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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以建设模范
机关为抓手，不断提升结对共治工作实效，
积极开展“连心桥”活动，通过每名干部与
各居住地村居工作站对接，丰富中心工作
内涵，不断创新新格局，有效推进“连心桥”
品牌建设。
主动谋划，确保“连心桥”活动有声有色

中心以“双在双争”提升行动为依托，
通过干部下基层指导村居工作站开展巡察
活动为抓手，在年轻干部中召集“啄木鸟”
先锋队队员，定期开展城市“巡察”活动，帮
助社区主动发现城市管理中存在的疑难顽
症，最大限度推动村居工作站的管理服务
向末端延伸。不断夯实“连心桥”的组织根
基，力争在群众“开口”之前发现并解决问
题，通过开展下基层活动，中心干部的服务
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也得到了进一
步增强。
搭建平台，夯实“连心桥”为民服务功能

围绕中心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把不断
提升城市治理与构建连心桥活动相结合，
在“面、点、线”方面细化服务标准，一是从

“面上”，以“比技能、比服务、比业绩”为主
题，明确“组织、报到、推进、总结”四个阶段

的时间节点，每名中心干部每月不少于一
次与各居住地村居工作站对接；二是从

“点”上，要求中心与所联系的村居工作站
在对接过程中力求“实”，在组织保障、机制
建立、网络系统、案件流转、问题解决五个
方面重点开展指导，对需要协调分平台或
区平台解决的事宜，及时做好相关信息传
递，推动村居工作站工作有序运转；三是从

“线”上，工作站充分利用自身业务工作的
便利，通过系统平台直接指导联系村居工
作站开展工作，提高问题的发现和处置效
能。通过“连心桥”方案谋划，加强队伍管
理，以村居工作站作为城市综合管理的落
脚点，实现社区精细化管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中心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充分展现中
心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发挥中心年
轻干部在社区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提
升为基层“排忧解难”的质效。中心建立完
善与结对居村日常走访和定期服务机制，
将“社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作为每月
常态化工作深入推进，及时了解掌握社情
民意，开展有效服务。

文/马婕

搭建为民“连心桥”服务群众见实效

夏日的上海异常炎热。走在上海打捞
局潜水基地的林荫中，记者与上海打捞局
工程船队潜水队潜水长贾琦聊起了救助打
捞界的“华山论剑”。

6月底，上海举办了一场救捞系统水上
搜救技术比武，全国各地的潜水救助高手
聚集一堂，各展身手。

“大家都很强，彼此切磋技艺，取长补
短，也加深了战友情。”贾琦谦虚中带着自
信，“至于成绩嘛，我们还可以。”其实作为
赛事的东道主之一，上海打捞局在这场大
比武中斩获多项桂冠，并荣获打捞团体奖
第一名。

穿过林荫，视野豁然开朗。基地位于
军工路上，面朝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正
是打捞局潜水员们最好的训练场。

由于浦江里泥沙俱下，贾琦和潜水队
的伙伴们过一段时间就要用水枪冲掉训练
区域的积沙，“泥沙要是积得多了，落潮时，
这里都能见到江底，就没法训练了。”

泥沙也导致了江水浑浊。一般潜水随
着深度加大，能见度也会下降，“可我们的
黄浦江一下水就什么都看不清，操作完全
靠手摸。”贾琦介绍道，但这样艰难的训练
环境，对于潜水员们的技艺提高帮助很大，

“练久了，对于水下的情况心里就有谱了，
虽然看不清，手和心就是我们的眼睛。”

目前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有100多人，
其中也包括很多年轻的潜水员。在很多人
心中，潜水是个浪漫的运动，畅游大海，欣
赏着五彩斑斓，当初贾琦也带着类似的遐
想加入了打捞局，当然现实与遐想的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无论是在黄浦江的基地，还是打捞作
业的长江口、东海，水况都比较恶劣，水下
能见度很低。”贾琦表示，潜水员对个人身
体素质的要求很高，不亚于飞行员。一般
的潜水爱好者，极限下潜深度约为水下40
米。然而打捞局的潜水员，一旦抵达事故
现场，潜入的深度远不止于此，60米、80米
甚至100多米，这是他们无法决定的。

在水下，每下沉十米，潜水员多承受的
水压相当于一个标准大气压，你不得不面
对深水中的黑暗、冰冷与孤独。有时往水
深处看，底下仿佛就是一个黑洞，用力地

把人往下吸。许多年轻潜水员首次下水，
感觉就跟看恐怖片似的，水中的未知让人
毛骨悚然，有时一条鱼游过去，人会被吓
一跳。

“那些新人们总是吐槽，每次下水训练
都草木皆兵，生怕被海中的生物蜇一下，咬
一口。其实这是对未知的恐惧，但你要干
这一行，就必须克服这种心理，接受黑暗，
习惯黑暗。”在贾琦看来，这是每个新人必
经的磨练，也只是最初、最小的挑战，他们
未来参与各项救援打捞任务时面对的挑
战，要大得多，严峻得多。

“泥沙多、能见度低，风大水流急，而且
有许多涌流、暗礁甚至突然出现的漩涡，长
江口到东海的恶劣水况，在全世界范围内也
是排得上号的。正是在黄浦江这样艰难的
环境中苦练，在长江口、东海这样水况恶劣
的地方实施任务，上海打捞局打造了一支潜
水铁军。”贾琦坦言，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
技艺提升得非常快，“在这边练得多了，干得
多了，再去其他海域进行海工项目时，就有
点降维打击的味道了。”贾琦回忆道，“比如
之前去沙特进行海下清理作业，那边的海面
波澜不惊，水下采光也好得多。我们在清理
时，打掉一个海生物，漂亮的热带鱼就会被

‘大餐’吸引过来，围绕在我们身边游动，仿
佛在休闲潜水，美不胜收。”

在贾琦看来，潜水员在磨练技艺、提升
水平方面是无止境的。尤其是要敢于挑战
最尖端的潜水技术。如今全世界潜水员在
技术上都在激烈竞争，比如作为核心技术
的饱和潜水，是可以类比载人航天的伟大
事业，我们中国的潜水员，虽然起步比西方
晚，但也在不断向潜水高峰攀登。

2006年实现了我国饱和潜水“零”的突
破，2011 年饱和潜水实践作业深度达到
196米，2014年将国旗插在南中国海313.5
米深的海底，刷新国内饱和潜水作业纪录，
打破国外300米级饱和潜水的技术垄断，彰
显我国向深远海发展的“海洋强国”形象。

“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象征
着中国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作为潜水员，我
们的目标就是不断探索，不断突破。”贾琦
和他的同仁们正将他们的目标瞄准更深的
海底。

潜龙在渊，于深邃与 挑战中捞起希望
刺激刺激、、神秘神秘、、浪漫浪漫，，也许这就是潜水给普通人的印象也许这就是潜水给普通人的印象。。

但还有一群人但还有一群人，，他们与时间赛跑他们与时间赛跑，，与波涛暗流搏斗与波涛暗流搏斗，，与历史与历史
长河对话长河对话，，与死神争夺生的希望与死神争夺生的希望，，他们共享着潜水之名他们共享着潜水之名，，却却
背负着不平凡的使命背负着不平凡的使命。。

““世越号世越号””打捞打捞、、““桑吉桑吉””轮救助轮救助、、““长江口二号长江口二号””古船重古船重
见天日见天日，，一项项名扬海外的任务一项项名扬海外的任务，，一次次艰险的磨练一次次艰险的磨练，，铸就铸就
了上海打捞局的潜水铁军了上海打捞局的潜水铁军。。一位潜水员在自己的笔记上一位潜水员在自己的笔记上
这样写道这样写道：：““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我比海洋更宽广的是我
们不退缩的精神们不退缩的精神。。我们要将光明与希望播撒在寒冷与黑我们要将光明与希望播撒在寒冷与黑
暗的深处暗的深处。。””我们有幸走进他们的基地我们有幸走进他们的基地，，一起去听听上海打一起去听听上海打
捞局潜水队的故事捞局潜水队的故事。。 青年报记者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张逸麟

虽然名字和“假期”谐音，但是“假期”
对贾琦而言也是奢侈品，这次回上海的基
地，贾琦很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毕竟打捞行业，有许多重大工程一去
就是几个月，有一次到南半球的工作任务，
恰逢新冠疫情，结果很多潜水员在船上待
了超过13个月。带队领导也要给队员们
做心理疏解，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船上组
织露天烧烤派对，大伙一起放松一下。

“有时候确实感觉对妻子和孩子们挺
亏欠的，我也常常和孩子们说，爸爸从事的
工作比较特殊，要克服一下困难。”贾琦的
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2岁，让他欣慰
的是，孩子们很认可爸爸的工作。不久前
纪实频道又开始播放“长江口二号”古船打
捞的纪录片，“孩子们一看到电视喊了起
来，‘爸爸，电视里又放你们单位的节目
了。’那一刻挺自豪的。”

2022年11月21日，上海打捞局成功
将“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出水并浮运
进坞，安家上海杨浦滨江。150多年前沉
入海底的古船重见天日，圆满完成了这一
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木质古沉船整
体打捞和迁移工程。

相比那些救援任务，“长江口二号”打
捞任务虽然挑战很大，但潜水员们心理是
轻松愉悦的，整个过程实现了科技创新与
水下考古的有机结合，首创的“弧形梁非接
触文物整体打捞迁移技术”也是誉满海内
外，交出了浑水水下考古打捞的上海方案。

尤其是这些出海现世的古文物将面向
广大群众，去年7月，首批95件/组来自“长
江口二号”展品，包括船体构件及一系列古
船出水瓷器首次亮相上海历史博物馆，未来
也将有更多相关展品在上海的博物馆内与
公众见面。这让贾琦和队友们非常欣慰，

“都说我们潜水员打捞文物，就是在与古人
对话。如今我们上海打捞局的成果，开始公
开展示，让更多的百姓也有机会与古人对
话。”贾琦说，“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带着孩子
们一起去看展，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贾琦始终坚信，无论是抢险救助，还是

文物打捞，自己的事业对社会很有意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加入上海打捞
局的潜水员队伍中，而在选人时，打捞局非
常看重他们是否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休闲
旅游潜水与我们的打捞潜水完全是两个维
度，要加入我们，首先要对救助打捞事业有
清晰的认识，能认可我们这个行业的意义，
同时自己心里要有一团充满正能量的火，
愿意为这个事业积极燃烧自己的青春。”贾
琦坦言，心里若是没有这团火，即便再有能
力，也干不长久。

“现在新人潜水员都是00后了，他们
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视野更宽，见识更
多，也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贾琦平日里
也经常和年轻人沟通交流，去读懂他们内
心的想法，“年轻人敢于尝试，善于思考，只
要我们的精神能够传承，新一代的潜水员
会闯出更宽广的未来。而我只是在他们遇
到困难、困惑时，为他们打气，告诉他们你
现在做的一切，都很有意义。”

经历过这么多大工程、大任务，贾琦也
感叹，当一个人退休时，回想整个职业生涯
有那么几件意义重大的经历，能够一直怀念、
回味，这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在黑暗深邃
的大海中，给他人一些希望，还他人一些心
愿。这，就是我们潜水员奋斗的意义。”

“世越号”沉船打捞过程很漫长，对于
贾琦等潜水员而言，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硬仗，风餐露宿、日夜赶工对身体是巨大的
挑战，精神上也是同样的煎熬。

“那是一场巨大的悲剧，300多个家庭
因此而破碎。”贾琦回忆起那段时光，神情
肃然，“到了清明、冬至这些日子，有很多
遇难者家属会划着小船来到事故现场周
边，祭奠他们逝去的亲人，甚至有一些非
常悲痛的亲属时常会到现场来看看打捞
沉船的进度。他们悲戚的哭声，让人的心
情很沉重。”

当然沉重中也有些许的温暖，这些家
属也会打着横幅感谢上海打捞局，并给潜
水员们送去中文的卡片，上面写着“感谢你
们的辛勤付出”。贾琦说：“无论是他们的
悲痛，还是对我们潜水员、工作人员的感
谢，都激励着我们加油干。”

通过一次次潜水作业，潜水员们对“世越
号”这个水下迷宫逐渐熟悉，每个人心里都有
了一张地图，帮助他们完成了每一个封窗作
业，他们秉持着加封一个网、就是对遗体多一
份保护的信念，水下连续奋战100天，完成封
窗300个，几乎把所有窗口都封上了，保证受
难者遗体在打捞过程中不会流失。

当“世越号”整体出水的那一天，贾琦
和战友们如释重负，不单单是为了完成一
个举世瞩目的打捞任务，“同样也是对自己
的一份安慰。面对那些悲伤的亲属，我们
终于把他们的亲人和孩子带回家了。”

救助打捞任务，往往伴随着很多悲伤
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总是挥之不去。贾琦
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初黄浦江口有人在爬
梯时突遇狂风暴雨，最终不幸与梯子一同
落水。接到求援信息后，贾琦和队友们第
一时间来到了现场，在暴雨急流中打捞落

水者，他回忆道：“那位青年的家人也来到
了现场，在岸边痛哭。我们也是想尽了办
法，还是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当时
的感觉无比自责，那一幕幕场景一直记在
心中。”

2018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的救
援工作，也成为萦绕在上海打捞局潜水员
心中悲痛的回忆。他们在长江73米水深的
江底，连续86小时不间断作业，成功搜寻、
打捞起7具遇难者遗体，探摸到了散落的行
车记录仪芯片，还原了事故真相。

“作业过程中感受到的悲痛，往往会冲
走完成任务后的欣慰。”当时第一个被找到
的遇难者是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那位下
潜的潜水员事后说，看到孩子的那一刻，湿
润的眼眶就模糊了视线。”此刻，悲伤仿佛
随着贾琦的讲述蔓延，“当他抱着孩子上岸
后，还是不停地流泪。胡建队长也忍着悲
伤，让大家调整好心态，继续工作，尽快把
其余遇难者带上岸，至少能缓解家属们的
痛苦。”

坠江的公交车被打捞出江面的那个深
夜，岸上响起了致哀的鸣笛声，贾琦和队友
们带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一起脱帽致哀……

“干我们这一行的，免不了穿梭在生死
之间，要直面那些人间悲剧。很多时候我
们都会倍感压抑。”但贾琦也坦言，排解这
些负面情绪，正是潜水员的必备的专业素
质，“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是当情绪难以压
抑时，我们也必须克服心理上的这一关，尽
可能地让负面情绪排除，把自己调整到一
个好的工作状态。”贾琦说，经历的越多，个
人的信念就越强。这个信念就是珍惜你身
边的一切，“珍惜与家人一起的时光，珍惜
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也珍惜这份充满意
义的工作。”

虽然日常训练很重要，但从新人到资
深潜水员，再到如今的潜水监督，这一路
走来贾琦深深体会到，参与重大任务对于
潜水员个人素质的提升是最关键的，“每
当你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任务，你的见识、
认知、经验都会提升一大块，就像‘打怪升
级’一样”。

因为每次救助打捞任务，都会遇到完
全不同的挑战，工程师要因地制宜地制定
方案，潜水员也需要随机应变，应对不同
的危险。

当年的“桑吉”轮应急抢险救援事件
给贾琦留下了深刻的回忆。打捞局第一
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时，情况已经极其危
急，毒气蔓延、遇难船只不断发生燃爆，浓
烟滚滚直冲天际。

当时队里的徐军林、徐震涛、卢平、冯
亚军四位党员挺身而出，“这次风险实在
太大了，年轻的不要上去，他们有的孩子
还小。还是我们上吧。当然我们经验也
比他们丰富，遇到爆炸可第一时间跳海自
救。”他们4人中最年轻的41岁，另外3位
都是50岁出头的老潜水员，他们穿戴完
装备准备登船时，留下了一张合影，“这可
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合影了。”

4位勇士冒着恶劣的海况以及随时爆
炸的危险，顶着高温与蔓延的毒气，对生
活舱、驾驶舱进行搜救，几经寻找，成功取
下了船舶碰撞的关键性证据“黑匣子”，同
时将发现的两具船员遗体一并成功带
回。第二天火势猛烈的“桑吉”轮就发生
爆燃沉没。

那一幕让现场的贾琦异常感动，也给
了他无限的动力。“桑吉”轮沉没后，仍然
有着残油入海造成巨大污染的风险，贾琦
与战友们一起通过饱和潜水作业，完成了
110米海底钻孔探油及抽油作业，为保护
海洋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看着大家奋不顾身地冲向险境，脑
海中不断浮现出凝聚中国救捞精神的那
十八个字，‘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
危险留给自己’，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
重。”贾琦表示，打捞局的老队长胡建对这
十八个字还有更深的理解。在老队长心
中，自然希望队员在救人时有不怕艰险、

敢于冲锋的精神，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但
作为队长，更有责任保护每一个队员的安
全。

举世瞩目的韩国“世越号”事件，最终
实施沉船整体打捞工程的也是上海打捞
局的团队。在一次救援中发生了意外，一
名潜水员被急流冲了起来，“脐带”被挂在
船内某处，挣脱不了。水面的潜水监督员
得知情况后，一边派人下水援助，一边安
抚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沉着
冷静才能化险为夷。”经过两次艰难的营
救，才解除了被挂的“脐带”，被困的潜水
员也顺利脱险。

思绪回到黄浦江的潜水基地，贾琦摸
着潜水服上的“脐带”，“这是我们潜水员
的生命线。”参与过“世越号”打捞潜水任
务的贾琦，如今也成为了潜水监督，“潜水
员都有着无惧生死的勇气，而我却有着保
护他们的责任。”

“世越号”打捞任务的顺利完成，让上
海打捞局名扬四海，但那 600 多天的经
历，也深深刻在贾琦的脑海中。当时韩国
政府提出了严格的打捞要求，要保持沉船
原始状态，最大可能维护船体结构，防止
沉船内可能存在的遇难者遗体流失。

为此，上海打捞局的工程师们日以继
夜地设计方案，最终创造性地采取了“钢
梁托底”的人性化打捞方案。

“世越号”的涉事海域与上海打捞局
经常作业的东海不同，东海海底以软的泥
沙为主，而全罗南道珍岛郡附近水域的海
底布满了坚硬的石头，实现“钢梁托底”就
必须让钢梁穿过石头，当年贾琦等3名80
后潜水员揽下了穿引缆绳任务，并立下军
令状：“就是爬，也要爬过去。”深海中，他
们用娴熟的水下技术，沿着沉船右舷一路
爬摸，快速地穿引了3根缆绳，为后续首
批钢梁穿引节省了宝贵时间。

当时，由于水下温度很低，他们都冻
得全身麻木，有人被水流冲着撞到了礁石
也不自知，往往要到第二天才发现自己身
上青一块紫一块。可贾琦回想起当初的
经历，说出了最大的体会：“干我们这一
行，哪有简单的任务，但我永远相信一点，
那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经历越多信念越强穿梭生死

无惧各种挑战赴汤蹈火

为了更多的“降维打击”浦江苦练

给他人希望是难得的幸福意义非凡

检查潜水设备。

贾琦在做训练前准备工作。 下水训练。

刻苦训练，练就过硬本领。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郭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