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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鲸号’回来啦！”伴随着阵阵呐喊声，

一艘蓝色大船缓缓驶入海港。这是我国自主

建造的首艘超大型自航绞吸船“天鲸号”，被

誉为“造岛神器”，该船历经 5年，圆满完成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任务顺利回家，

投入到国内的建设之中。

5 年里，船员们经历了赤道海岸的酷暑，

体会了北极周边的冰冻严寒，从西非的海底

硬岩到东欧的砂石鹅卵，他们克服了种种困

难，带着对妻儿的牵挂、对父母的惦念，驾驭

着“天鲸号”辗转于欧亚非大陆，穿梭于各大

洋之间。

“我们宣过誓”

2017 年 10 月 3 日，“天鲸号”进行了一场

宣誓，全船 26 个人齐聚甲板，在时任船长于

水健引领下举起右拳宣誓。这天，“天鲸号”

接到调令，立即准备启程奔赴非洲加纳，投身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建设。于水健了

解当地条件，眼前这 25 个小伙子，他最放心

不下。“非洲不比国内，当地气候环境、医疗水

平、饮食补给都是考验，再加上疟疾和伤寒病

频发。”小伙子们还有一大批没成家，船这一

走却不知几年才能回来。

第一站是特码港，是西非重要的枢纽

港，施工海域土质为硬度 60 兆帕的岩石，普

通挖泥船束手无策。“当时整个亚洲，只有

‘天鲸号’具备施工条件，这也是这艘船来这

里的原因。”时任大副冉纲强回忆道，陌生的

国度、不佳的环境、复杂的施工条件，让不少

船员吃尽苦头。

施工中，“天鲸号”亮出锋利的绞刀，深入

海底搅碎坚硬的岩石。当地人惊讶地称之为

“世界上最锋利的牙齿”，这也意味着绞刀齿

快速消耗。绞刀齿拆卸安装全靠人工，每岗

6 小时要换齿 100 个左右，一天下来就是近

400 个，每个齿大概 15 公斤重，船员体力消

耗非常快，再加上对当地气候和饮食不适应，

第一批船员很快累倒了。后来，冉纲强带领

大家多次进行工艺优化，更换刀齿的时间大

为缩短。后勤人员也从华人商店买到了食

材，饮食逐步正常起来。

随着工程推进，“天鲸号”也到了航修的

日子。这在非洲却成了大难题，因为当地专

业人员匮乏，替换零件更是无从购买。于水

健下令，航修工作由船员自行开展。精密仪

器大家边看说明书边学习修理，有些说明书

是英文的，要先进行翻译。敲锈刷漆拧螺丝，

从甲板到机舱到处都忙着，先完成任务的船

员并没有回舱内休息，而是主动去别人那里

抢活干，航修效率大为提升，工期比预计快了

三分之一。

2018 年 11 月 1 日，“天鲸号”完成加纳施

工任务。庆功大会上当地人问他们：“是什么

让中国船员如此拼搏？”船员们笑着回答：“我

们宣过誓！”

船上有了自己的菜园子

“不怕活儿有多累，就怕没有米水。”在

“天鲸号”上，这句人人皆晓口头禅，创作者正

是船上的现任大副宋长春，“绿色蔬菜，简直

比黄金还贵，关键还特别难买。”

在非洲买:1 斤大白菜，折合人民币需要

80 多元，两根在国内不过几元钱的大葱，在

当地售价折合人民币高达 63 元还经常断

货。船员们下陆地采购物资既要费尽周折，

还经常空手而归。船上的大厨时常看着空

荡荡的菜篮子，摇头感叹：“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啊！”

“大家辛苦工作，现在吃饭连新鲜蔬菜都

保证不了，这可不行！”宋长春想到了办法，

“不如我们自己来种植蔬菜吧。”

最开始，宋长春联系项目部，在陆地上

选择空旷土地作为菜园地，在当地市场搜

寻大家熟悉的果蔬种子。种子种下去了，1

周后，瓜苗破土而出，大家都盯着嫩嫩的瓜

苗拍手庆贺。小嫩苗在大家精心的呵护下

不断地长高长大，最终成了船员们碗里的

美味晚餐。

有了陆地种植蔬菜的经验，大家尝试起

在船上种起果蔬。船员们设计了船上小菜

园，用一个个废旧桶和箱体组成，肥沃的土壤

是从陆地运上来的。西瓜的藤蔓长得很快，

越过了自己的“领地”向隔壁的辣椒枝“进军”

了，瓜藤上还开着几朵黄澄澄的小花，散发出

淡淡的清香。辣椒也不甘示弱，只要有一点

阳光和水分，它就能茁壮成长。

船舶抛锚时，船员们白天忙碌着除锈、保

养设备和修理机械，晚上吃完饭，就经常到这

片小菜园散步闲聊，一起探讨种植，有时候一

起浇水施肥除虫，有时为了凑节日气氛，还把

盆摆成赤子之心的形状。园子不大，却成了

船员们放松心情的一片乐土。

“船是回来了，而我又重新出发了”

“天鲸号”现任大副李泽强还记得，自己

是 2017 年 11 月 27 日到达加纳特码港，家人

的支持，让他挺过了日日夜夜。

远离故土和家人，把自己的青春年华

奉献给“一带一路”建设，而年轻的船员们，

往往因为时差，和家人一周都说不上几次

话。“那时候，我们最喜欢听到的，就是妻子

那句‘家里莫惦记，我们支持你’，没有家人

的支持，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来！”李

泽强说。

“天鲸号”在肯尼亚施工时，为抢抓工期，

李泽强提前结束休班回船工作。妻子默默帮

他收拾东西，临行前忍着泪水对他说：“你放

心去干，家里有我呢。”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

次远行一去就是 20多个月。

2020 年，突发的疫情打乱了船舶换班计

划。一天，李泽强接到从家里打来的视频电

话：“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孩子在视频

里流出泪水。“爸爸现在还不能回去，航班都

取消了，船在大海里航行，离不开爸爸。”李

泽强告诉孩子。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说：“那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和妈妈

去接你。”

现在，“天鲸号”回家了，但随船回国的大

管轮贺泽福却退掉了回家的高铁票，转而订

上了奔赴中东的机票。10 年间，他经历了这

艘大国重器参加的所有工程，从一名实习生

成长为船舶经营骨干。

贺泽福的妻子李晓玲是基层医务工作

者，被评为山西朔州市“最美巾帼英雄”，奔

波在一线的她，记不清已经有多少个日夜，

孩子没有看到过妈妈，自己也没有见到过

丈夫。

在“ 天 鲸 号 ”停 靠 在 中 国 港 口 的 那 一

刻，贺泽福脑海里已经模拟过无数次回家

的场景，包括给孩子带什么礼物，陪妻子吃

什么晚餐。然而，还没等到他下船回家，因

为工程需要，他又要奔赴远方。在飞机起

飞的那一刻，他给妻子发了一个信息：“亲

爱的，船是回来了，而我又重新出发去海外

了……”

我国首艘超大型自航绞吸船历经 5 年，辗转全球各地，完成建设任务

“ 天 鲸 号 ”，回 家 了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张婧

由密林、雪山、冰川、达坂、碎石荒滩构

成的乌孙古道纵跨新疆天山山脉，虽然被

“驴友”称为全球最难穿行的古道之一，但作

为全国顶级的徒步路线，尽管危险重重，却

备受追捧。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黑英山乡，

有一支乌孙古道马队，他们经年累月穿行在

天山深处，护卫着考古人员和游客，为家乡美

景代言。

总能遇到求助者

琼库什台的古树森林、似远忽近的天山

雪峰、波光粼粼的潺潺溪流、一路繁花的高山

草甸，旁人眼中的美景，对乌孙古道马队队员

来说，却是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在大雪封

山前，马队踏入半米深的雪中，数完 69 道河

湾，走上坡度陡峭的阿克布拉克达坂，结束了

2022 年最后一次巡逻。乌孙古道马队队长

艾合台木·依斯马依力翻开记录本，2022 年

队员们成功救助 7 人，护卫 27 批游客和专家

顺利穿越乌孙古道。

穿行古道，只能骑马或徒步。从博孜克

日格河谷到阿克布拉克达坂，绕过天堂湖，抵

达阔克苏河边的溜索，全程 80 公里山路，往

返一趟需要 5 个日夜。高强度、高危险系

数。走进深山，即便是马队队员也要小心翼

翼，一趟行走下来总能遇到求助者。

去年 8 月，两位重庆探险者穿行古道恰

逢丰水期，水深没过马背，两人不慎跌入河

道，冰水刺骨，落水者迅速失温，其中一位游

客又撞上河中石块，被水冲走 20 多米。“事

情发生在短短几十秒间，我翻身下马冲向游

客，和另外两位队员合力才救回游客。”马队

队员亚森·吐尔逊说，“救人为先，绝不让一人

一马出事故。”每次马队进山前，队长都会这

样再三叮嘱。

旅游旺季时，乌孙古道日均通行 300 余

人，每年游客超万人。古道险峻，马队最熟悉

山中情况，生死救援早已是家常便饭。“有

时接到‘驴友’用卫星电话呼救，我们深夜进

山救援，有时大雪封山，一步一步蹚雪前进，

只要有需要，大家翻身就上马出发。”艾合台

木·依斯马依力说。

大山深处的一抹彩色

常年在山中行走，队员们偏爱色彩鲜

艳的装饰，蓝色的队服、红色的运动鞋、彩

色的小马鞭……队员们的外号有的叫“小

红帽”，有的叫“蓝线杆”……在大山深处，

就是这一抹抹彩色，曾是无数人心头最暖

的色彩。

“爷爷说，穿着彩色衣服，万一遇险了，

同伴能尽快找到。”艾合台木·依斯马依力一

直鼓励大家多用一些色彩点缀。自他记事

起，爷爷就在古道上救人，父亲往返深山的

马蹄声时常入梦，他使用的马鞭，已见证了

三代人守护乌孙古道。如今的马队队员，三

分之一是接过家中长辈的“接力棒”，当起古

道守护人。

旅 途 漫 长 ，队 员 玉 山·艾 莎 每 次 歇 脚

时，总爱捡石头。3 年前，他拾到一枚极像

祖国版图的“雄鸡石”，总说自己捡到了“宝

贝”，常年随身携带。“大山深处，有的地方

属于伊犁，有的地方属于阿克苏，但无论怎

么计算，总跑不出‘雄鸡石’的范围。”玉山·

艾莎说。

“让家乡变得更美好”

走出千年古道，卸下“马夫”装，马队队员

们一脚踏入现代生活。住着宽敞明亮的新

房，家电家具一应俱全。得益于各项惠民政

策，队员们还发展畜牧业、种植业。骑马仅是

娱乐，队员们日常出行都是摩托车、小轿车。

部分队员家境殷实，因喜爱乌孙古道，喜

欢骑马而加入马队。哈萨克族小伙阿依达

尔·热斯哈力高学历傍身，却辞去高收入工作

加入马队，自嘲上学 20年，一朝当“马夫”，只

为更好地推介家乡。“我希望做好马队服务培

训工作，让乌孙古道马队走职业化道路，让家

乡变得更美好。”他说。

平日里，队员们会随手拍摄乌孙古道美

景，发抖音、微信朋友圈，希望让更多人看到，

为家乡发展做贡献。“今后我要学好普通话，

提高个人素养，用最好的服务吸引更多人来

乌孙古道，让家乡旅游业大发展，让大家都能

致富。”亚森·吐尔逊说。

如今，乌孙古道部分道路拓宽后可容越野车

通行，古道上还建起了应急救援站，深情守护乌孙

古道的马队，依旧是大家心中最美的风景线。

骑马穿行在天山深处，护卫着考古人员和游客，为家乡美景代言

乌 孙 古 道 的“ 守 护 者 ”

肖哲

为了从软环境上不断提升无障碍城市的温度，从1月

13日开始，上海广播电视台在东方卫视《东方新闻》和上

视新闻综合频道《新闻报道》这两档主新闻栏目中增设手

语播报，让听障人士也能“看见”新闻。事实上，听障者通

过手语播报及时“看见”当日新闻，有助于其及时了解社

会公共政策的变化，方便其工作和生活。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曾经参加过的一项活动。组织者

让受试者或蒙上眼睛，或堵住耳朵，或身坐轮椅，去完成

一些日常事务，切身感受残障者生活的不便。这场试验

让笔者的切身感受是，刚刚蒙上眼睛或堵上耳朵后，自己

的感觉是恐惧，不仅少了一项接受外界信息的方式，也因

此少了与外界沟通的方式，明明知道对方嘴在动，却不知

道在说什么，自己自然也无法言对。正因如此，平时看似

很容易的日常事务，也很难完成。

换言之，不论是向残障者提供信息，还是向其提供服

务，都应当以残障者的视角来看待，来设计，来应对，要用

诸多替代性方式方法，为残障者补上其所缺失的功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做法就很好，用手语

播报让听障者可以“看见”新闻。

其实，这样的做法不妨推而广之，在社会公共服务领

域，一些以声音发布的重要信息，是否能有“画面”来补

充，比如车辆的到站播报、重要信息的语音提示等，这些

信息能否在屏幕上“可视化”？在推而广之，其他群体也

需要类似的信息补充，比如，对于视障人士，在服务窗口

能否有语音信息播报？对于视力不佳的人群，各类线上

服务网站和程序能否有大字版、语音版？对于肢体残障

或受伤的人士，相关服务窗口和柜台，能否与轮椅等辅助

性设施对接？

有人会说，如此操作，会不会带来社会公共服务成

本升高？事实上，打造无障碍城市不仅彰显着社会温

情，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必要性。这是因为，随着人口老

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同样会面临听觉、视觉、触觉和

肢体活动能力的衰退，这些无障碍设施，也将造福于老

年群体。

不断提升
无障碍城市的温度

我国将从五方面加强
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

据新华社电（姜琳 郭晓蕾）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负责人近日表示，2022

年，全国共向 1058万失业人员发放不同项目

失业保险待遇 887亿元。

保障范围能宽尽宽。在及时足额发放失

业保险金、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等常规保

生活待遇的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延续

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

保障水平合理适度。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统筹考虑疫情对失业人员生活造成

的影响和各地的基金结余情况，循序渐进，分

类施策，逐步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

保障项目全面覆盖。在为领取失业保险

金人员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基础上，增加

代缴生育保险费，充分保障失业人员医疗和

生育权益。在物价上涨时，启动价格补贴联

动机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更好保障失业人

员基本生活。

保障群体突出重点。对距法定退休年龄

不足 1 年的大龄失业人员，领金期满后仍未

就业的，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

年龄。对未能及时就业的退役军人，办理求

职登记后，可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保障服务能快尽快。继续深入实施失业

保险待遇“畅通领、安全办”行动，推行“三免”

经办服务模式，实现“免跑即领”“免证即办”

“免登即发”，简化优化办理申领环节。

5 年里，船员们经历了赤道海岸的

酷暑，体会了北极周边的冰冻严寒，从西

非的海底硬岩到东欧的砂石鹅卵，他们

克服了种种困难，带着对妻儿的牵挂、对

父母的惦念，驾驭着“天鲸号”辗转于欧

亚非大陆，穿梭于各大洋之间。

残疾人乐享冰雪之趣
图为残疾人在银川市阅海滑雪场体验雪圈项目。
第七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宁夏特色活动日前在银川市阅海滑雪场启动，来自全区

各地的260余名残疾人及其亲友和志愿者共同体验冰雪之趣。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湖北黄石有轨电车通车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首条地级市有轨电车，黄石市重点

一号工程黄石现代有轨电车一期工程建成通车。

湖北黄石现代有轨电车项目线路全长 26.88 公里，是黄

石建市以来投资额度最大、复杂程度最高的城市基础设施项

目。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的土建工程 W-02 标段线路总长

7.4 公里，轨行区宽度为 8.5 米，上下行双线布置，最大速度可

达 70km/h。项目团队一方面调整施工方案，优化资源配置，

采用“短封闭、快施工”的交通导流方式组织施工作业；另一

方面组织骨干力量，主动协调各级关系，重点解决管线、征地

问题。 （许鹏健 杨丽娜）

增强特色产业发展底气
本报讯 位于河北省的国家税务总局定兴县税务局持续

聚焦当地特色食品制造产业发展需求，积极推动税惠政策落

地见效，不断优化税费服务举措，全力护航特色产业发展。

一方面，该局在加大对食品制造产业税收政策培训的同

时，紧盯相关企业各类涉税疑难点，深入企业实地走访，开展

“定制化”服务，保障企业精准享受各类减税降费红利。另一

方面，统一印发宣传手册，通过办税服务厅广泛宣传，利用远

程帮办、分局纳税服务群实现目标企业精准推送，成立“税管

家”团队，全力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地落细。 （金楠）

青 海 湖 湿 地 指 示 性 物 种 (水 鸟 )
种类增加到 98 种

青海湖地表水断面
水质优良率达到100%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湖景区保护

利用管理局获悉，青海湖推进生态保护、国家公园创

建、绿色发展等重点工作，青海湖生态系统保护明显加

强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青 海 湖 水 体 面 积 达 到

4625.6 平方公里，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到 100%。

今年以来，青海湖持续推进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

源疫病监测标准化建设，成立中科院水生所青海湖高原

湖泊湿地生态环境科学观测野外台站，建设青海湖视频

监控点和鸟岛数据中心、青海湖空基无人值守湿地鸟类

监控系统和湿地监管大数据平台，在流域设置 300 个生

态监测地面定位监测站点，全面搭建覆盖全流域的科研、

监测与评价评估平台。

同时，建立青海湖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机制，联合开展

“绿盾”行动、旅游市场规范整治专项行动、青海湖生态环

境大排查大整治大巡护行动，形成合力推进青海湖生态

保护和国家公园创建。此外，青海湖还通过开展垃圾清

理整治行动，排查发现问题 70处，清理整治 29处，组织环

湖群众、志愿者等 2000 余人清理整治环湖沿线垃圾，青

海湖周边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海

湖生物多样性资源加速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青海湖水体面积较 2017年增大 2.9%，达到 4625.6平方公

里。青海湖湿地指示性物种（水鸟）种类由 2017 年的 92
种增加到 98种，栖息水鸟由 2017年的 33.6万余只增加到

57.1万只。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达到 10.85万吨，普氏

原羚数量达到 2969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