群里发出求助信息：各
位邻居，夜间救急！我家孩
子晚上突然肚子疼，需要一
种叫山莨菪碱的药，谁家
有，还请救助一下，我去
取。

“都这个点儿了，会有
人看到吗？”小孟心里犯嘀
咕。没想到的是，消息发出
没一会儿，就有邻居回应
了，“我家里的用完了，你
稍等一下，我发到其他小区
的群里帮你问问。”同时，
还有其他邻居给小孟支招，
教他如何帮孩子减轻疼痛。

过了不到10分钟，有位
邻居加上小孟的微信，说自
家亲戚在其他业主群里发消
息，有位大哥回复家中有备
用药，问小孟的地址，要帮
他把药送来。

小孟非常感激，但是深
夜还让这位大哥跑一趟，心
里过意不去。恰巧此时，有
辆出租车接了他的订单，小
孟打电话给司机师傅，说明
了情况，请他快些赶到。

司机师傅听后说：“我
距离你拿药的地方近，我去
拿，你不用来了。”一会儿
工夫，司机师傅给小孟送来
了药，还拒绝了小孟付的
钱。“就是个顺路的事儿，
只要孩子不疼了就好。”司
机师傅说。

“孩子吃了药，肚子不
疼了，现在已经睡着了。谢
谢大家！”事后，小孟在群
里发了条消息，向邻居们表
达了感谢。

众人齐心协力，将萤火
汇成了星河，在深夜为孩子
送来了救急药，解了小孟的
燃眉之急，让深夜的城市增
加了更多温暖。

“他们从军旗下走来，崇山荒野
共度青春”。日前，在任丘华北油田
油建二小区居民李元清家门前，鲜
红的条幅慢慢展开，一场以“铁道
兵的故事”为主题的图片展拉开了
帷幕。

300 余幅援越抗美老铁道兵的
照片，将人们拉回到了那段峥嵘岁
月。几位闻讯而来的老铁道兵，在
一张张照片中辨认着自己和战友的
面孔。除了照片，现场还展出了老
铁道兵们使用过的军装、《越汉辞
典》、水壶、建设工具等物品。每
件展品前，都有不少参观者驻足欣
赏。

今年 72岁的李元清是这次图片
展的发起人，作为河北省摄影家协
会和华北油田摄影协会的一员，李
元清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铁道
兵家属。

1965年10月8日，“中国志愿援
越工程队第一支队”从云南昆明出
发，途经滇越铁路河口口岸到达越

南老街省，承担越南老街省至河内
的铁路抢修任务，为越南抗美战争
提供军事援助。李元清的丈夫何德

忠就在其中。他们众志成城，用热
血铸就钢铁运输线，在河内以北地
区新建铁路桥梁 30座、隧道 14条，
改建铁路正线362公里，抢修铁路战
备工程正线 98公里，新建扩建各种
铁路站段 20个，抢修被美国飞机炸
坏的铁路设施 1778处次，排除定时
炸弹 3100余枚，修复铁路约 157公
里……

为了解铁道兵的故事，给后
人留下历史记录，从 2015 年起，
李元清对几百名铁道兵及其亲友
进行逐一走访，先后多次前往湖
北、云南、四川、重庆、贵州，
也曾踏出国门去越南收集、拍摄
援越抗美的素材，累计行程数万
公里，拍摄了 3000 余张照片，搜
集 了 众 多 珍 贵 的 历 史 资 料 和 铁
轨、枕木等实物。

李元清整理、筛选出部分照

片，举办了这次图片展。开幕式
上，她激动地说：“铁道兵是个英
雄群体，他们为取得援越抗美的胜
利付出了青春、有的献出了年轻的
生命。我今天做的这些微不足道，
希望世人能够记住他们。”

参加图片展上的铁道兵，有的
转业到湖北荆门建设荆门炼油厂。
1973年 8月先后北上，参加北京燕
山石化改建、大港油田天然气管线
进津工程施工。1976年 3月又来到
华北油田参加大会战，成为华北油
田发展史上的中坚骨干及主力员工，
默默地为中国石油建设贡献智慧和力
量。

如今，在华北油田，借由摄影
艺术的魅力，铁道兵的事迹被越来
越多人所熟悉。他们的爱国热情
和奉献精神，穿越时空，仍然鼓舞
人心。

6月的清晨，阳光和煦，清风醉
人。一大早，68岁的党振民穿戴好
骑行装备，跨上他心爱的公路车，沿
大运河一路向北，开始了新一天的晨
骑。

大运河沿岸，风光秀丽，景色宜
人。2小时，50公里路，让这位坚持
晨骑9年的“花甲少年”感到心情无
比舒畅。晨骑，是他春暖花开后，最
期盼的事。

去年 10月底天气转凉后，党振
民的公路车在家搁置了好几个月。现
在，党振民将在公路车的陪伴下，续
写新的骑行故事。

他的骑行故事要从9年前说起。
家住新华区十三化建小区的党振

民，自年轻时就热爱体育运动。2014
年，家属院有了个骑行小团体，他便
骑着儿子的旧公路车，跟上了骑行
队。围着市区转了一周，他觉得骑行
特别有益于身心健康，便拉着妻子任
宪英和大哥、妹妹、弟弟一起骑行。

没想到，第一次骑行后，任宪英
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项运动。每次骑
行队有活动，夫妻两人都积极参加。
两辆儿子淘汰下来的旧车，成了两人
的“战友”，为二人立下汗马功劳。

多年来，因为各种原因，妹妹和
弟弟放弃了骑行，哥哥定居到天津，
只有党振民和任宪英坚持了下来。任
宪英说：“在骑行路上，不仅收获了
健康和快乐，还收获了更多感动。”

“记得有一次骑行去河间市景和
镇，来回140公里，等到下午快到沧
州的时候，我就跟不上队伍了。”任
宪英说，因为骑的是山地车，运动量
相当于公路车的 2倍。骑友看到后，
轮流在后面推车，10多位骑友愣是
推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她顺利抵达沧
州。“当时别提多感动了，这也是我
多年来一直坚持骑行的原因之一。”

为了更好地骑行，2016年，党
振民和任宪英先后换了新装备，有了
更专业的公路车、骑行服、骑行帽和
骑行鞋。除了每天晨骑的 50公里，
周末还有两三百公里的“小长线”。
北京、天津、山东等地都留下了他们
的足迹。

“2021年，我最远一次骑行，到
达了昆仑山脉。”党振民说，和他一
起前去的还有两个人。党振民年纪最
大，却有一颗少年的心。他们先将公
路车托运到西宁市，然后在109国道
骑行，过了青海湖，一路逆风向西驰
行，直至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口。

虽是 5 月天，可连续一周的骑
行，雨雪交加，早起晴天、中午雨
天、下午狂风，晚上还会迎来大
雪。条件十分艰苦，可他心中却充
满了激情。“那是我特别美好的一段
旅行。”党振民说，将来时间充裕
了，一定要骑行去拉萨，领略布达
拉宫的壮美。

迄今为止，党振民、任宪英夫妇
已经更换了三四套骑行装备。每套装
备都陪他们骑行了两万多公里。

如今，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沿
线环境显著提升，骑行途中又多了一
条靓丽的风景线。在堤顶路上，党振
民沿着大运河一路骑行。“我们去泊
头看千亩梨园，去吴桥看经典杂技，
顺着泱泱河水，能感受到大运河的文
化血脉，这是作为沧州人民特别幸福
的一件事，也让我们在骑行中，又找
到了另一种意义。”

党振民和妻子骑行时合影党振民和妻子骑行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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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清李元清（（左一左一））讲解各类展品讲解各类展品

引航员李志国引航员李志国（（中中））执行任务执行任务

引航员李建山在水上作业时爬软梯引航员李建山在水上作业时爬软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