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3年年 88月月 99日 星期三日 星期三 3视 点 责任编辑 / 单慧粉Tel：010-66720639

守护光
“绿色电”点亮“红色岛”

跟随王继才的妻子王仕花和守岛

民兵的脚步，记者踏上巡岛路。路边随

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苦楝树、无花果树，

团团簇簇的喇叭花和绿油油的小草在

石缝里、墙角边、水沟旁摇曳。

指着地上一个铁皮盖子，王仕花告

诉记者：“这是我和老王在岛上生活时

用的水窖，现在岛上已经喝上淡化水

了。”说着，她掀开盖子，水面上漂浮着

枯叶、杂质。

1986 年 7 月，王仕花随丈夫王继才

一同值守开山岛。自然条件恶劣，他们

花了 3 年时间才种活一棵树。岛上长

期缺电少水，虽然配发了一台发电机，

但受天气影响，发电机无法不间断工

作，他们点了 20 多年煤油灯，喝了 30 多

年雨水……

“在军地支援下，如今的开山岛已

经换了模样。你看那台 20 多米高的风

力发电机……”同行的灌云县人武部文

职人员陈志显，是开山岛民兵哨所现任

所长。他向记者细数 5 年来开山岛上

发生的“大事件”——

2019 年 6 月，开山岛风光储互补智

能微电网系统及海水淡化系统顺利建

成投运，岛上从此告别“靠天用电”“靠

雨吃水”的历史。

2020 年 6 月，江苏省首个海岛电力

北斗地面基站在开山岛建成投运，不仅

能为海岛及周边海域提供精准定位、授

时，还能大大提高海岛微电网的安全稳

定运行能力。

2020 年 9 月，开山岛海防视频监控

站投入使用，可监控 4.5 海里范围内的

渔船、海况，为守岛民兵装上“火眼金

睛”。

2021 年 6 月 ，“ 全 电 厨 房 ”建 成 投

运，开山岛用能实现全部电气化、清洁

化，安全又环保。

…………

王仕花至今记得，微电网系统投运

的那天晚上，她特意将岛上的灯全部打

开，32 盏路灯照亮了从山下通往山顶

的 208 级台阶。“开山岛的夜晚从没这

么亮过，我想让老王看看。如果他还

在，夜晚执勤不会再摔倒啦。”

开山岛的光明，来之不易。

这里岩石密布，陆地上极其简单的

作业，在岛上都可能成为施工难题。

由于无法把接地线打入地面，国家

电网江苏电力公司决定把接地线接到

海底。在开山岛的悬崖峭壁上，电力公

司党员服务队队员化身“蜘蛛侠”，把安

全绳绑在腰上，将避雷针及光伏接地线

连接到海底，完成了这个危险系数极高

的“送线入海”任务。

为了确保风力发电机基础牢靠，他

们要在海边坚硬的花岗岩上打入 200

余根钢筋铆钉，再进行混凝土浇筑。这

一切作业只能利用落潮时间，每天的施

工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为了与潮汐

抢时间，我们在离风机最近的防空洞里

生活了 60 多天。山洞里不仅有老鼠，

洞壁上还有蜈蚣、蟑螂出没。刚开始的

几天，我们都不敢睡觉……”回想那段

经历，上岛检查维护微电网的队员任义

刚记忆犹新，“不过想想每年冬天，小岛

阴冷，海风刺骨，王继才夫妇当年不得

不住进防空洞避风。我们这 60 多天又

算得了什么？”

开山岛一直在变，已逐渐变成一座

美好家园；开山岛一直没变，爱国奉献

的守岛精神接续传承。

王继才牺牲后，灌云县人武部在全

县遴选守岛民兵，分批次轮流上岛执

勤。截至目前，已有 5 批 59 人次民兵先

后上岛轮班值守。他们沿着王继才的

足迹，坚持每天升国旗、巡岛、护航标、

写日志，默默坚守、无私奉献。

年逾五旬的民兵孙良奎，2019 年 9

月 1 日上岛执勤至今。他说，王继才是

一束光，他的人生充满意义。“我也想做

老所长那样的人，一直守到守不动为

止。”说着，他憨憨一笑，眼角的皱纹堆

到一起，令人不由想起王继才的脸。

追逐光
10 万余人登岛悟“岛魂”

“敬礼！”清晨，一面鲜艳的五星红

旗准时沿着旗杆、迎着海风冉冉升起。

远处，“守岛卫国 爱国奉献”8 个大字

在朝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不多久，岛上开始热闹起来。参

观学习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他们来

到开山岛，重温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

重走英雄巡岛路、参观王继才先进事

迹展馆……

“王继才守的，不仅仅是一座岛，更

是一颗爱国奉献、矢志奋斗的初心。”近

年来，媒体广泛宣传报道，社会尊崇英

雄、学习英雄的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

多的人们知道了开山岛，“认识”了王继

才，纷纷慕名登岛，聆听英雄事迹、感悟

爱国情怀，汲取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

“为了方便更多人到岛上参观学

习，开山岛专门打造了‘一路’‘一馆’

‘一室’。”连云港警备区领导向记者介

绍，军地根据王继才生前在岛上升国

旗、查坑道、观海况、护航标等工作和生

活轨迹，规划打造了一条环岛“英雄之

路”；在保护开山岛原有营房外观的基

础上，对内部进行改造，整理收集王继

才生前生活、工作用品及先进事迹材料

分区布展，建成王继才先进事迹展馆；

将开山岛上原有营房改造成主题教室，

用以开展现场教学，让上岛人员深入感

悟“岛魂”。

记者看到，王继才先进事迹展馆门

口悬挂着几块荣誉牌——2018 年，展

馆被江苏省评为“江苏省国防教育基

地”；2021 年 7 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这几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

众经常集体上岛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党

性教育和国防教育；人武部每年在开山

岛举行新兵欢送仪式，新兵从这里启航

奔赴火热军营。”灌云县人武部领导介

绍，5 年来，前往开山岛接受教育的团

体达 800 余批次 10 万余人次。

登岛受教育，下岛作报告。习主席

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后，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立，先

后在军内外宣讲 60 余场，现场听众达

100余万人次。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团得到各地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誉和高

度评价。

“父亲用他一生的坚守，教会我什

么是爱国奉献，什么是使命担当。”王继

才的儿子王志国，作为王继才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团的一员，深情讲述父亲的守

岛故事。他说，让父亲的故事被更多人

了解，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荣光。

王仕花以一句平凡的“你守岛，我

守你”，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献给了开山

岛。如今，她的宣讲足迹遍布大江南

北。2021 年 9 月 15 日，王仕花带着一

面曾在开山岛升起的五星红旗，赴西藏

玉麦，与同为“时代楷模”的卓嘎、央宗

姐妹一起，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

式。跨越 4000 多公里，爱国奉献精神

将祖国版图的两端紧紧连在一起。

成为光
军地竞相涌现“王继才”

据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清脆

的枪声响彻靶场，百米外的靶位后方泥

土翻飞。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

武部组织担负轮训备勤任务的两支民

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天气炎热，

但参训民兵个个精神抖擞、斗志高昂。

走下靶场，今年新入队民兵郑雨浓说：

“此次集训，让我的军事素养有了明显

提高。我要像王继才一样忠于职守，履

行民兵职责。”

先进典型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种力

量。5 年来，江苏省军区持续开展“争

做王继才式好民兵”“争做王继才式国

动先锋”活动；连云港警备区自上而下

常态化开展忠诚守信、牺牲付出、个人

进步、岗位坚守、生活条件等“七问七

比”讨论交流活动。学习王继才精神，

争做“王继才式”人物，在江苏大地蔚然

成风。

在连云港警备区，说起从“特战尖

兵”转型为“仓库卫兵”的万伟，官兵纷

纷竖起大拇指。

2005 年，万伟入伍来到连云港警

备区某侦察排。他严格要求自己，刻苦

训练，不仅因工作成绩突出被保送提

干，还带领所在排连续两年荣立集体二

等功，个人两次荣立二等功。正当他准

备在教导员岗位摩拳擦掌、大展身手

时，恰逢省军区系统调整改革，万伟被

调入某仓库，成为一名保管员。面对这

样的“转型”，他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仓库保管员也是战斗员，同样担

负着服务打赢的使命任务。我要学习

王继才，把仓库当‘开山岛’来守！”从开

山岛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归来，万伟被王

继才的事迹深深打动，默默立誓。

万伟主动作为，带领仓库官兵先后

圆满完成 20 余次实弹射击、大项演训

保障任务。他个人再次立功，并被省军

区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新时代国动

先锋”，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在陆军第 72 集团军某旅榴炮一连

的很多老兵心里，王继才依然是他们的

荣誉指导员。2015 年，王继才来到该

连野外驻训点，讲了一堂生动的教育

课，深深感染了在场每一名官兵。同

年，连队与开山岛民兵哨所共建，并聘

请王继才为荣誉指导员。

在王继才精神的鼓舞下，连队官兵

出色完成抢险救灾、实兵对抗演习等一

系列重大任务。连队炮长段月政、段绪

魁一门心思扑在训练上，加班加点练专

业、钻技能，在去年全旅创破纪录比武

中，荣获专业第一名、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灌云县，实验小学有了“王继才

英雄中队”，税务局有了“王继才突击

队”。在连云港市，有些单位还成立了

“王继才班组”。

曾在开山岛守岛执勤的灌云县龙

苴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刘文金，在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下，率先筹建退役

军人“王继才志愿服务队”。全队在抗

洪抢险、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在他的带动下，“王继才志愿

服务队”已覆盖全县13个乡镇（街道）。

“这些事看似普通平凡，但事关群

众利益，需要有人来做。这是我们对王

继才精神的实践，也是退役军人退伍不

褪色的表现。”刘文金言语质朴。

在采访中，记者感到，“王继才”已

经成为一个精神符号，激励着许许多多

军民爱国奉献、爱岗敬业、奋斗拼搏。

2019 年 8 月，开山岛上立起一座王

继才铜像——手持望远镜，他目光坚定

地注视着波光粼粼的海域，仿佛在说：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一定把开山岛

守好！”

我们都是“守岛人”
——探访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

■本报特约记者 李弘非 记者 李 倩 向黎鸣 吕晓博

盛夏，茫茫黄海。记者从江苏省灌云县燕尾港出发，乘坐“开山岛”号客轮驶向开山岛。
一个小时后，这座因“人民楷模”王继才坚守 32年而为人熟知的小岛，在视域之中慢慢清晰。客轮靠上码头，

还没下船，几行描红大字率先映入眼帘——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

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这是习主席在 2018年 8月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5年来，开山岛日新月异，不仅彻底解决

用水用电等生活难题，还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茬茬“守岛人”，接过王继才守岛卫国的接力棒，让
鲜艳的五星红旗始终在小岛上空高高飘扬。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上岛学习

参观的团体和个人很多，我印象最深

的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学

生。当时阳光正烈，学生们的小脸晒

得通红，汗水挂满脸庞，但他们非常安

静、认真地听着讲解员的讲述。那天，

嫂子王仕花也在岛上，孩子们一边搀

扶着她拾级而上，一边听她讲守岛的

故事。走到王继才铜像前，学生们主

动向我们借了抹布和水盆。看着他们

认真擦拭铜像的模样，我们心中倍感

欣慰。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红领巾

迎风飘扬，每个孩子举起右手敬礼，眼

里都闪着光。返程的汽笛声响起，学

生们是最后登船的，他们边走边捡拾

路上的垃圾。我想，在他们的成长之

路上，有开山岛的这一课，一定能激励

他们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 第 3 批 开 山 岛 民 兵 哨 所 民

兵 黄小风

2021 年 9 月 12 日，这一天我终生

难忘。中午时分，前一刻还是晴空万

里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倾盆大

雨，海上浪涛翻滚，一片苍茫。我通过

灯塔望远镜观察海面，发现有四五条渔

船在海上颠簸，情况十分危急。情急之

下，我顶着狂风，摇摇晃晃来到码头，奋

力挥舞着国旗，示意渔船靠岸。渔船几

经周折，终于靠岸。此时，渔民们已经

浑身湿透，瑟瑟发抖。我赶紧搀扶着他

们到值班室，拿来干衣服，准备了些饭

菜。一位渔民说：“我们在海上很无助，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多谢你们出

手相救！”不顾安危，出于本能去营救，

我想，这就是开山岛精神的传承，是守

岛民兵的职责所在。

——第 2至 5批开山岛民兵哨所民

兵 孙存东

作为守岛民兵，第一次上岛时心

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沿着岛转了

一圈后，看到岛上一排排营房，一棵棵

苦楝树，感觉空落落的。我自问，我才

23 岁，能守得住寂寞吗？在岛上礼堂

看了 3 遍《孤岛 32 年》纪录片后，我更

加了解、敬佩老所长了。我给自己打

气，老所长在没有水、没有电的情况

下，在岛上整整生活了 32年，他可以坚

持，我也必须坚持。正如老所长生前

所说，守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开山

岛。每次接待结束，我会沿着巡岛路

打扫卫生，修剪小菜园，检查海防监控

系 统 。 既 然 选 择 守 岛 ，就 必 须 守 好

岛。第 5批轮值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打

算继续申请守岛。

—— 第 5 批 开 山 岛 民 兵 哨 所 民

兵 马 超

上岛参观可以感受到王继才守岛

的艰辛，上岛值守特别是也有过因天气

原因无法及时获得补给的经历后，更能

领悟王继才爱国奉献精神的内涵。第

一次守岛 15天后，我回到单位，领导很

诧异地问道：“怎么守岛回来工作状态

不一样了？精气神也变了？”其实，正是

老所长吃苦不言苦、知难不畏难的工作

作风，不因善小而不为的处世风格深深

影响了我。在担任森林防火站副站长

期间，巡山的路再难走，我都坚持要走

到看到查到；一旦有火情,不管白天黑

夜，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火。现在转岗

到后勤岗位上，我要求自己学习老所

长抵御诱惑、坚守底线的品格，严格自

律，不贪不占，兢兢业业完成各项任

务，将守岛卫国、爱国奉献的精神传承

下去。

—— 第 4 批 开 山 岛 民 兵 哨 所 民

兵 杨玉金

图①：开山岛上的王继才铜像。 李弘非摄

图②：王仕花（中）和守岛民兵打理菜园。 李弘非摄

图③：王仕花在岛上升国旗。 李弘非摄

图④：远观开山岛。 董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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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守岛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