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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怒海争锋、勇立潮头的特殊
队伍。这是一群不畏艰险、舍身救人的海
上勇士。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们以生命作
谱，以信仰为乐，吟唱出一曲海上安全保
障的英雄壮歌：印度洋海啸，他们远赴泰
国执行水下志愿清障任务；北京奥运会，
他们负责青岛奥帆赛的水上安保；神舟系
列飞船发射，他们在海上执行应急保障任
务⋯⋯

对北海救助人来说，这是在磨砺中成
长的 10 年、是与狂风恶浪搏斗的 10 年、
也是为国家担当海上救助重任的 10 年。
10 年里，他们累计完成特种救助任务
2498次，在惊涛骇浪中顽强拼搏，使 378
艘遇险船舶转危为安，在死亡线上舍生忘
死地挽回了 6774 名遇险人员的生命，直
接获救财产价值超过 140.86亿元。

北海救助人以实际行动保障了人民群
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实现了国家组建北
海救助局这样一支专业海上救援队伍的初
衷，为我国北部海域筑起了一条坚固无比
的海上生命线。

临危受命寄厚望

“北海救助局的成立是临危受命，也
是海运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事故推动。”北海救助
局副局长郑健告诉记者。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航运业迅
猛发展，但是由于很多船只对安全生产不
够重视、船员素质良莠不齐、船舶和公司
管理方面存在隐患，以及海上专业救助力
量构建滞后等不利因素，导致我国航运业
在渤海湾海域一度付出了惨痛代价。

1999 年 11 月 24 日，渤海湾发生震惊
世界的特大海难，山东烟台渤海轮渡公司
的“大舜”号滚装船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
沉没，船上 282 人葬身海底。保障我国航
运业海上安全迫在眉睫。

为此，我国决定将救助和打捞分开，
建立一支装备精良、人员精干、技术过
硬 、 作 风 顽 强 的 专 业 海 上 救 助 队 伍 。
2003 年 6 月，交通部在烟台、上海、广
州分别组建起北海、东海和南海救助局，

并建立 3 个配套的救助飞行队和 20 多个
救助基地，初步形成了海陆空立体的救助
体系。

“北海救助局责任海区北起鸭绿江口，
南至连云港，辖区水域面积 25.7 万平方公
里，海岸线长达 5823.4 公里，占我国海岸
线总长的近三分之一。”郑健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保护整个辖区海域安全，
北海救助局在烟台、天津、渤海海峡海区
等重点水域设立 12 个救助值班待命点，
加上各个基地的华英艇 5 艘及数十个飞机
起降点，在辽阔的北部海域编织了一张

“救助网”。

惊涛骇浪创奇迹

2011 年 10 月 9 日，“辽丹渔 26628”
轮在烟台西北 50 海里处被撞翻扣。北海
救助局立即出动，经全力营救，4 名遇难
人员被打捞出水，另外 4 名被困底舱的幸
存人员被成功救出。

提起那次救援，队员王海杰至今还心
有余悸，“当时船翻扣在海面上，在风浪
中摇摆不定。探测到还有生命迹象后，我
们马上潜入水下展开救援行动。”

由于船舶翻扣，船内大量物品以及
原来的水泥地板都堵在了舱口，艰难清
理了 1 个多小时后，王海杰才勉强挤入
居住舱。这时，突然一双大手紧紧地抓
住了王海杰的手臂，王海杰马上通知岸
上，“找到幸存者了！”终于，王海杰清
理出一块可以允许他露出水面的空间，
此时他发现：4 名被困人员紧紧地贴在
只有半米见方的狭小空间内，海水已经
没到了脖子。最终，4 名被困人员相继
获救上岸。

“ 再 晚 10 分 钟 ， 我 们 就 撑 不 下 去
了。”获救人员刘晓回忆说。

如果说王海杰和他的团队是一支专业
救援队伍的话，那么在北海救助局还活跃
着一支由当地志愿者组成的“准专业”救
捞团队，他们在海上救援中同样扮演了重
要角色。

2006 年 9 月 26 日，北海救助局大连
基地在渤海中部长岛县成立南隍城救助

站，3 名工作人员全部是渔民出身。站长
孙清虎告诉记者，经过几年发展，他们已
经从北部 5 个岛上发展了 40 名志愿者，
志愿船只也增加到 8艘。

打铁还需自身硬

“即使是在炎炎夏日潜入水中，身穿
厚厚的潜水服也无法阻挡彻骨寒意”，应
急反应救助队队长梁希德告诉记者。他的
团队承担着北纬 35 度以北海域及港湾、
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水下人命救助和抢险
打捞任务。自 2003 年 6 月 28 日成立以
来 ， 他 们 24 小 时 待 命 ， 紧 急 出 动 911
次，成功救助 12 艘翻扣船舶中的 26 名被
困人员。

只有掌握丰富的救助知识，加上平日
里练就娴熟的技术，才能在困难与危险面
前挺身而出，发挥专业救助队伍的优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运事业的快速发
展，船舶也向着大型化、快速化方向转
变。“这意味着，一旦遭遇险情，救助难

度及要求将进一步提高，这无论对救助设
备还是对海上救助人来说，都面临更为严
峻的任务。”郑健告诉记者。

针对这些挑战，北海救助局大力加强
人员培训，不断提升实战能力。救助队员
们不执行任务时，每天都要进行严酷的实
战训练。

“平时我们是‘看图纸学理论’，一旦
有船舶坞修，我们就现场学。对船底舵
轴、侧推器、海底门进行观察了解，这些
知识的积累为待命船舶及遇险船舶的水下
清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救助队员程延
达说。

北海救助局的救助设备在主机功率、
续航能力、航速改善等方面也都有不小提
升。“北海救 203”轮还配备了直升机悬
停平台，以便在救助中与直升机相配合，
提高救助效率。

“不断提升海上救助能力，保障人民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出色完成国家交办的
任务，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郑健掷地有
声地告诉记者。

自 1963 年第一支援外医
疗队抵达非洲，50 年来，我国
政府先后向 66 个国家和地区
派遣援外医疗队。医疗队员们
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
得了受援国人民的信赖和爱
戴，被誉为承载着健康和友谊
的中国使者。

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法国殖民者把医生一起撤走。
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呼
吁，希望能派医疗队去支援他
们。1963 年元旦，中国第一个
向世界宣布，将派出医疗队支
援阿尔及利亚。这支救死扶伤
的中国医疗队迅速赢得了阿尔
及利亚民众的心，与当地人民
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目前，
非洲 42 个国家有中国援外医
疗队的身影，我国政府为这些
国家无偿援建了上百所医院，
赠送了大批医疗设备和药品。

中国医生在受援国防治传
染病、常见病和多发病，而且
为受援国引进了心脏外科、肿
瘤摘除、断肢再植、微创医学
等高精尖医学临床技术，同时
将中国传统医药以及中西医结
合的诊疗方法带到受援发展中
国家。

中国医生为受援国提供的
医疗服务，得到了当地人民的
认可。中国第 23 批援助几内
亚医疗队队长、北京市安贞医
院副院长孔晴宇介绍，“有时候桑给巴尔的病人专门找中国
医生看病，因为中国医生医术精准，对病人专注。桑给巴尔
的患者对中国医生有一种依赖感。”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副总
统伊迪评价：“中国医疗队是一群出色的国际主义专家。他
们触到了许许多多坦桑尼亚人的内心，他们在人道主义上
的援助超越了其他所有国家。”

50年来，援外医疗队队员远离祖国和亲人，克服种种困
难，以大无畏的爱国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怀为受援国人民提供
良好的医疗服务。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医生金文伟，自
2000年以来 4次参加援中非医疗队，在中非工作的 8年中，
遇到过4次政变。即便在局势最危急的时刻，他与队友们仍
日夜坚守在激烈的交战区驻地抢救伤员，守护当地人民的生
命安全。迄今，我国总计有 1001名医疗队员获得受援国首
脑颁发的勋章等多种荣誉，50 名医疗队员因疾病、工伤、战
乱、意外事故等在受援国殉职。

50 年来，中国的援外医疗从未间断，被誉为“南南合作
的典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认为，中国的医疗
队为提高受援国的医疗水平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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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浇铸友谊桥梁

—
—记我国援外医疗队派遣五十周年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

给自己”，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救捞工作

中的真实写照。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救捞人

在关键时刻舍生忘死、赴汤蹈火，支撑他们

忠实履行职责、战胜艰难险阻、创造救捞

奇迹？

这力量源于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过

去 10 年 ，我 国 交 通 救 捞 系 统 共 挽 救 了

34030 条生命，其中 80%以上是在大风大浪

极端恶劣气象条件下、冒着巨大的风险从

死亡线上抢回来的。每救一个人，每救一

条船，都是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救捞无

小事，事事连民心；心中有明灯，才能不迷

向。一批批救捞工作人员把人民的安危高

于一切的政治信仰牢记心中，凝聚起攻坚

克难的强大正能量，不断创造救捞奇迹。

这力量源于对人民深沉的爱。救捞事

业是以人为本、救生救难、积德行善、造福

百姓的事业，正是凭着对人民深沉的爱，救

捞工作人员才始终无所畏惧、冲锋在前，不

放过任何一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机会。

这力量源于每一位救捞人员的责任担

当。作为国家专业救援队伍，每一名救捞

人员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

家财产、环境安全作为一种责任、一种担

当、一种荣耀。为了这份担当，救捞人员刻

苦锤炼过硬本领，不断提高救捞能力，确保

关键时刻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真正让党放心、让祖国放心、让人民

放心。

用 责 任 托 举 使 命
本报评论员

本版编辑 张 虎

打造国际动漫产业优质对接平台打造国际动漫产业优质对接平台

时间：8月22-26日 主会场：东莞市国际会展中心 松山湖展贸中心

主办单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东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

第
五届中国

国际影视动
漫版权保护和

贸易博览会 （以
下 简 称 “ 漫 博

会”） 8 月 22-26 日
在广东省东莞市举行。

经过连续四年的举办，漫
博会的吸引力一路攀升，本

届漫博会共吸引 418 家海内外
知名企业参展，比上一届的 382

家增长 9%，其中海外参展企业数
量比上届的 54家增长 13%。

注重全产业链对接
与国内同类型展会相比，漫博会更

加注重产业对接实效。本次展会通过与
利玛 （国际授权组织 LIMA） 等国内外知

名授权组织全面合作，共吸引来自 1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61 家海外知名企业携 110 个品牌

参展，包括米奇、钢铁侠、大嘴猴、芝麻街、
菲利克士猫、愤怒的小鸟等全球知名动漫品牌
集中亮相，展会通过举办品牌法律咨询、品牌

授权市场分析、国际品牌推介会等
活动，促进传统企业直接对接国际品

牌，帮助企业最有效地学习知名品牌的经
营模式，从而带动企业自有品牌的发展。漫

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原创企业东莞行、品牌授
权专业论坛、中国动漫产业国际高峰论坛等近
20 场 专 业 活 动 ， 内 容 涉 及 品 牌 授 权 、 渠 道 建
设、游戏开发等方面，突出专业性、互动性及
产业导向性，力促传统企业转型发展，推动产
业升级。

促进版权交易合作
自漫博会举行以来，版权保护和贸易已成为

展会的主题，在往届办展的基础上，第五届漫博
会专门设立动漫作品版权服务区，通过省版权
局，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专业服务机构合作，
设立中国动漫作品版权服务平台，提供版权登
记、版权交易、版权维权、版权质押等专业服
务，加大版权保护和运营力度，完善展会的产业
服务配套。展会期间，组委会还将为参展企业提
供著作权免费登记、版权咨询等服务，提升企业

版权保护意识，促进版权交易合作。

发掘动漫产业人才
为推动动漫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同时也为产

业发展发掘和培养优秀动漫创意人才，本届漫博会
继续组织年度最具产业价值动画奖项评选颁奖以
外，还面向全国开展“松湖杯”原创卡通形象设计大
赛，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超过 4000 份，展会期间，
将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行业知名企业家、优秀设
计师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对获
奖作品进行后续的产业化孵化。此外，本届漫博会
还开展“优秀学院动画短片展示推介活动”，对国家
有关部门评选出的 2011 年度、2012 年度的获奖动
画短片进行专场推介，邀请动漫创意制作、媒体发
行、衍生品开发及动漫投资等多领域专家现场点
评，为参会者提供多角度、多领域的项目评价，并促
进动漫创作团队与产业投资者的对接合作。本次
活动除推介上述获奖作品外，展会还与北京电影学
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取得联系，希望通过高校
挖掘更多具有市场开发价值的短片，推动原创动漫

动画的产业化。

丰富活动惠及市民
今年漫博会设立两大主会场，新增三大分会

场，安排了 50 多项精彩活动，活动数量比往届展
会进一步增多。其中，邀请了许多市民喜欢的动
漫形象集中亮相，如全球罕见的水晶米奇、6 米
高的钢铁侠、能歌善舞的天线宝宝、机智的熊大
熊二等、可爱的猪猪侠等；考虑到动漫爱好者的
需求，展会还邀请动漫界元老级配音之神 《蓝
猫》 配音葛平、知名漫画家颜开、著名漫画家米
二、漫画 《MIC 男团》 创作人刘瑞雪及来自英
国、西班牙动漫画家与观众见面及互动。整个展
会活动安排突出观赏性、趣味性、互动性，非常
适合市民入场体验，让市民充分
享受动漫欢乐，进一步拉动动
漫文化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