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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冲锋舟挂在车尾，朝着海

滩开去，39岁的吴多高，是一名

桶装水代理商，出海钓鱼是多年

的爱好。如今出海仍是常事，而

钓鱼却是许久没有尝试了。

2018 年 9月，吴多高买了

一艘冲锋舟，就为了“跑”得更

快、更远，钓上更多的鱼。在此

之前，他和村里的朋友们一样，

驾驶泡沫舢板出海。

“把几块大泡沫板拼在一起，

装上一台小发动机。”虽然也能出

海钓鱼，但是泡沫舢板的动力不

足，时速不到10公里，遇上逆流

还会原地打转，“很不安全。”

有了冲锋舟，吴多高能在海

上劈波斩浪，去往朋友们去不了

的海域。闲暇时，拖着冲锋舟奔

向海边，朋友们喊他：“又去钓

鱼？”吴多高很快乐。

上午订货送水，下午出海钓

鱼，闲时坐在自家楼下喝茶。这

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吴多高还没

尽兴，直到一天下午，接到一个

电话——“听说你有冲锋舟，快

来帮帮我！”

那天，一位渔民的渔船缠上

渔网，失去动力，在海上随波逐

流。眼看就要天黑，吴多高赶紧

出发，“只是举手之劳。”

对方在盈滨半岛海岸一公

里之外，顺着方位找过去，吴多

高把渔网割开，发动机仍然打不

着火。花了半个多小时，吴多高

把渔船拖回岸边，对方一个劲说

“谢谢”。

那天晚上，很少喝酒的吴多

高喝得半醉，高兴地一晚上睡不

着觉。“我跟人家也不熟，遇到危

险还能想到我，感觉挺好。”

奇怪的是，从那天起，吴多

高常常接到海上遇险的求救电

话。不是泡沫舢板抛锚，就是渔

船缠上渔网，全靠那艘冲锋舟拖

回岸边。

渐渐地，鱼也没空钓，水也

没空送，吴多高成了“义务救生

员”，冲锋舟成了“义务救援船”。

每次拖着冲锋舟奔向海边，

朋友们喊他：“又去救援？”吴多

高眉头一皱，很快又笑了。

盈滨村是个地道的渔村，盈

滨半岛的海面上，几乎天天都有

盈滨村的乡亲们。吴多高干脆

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救

援群，平时接到求助，总有人能

够伸出援手。

张昭健是村里的“渔二

代”，每次出海钓鱼，不是盯着

鱼漂，就是盯着手机，“看看救

援群里有没有求助信息。”渐渐

地，“救援”成了乡亲们出海的

另一个目的。

2022年12月，盈滨应急救

援队正式成立，吴多高担任队

长。十几位同村的朋友聚在一

起，每人拿出15元钱，买回一个

红袖标，戴在手臂上，就算“组

队”成功了。

在他们看来，“救援”只是举

手之劳。没想到，“救援”二字如

同一股风气，改变着这座半岛的

风景。

海滩深处的海滩深处的

5454名队员名队员，，234234名志愿者名志愿者

在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的沙滩上，每
隔一段距离，立着一块海南省红十字盈滨救
援队的告示牌。除了提醒游人注意安全，还
提供了遭遇危险时的求救电话，一串串号码
之中，有吴多高的私人手机号。

生在盈滨半岛的盈滨村，出海钓鱼是吴
多高一直以来的爱好。2018年9月，吴多
高买了全村第一艘冲锋舟，幻想着乘风破浪
的生活，却过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从此，这片海滩的深处，悄悄生长着一
股力量。这力量来自路边的摊位、海边的商
店，来自渔村的渔船、城里的社区，一股又一
股力量聚在一起，演绎民间救援的苦与乐。

□南国都市报记者贺立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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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不错，周义躺在自家小

卖部门前的床板上。海防林在风

中沙沙作响，他最喜欢晴朗的天

气，意味着游人如织，生意兴隆。

也意味着他要紧盯眼前的海

面，记清楚岸边停靠的冲锋舟还

剩几艘。

周义是四川人，在老城生活

十多年，早年在工地当工人，工程

完工之后，他留在盈滨半岛，经营

这家小卖部。

盈滨救援队的冲锋舟就停在

小卖部门前的岸边。周义认识这

附近所有的船只，只需要看一眼，

就知道谁在海上，谁在岸上。

队里只要接到海上救援的求

助，总会第一时间联系周义，请他

确认离事发地点最近的船只。周

义也因此加入盈滨救援队，成为

这支海上救援力量的“调度员”。

远处的海面上，盈滨村的年

轻渔民们几乎都是盈滨救援队的

队员或志愿者。然而，想要成为

施救者，不只是身份的转变，也需

要意识的提升。

过去，盈滨村的乡亲们喜欢穿

着连体雨裤出海。防水、轻便的连

体雨裤，方便乡亲们在浅滩上下

船，这背后，却是看不见的隐患。

吴多高还记得，大约在30年

前，村里两位渔民出海捕鱼，不慎

翻船。他们想游到安全水域，被

灌满海水的连体雨裤仿佛千斤

重，拖着他们向海底坠落。

最终，一人溺亡，另一人拼死

游回岸边，累得在防风林里躺了

几天，直到被乡亲们发现。

“溺亡的那位渔民，家里还有

孩子，就靠爱人帮人缝补渔网过

活。”吴多高一直记得那家人，日

子过得很辛苦。

海南省红十字盈滨救援队成

立之后，吴多高通过海南省红十

字会联系讲师，为乡亲们普及安

全生产意识。渐渐地，连体雨裤

少见了，渔民们更习惯穿着救生

衣出海作业。

绵延的盈滨半岛，近处是热

闹的游人，远处是忙碌的渔民。

24小时，总有盈滨村的乡亲们在

海上劳作，他们连成一条兜住海

岸线的“安全绳”，守护这片海的

风景。

每天中午，谢廷芳还是会和

姐姐、嫂子赶往四季康城广场夜

市出摊。姐姐和嫂子早已习惯谢

廷芳的突然告辞，离别时，也会嘱

咐一句“注意安全”。

吴多高的爱人曾经不支持

他，“花了太多的钱，你得到什

么？”可是三年过后，孩子们已经

以父亲为荣，嚷着长大之后也要

一起参与志愿服务。

周义也有新的发现，这两年，

冲锋舟出海救援的次数越来越

少。他希望，相关的遇险数据最

终都能归于0。

如同盈滨半岛越来越漂亮的

风景，在各方的努力下，盈滨半岛

的海域安全措施逐步完善，每一

位身处其中的普通人，都在以自

己的方式，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充

实海滩深处的守护。

早上就得准备食材，中午两点出

摊，晚上零点收摊，到家已经是凌晨

两点。35岁的谢廷芳和姐姐、嫂子

一起摆摊卖寿司，四季康城广场夜市

的小小摊位，是她的生计。

加入盈滨救援队的第一天，谢廷

芳告诉姐姐和嫂子，她随时会“早

退”，“接到救援任务就得走，摊位就

交给你们。”

2024年9月29日，下午四点，谢

廷芳正在摆摊，突然接到任务——码

头疑似有人溺水。

“我走了。”谢廷芳丢下这句话，

扭头赶往码头。她和队友们仔细搜

索，查遍码头水域，原来是一截浮木，

被误认为是溺水者。

无功而返，谢廷芳却很安心，“希望

每次都能无功而返，希望大家都平安。”

向西突出的盈滨半岛，远远可以

望见粤海铁路南港。21年前，那里

开通了海口至广州的首发列车，其中

一节车厢里，站着乘务员肖文术。

她以为，她的人生就像列车的方

向，是确定的。直到2012年的一天，

她驶向不同的旅程。

那天下午，下班回到家的丈夫突

然晕倒，不省人事。肖文术吓坏了，

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当丈夫被送到医院，他的肌肉已

经开始僵硬。转往海南省人民医院

之后，他昏迷了一个多月，最终成为

植物人。

一年之中，肖文术带着丈夫做过

各种康复护理，进过高压氧舱。一年

之后，丈夫还是走了。

仿佛心都碎了，肖文术整夜睡不

着觉。难过之外，眼前冒出许多问号，

她问自己，到底是哪个环节做错了？

那是应急救护知识还未普及的年

代。几年之后，通过面向单位、社区持

续开展的急救培训，肖文术终于明白

“院前急救”的意义，她还想学会更多。

2024年的端午节，已经来到老

城镇政府工作的肖文术，看见正在海

滩巡护的谢廷芳。

“你们有工资吗？”“没有。”“为什

么做这件事？”“能帮助别人，心里很

舒服。”

那天之后，肖文术加入海南省红

十字盈滨救援队。在海南省红十字

会的支持下，肖文术和队友们系统学

习应急救护知识，成为一名应急救护

师资，向更多人传授急救知识。

肖文术终于可以睡个好觉。她

的爱人再也回不来，但是她有机会，

去帮助更多人，保护心爱的人。

远远望去，粤海铁路南港又有列

车进站。终点即是归途，每个人都会

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

每逢节假日，盈滨半岛的沙滩上都会

迎来天南地北的游客，五彩缤纷的遮阳棚

和泳衣丰富这片海滩的色彩，总有一道整

齐的蓝色穿梭其中。

“很喜欢在海滩巡护的感觉，能够悄

悄地守护他人。”谢廷芳和肖文术是海南

省红十字盈滨救援队（即盈滨应急救援

队）的成员，身上这件蓝色的制服，是队员

们自费购买的。

盈滨救援队目前有54名队员，234

名志愿者，全队一年的花销大概需要5万

元左右，“能自费就自费。”为了节省经费，

吴多高把自家一楼腾出来，请走了租户，

作为救援队的基地。

队里省了钱，吴多高家里一年2万元

的一楼租金也被“省”去了。

整个基地摆放着密密麻麻的救援设

备，大多由吴多高自掏腰包。一艘冲锋舟

价值一万多元，吴多高买了三艘，救援队

成立三年，他一共花了五十多万元。

为此，爱人没少和吴多高闹矛盾，“挣

点钱容易吗？”吴多高很难回答，他总觉

得，有些事不能用钱衡量。

基地的角落里，摆着一台黑色的声呐

设备，这是吴多高花了5000多元购买的，

“觉得能派上用场。”

2024年9月21日的晚上，有人在盈

滨桥溺水，水流湍急，一时找不到人。吴多

高拿出这台声呐设备，终于把人找到了。

救援队刚成立时，大多数队员仍是驾

驶泡沫舢板出海救援，好几次在风雨中失

去动力，队员们被大雨浇得湿透，自己反

倒需要被救援。

几次经历过后，大家渐渐意识到，泡

沫舢板不安全。咬咬牙，队员们把泡沫舢

板全换成冲锋舟，队里最多时有19艘。

凭着冲锋舟的快速和安全，2022年至

2024年间，海南省红十字盈滨救援队在海

上救起28人，完成350多次海上巡查。

2023年的端午节，盈滨半岛的沙滩

上又迎来大量的游客。大家感受着海水

的清凉，不知不觉之间，一位小男孩意外

溺水，家长发现时，男孩已经没有心跳。

吴多高正在海上巡查，接到通知后，

开着冲锋舟冲上沙滩，没等停稳，跳下冲

锋舟，朝着小男孩跑去。

“男孩大概8岁，脸色发紫，肚子鼓

胀，瞳孔放大，心脏停搏，看起来就和溺亡

者差不多。”吴多高心里忐忑，“能救活

吗？”手上却没有停止心肺复苏按压。

按压做到第五组，小男孩“哇”的一

声，吐出一大口水，终于恢复了心跳。

几天之后，男孩的父母托人送来锦

旗，差点找不到人接旗。队员们平时不在

基地，都在忙着各自的生计，吴多高要去

送水，谢廷芳要去摆摊，脱下这身蓝色的

制服，他们只是一个个普通人。

唯有生计之外，人人献出一份爱，让

这片海滩有了不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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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红十字盈滨救援队开展急救知识宣传。

海南省红十字盈滨救援队开展急救演练。

（本组图片由海南省红十字盈滨救援队提供）

海南省红十字盈滨救援队部分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