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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海南炽热的人文背影

她，辞去辛苦考上的公务员不做，一门心思转头报考省报记者；她曾

独自跋涉在海南距省会最远的深山老林，采访有关对象；她曾在夜里坐着

灯光昏暗的三轮车，在村路上颠簸前往采访目的地；她曾驱车来回六千多

公里，从海口向着川西北的藏区稻城进发……

对于新闻工作有着魂牵梦绕的挂念和执着，经历了从记者、公务员，

再回到记者行业的履职历程。她要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挥洒真性

情。

我所认识的记者杜颖，就是记者群体当中这样一位优秀的女记者。不

怕吃苦，个性率真，干练敏锐，说话像小蹦豆一样活泼悦耳。每次约稿，

她都会爽快地应允，扎实深入地投入采访，点灯熬夜地写稿。那一篇篇从

灵魂深处汩汩流淌的文字，有情有义，鲜活生动。

记得２０１３年冬天，在单位的采编论坛中，摄影部苏建强记者无意中发

到论坛中的一组照片让我感到惊诧。他发的是一组杜颖到海南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什岭镇七仙岭后山一处极为偏僻的山顶小学———水贤小学采访的

照片。因为去的时候刚刚是 “纳沙”台风袭扰海南过后的第三天，原本可

以通摩托车的十八弯的山路因为暴雨和台风引起大面积塌方，全程数十公

里只能靠步行。步行也就算了，还要蹚河，１１个小时，翻越１１座山岭蹚

过５条河流。一张照片中，她正蹚过湍急齐腰的河水，照片把她拍得挺狼

狈，但又分明有一种心灵深处的震撼。她以她自己那股不惧艰险的精神，

足以打动我。

杜颖见了我，总以 “老师”相称。她说她喜欢写人，尤其是喜欢那些

偏冷行业的，那些过去不太为人所知道的 “小人物”，在日复一日的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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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当她走近这些人，寻找到他们身上的闪光记忆和某种精神力量

时，她觉得生活变得无比幸福。内心起伏，有笑有泪，那是收获喜悦的欢

笑，还有悲悯之中的哭泣……于是，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篇打动了无

数读者心灵的故事：牛开成、周经发、陈起贤、王运梅、庄华吉、符传

道、王文胜、张译尹、张心芸、苏金兰、吴甲南、魏启强、韩发光、郑文

泰、王素颜……而她有时也开玩笑地自嘲说： “报社领导让我多写写人，

我愿意，但千万别让我写 ‘官’，我写不来……”

她有自己的擅长之笔，人物和文化事件。在写人物典型的时候，往往

细腻的文字放在不同的场景之中发生了微妙难言的化学变化，让人读起来

总会感受到一股不同寻常的感动，或可称之为 “蘸满感情的文字”；在对

文化事件的关注中，她常以散文化的优美文笔将原本枯燥抑或平凡的事

件，用柔软的笔触呈现，细腻的细节与心理活动的描写，读来有音乐的韵

律感，带给读者一种美妙畅快的精神享受。

超强的感悟力和文字编撰能力，是她独有的优势，通常新闻人固有的

今天报何种选题的焦虑，在她是一种策划的驱动；定时交稿的苦恼强迫

症，在她却是一种快马加鞭的文字驱遣的快感。眼睛、耳朵、脑子、双手

同时开动，又是她的绝招。无论是报道的方式、角度和内容，都非常讲

究，形成了亲切、练达、深情、视野宽阔的写作风格。

她不仅是永远都在路上，而且她还常常走在同行的前面，胆识和韧性

以及思考的深度渐次加强，同时在她的文字中饱含激情地体现出来。她的

风格鲜明的通讯写作和报道，筑造起一个跋涉与疼痛交织，希望与欣慰并

存的新闻写作的境界。

细品杜颖的作品集 《行走记忆》，那是海南乡土间一段段人文背影、

精神往事。书中杜颖收录了近两年来相对长篇的新闻报道，集中呈现小人

物的光辉人性，回头再看当年事，依然有诸多感动。新闻纸的生命本来相

当短暂，但是杜颖的文章娓娓道来，颇具启迪，所以即使是整版的文字，

也让人乐于阅读，且掩卷颇有所得。

不懈追求中的甘与苦、亲情与友情，更展现了一位女记者的情怀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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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位身材可称娇小的女性，葆有令人惊奇的工作量，然

而她对于生活的时尚美好，却又颇能兼顾，爱情、家人、小孩，她终能抽

出时间兼顾，她也有时间为爱人亲手调制一杯浓酽的咖啡。她以她的坚

强、执着、自信和善良，以一颗宽容平和的心，制造各种温馨的感动。

期盼小杜，在今后有更多蘸满情感的文字，营造一个绿影照窗的精神

天地，让报纸充满温情，充满人性的温暖！

伍立杨

２０１５年元月１９日于海口浮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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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韩发光父子将船只和渔民的安全刻进自己的人生，
默默地守护着文昌潮滩湾航标灯———

４７年·两个人·一盏灯

走路也可以是件不平凡的事。

１月７日，文昌市锦山镇后亮坡村老航标工韩发光在家。一只布满了

老茧和疤痕的大手，按手机上的计算器算着自己走过的路。他是我省内河

航标工走最艰苦路段、护最偏远航标的一个人，每天走十几公里，走了３６

年。

这是一个特殊职业———航标工，为守好文昌潮滩湾三度角这个异常偏

远的单标点，为南海捕捞的渔船和进出琼州海峡的货船引航，父亲韩发光

和儿子韩群畴走了２０多万公里的滩涂路护标。这条路，父子俩加在一起一

共走了４７年。

他们将船只和渔民的安全刻进自己的人生，并用双脚证明着对深蓝的

坚守。

这份执着，着实罕见。

挑扁担的航标工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对执拗的父子了。儿子韩群畴已经 “接班”１１

年，老父亲还是放心不下。“我怕你搞不懂，我得跟你走一趟。”韩发光叨

念着，顾不上腿上还有不久前的摔伤。韩发光生于１９３９年，日头和海风经

年累月浸润的黑红发光的脸和无比粗壮的手臂，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

个干过力气活的农民。

“爸爸手臂有劲，是几十年里挑扁担抬航标电池练出来的！”韩群畴说

起父亲时脸上漾着骄傲。儿子遗传了爸爸的身形，高瘦健壮，一个７０后的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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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令人难忘的是一双苍老的大手，比父亲手心的茧还硬还厚，手龄

感觉像一个世纪，手背还爬满皱纹，这一点上，父子俩最像。

村里人都知道，这对父子航标工挑着百斤重的扁担，走了一生的滩涂

路护标，但领着那点钱干那种受罪的活儿，亏了。

可老韩和小韩不觉得。

“要是想值不值的事儿，那早就不干了，还用等到４０多年后才合计？”

韩发光的老伴陈琼菊笑说， “他们俩对那盏灯比家亲，我还比不上那盏

灯！”

陈琼菊说的灯，正是潮滩湾三度角航标灯，也叫三度角灯桩。它与北

部的木兰头灯塔、南部的抱虎角灯桩，三点连成一条半月线，在海南岛东

北地区沿海岸线勾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数十年来，海南岛北部的渔船越来越多地在潮滩湾聚集，出南海捕

鱼，不少北海、湛江的渔船也在这里扬起机帆。光锦山镇后亮坡村就有６０

多艘渔船往返此湾区。加上附近的潮滩村、坑头村、富宅村等村落的渔

船，临高、铺前等地的渔船，有数百艘之多，渔民必须靠航标灯找到归航

的方向。

航标灯亮着，６．５海里范围内的渔船归航安全，６．５海里外就已是琼

州海峡水道，连成了一片安全网。父子俩是这片安全网的编织者。

无数个深夜，三度角航灯闪亮，琼州海峡水道归来的渔船，远远望见

灯便放下心来，要到家了。

为守住这份发着光的美好，韩发光父子一生却面对着寂寞和无尽的沙

路、滩涂，父子俩家在后亮坡村，距单标点直线距离有五六公里，每天来

回十几公里护标，这段距离上原本没有路。

几十年徒步护标的途中，与父子相伴的有三样：野菠萝树、芒草和木

麻黄。

单程五六公里的距离，不远哪！没想到，跟韩群畴一起走，竟用了近

两个小时。去单标点，要先走上一段牛车压出来的土埂，然后是长长的一

段细矿沙地，然后再是土埂，再是深草丛，再然后是滩涂。晴天走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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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分之四的行程都踩着细沙，要拔着腿走，如果遇到雨天，每一脚都陷进沙

泥里，情况更糟。可这又是最快到达单标点的靠牛蹄子踩出来的唯一一条

道。

航标灯要亮，靠的是一节一节的干电池。从此，韩发光就把换电池这

活儿揽下了。干电池小腿肚那么粗一个，一匹多砖高，一箱３６节，每节５

斤重。电不耐用，过不上一个星期就要换。电池靠邮局成箱地往锦山镇

运，只运到镇里。从镇进村又是十几公里土路，都要靠挑。途经村外的小

河，韩发光挑担渡船，往返几趟才把电池运回村，再挑到单标点。

从村子到单标点的路真难走，电池要挑１１０斤才够用，挑着这个分量

在细沙地上挪步，可想而知的艰难。

从１９６６年到２００２年，老韩３６年如此 “走”过。

能走，更要能游

韩群畴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去单标点，路上好多的好玩意儿吸引着他，

不寂寞。野菠萝打下来踩个半碎可以喝汁，还有一串串珍珠大小的野果子

吃……吃饱了，他就帮爸爸抱电池，再大了，扛电池。

小韩佩服父亲的不光是能坚持沙地挑担走路，更佩服他还会拖举电池

游泳。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度角灯桩在大海中的礁石上，换电池都要经

过１海里多的海上行程。大白浪让船根本无法接近礁石，需要摇橹在靠近

礁石的地方定锚，然后老韩跳下海，双手或举或扛着几十斤重的干电池，

双脚打水游到礁石上。

小韩目睹过父亲游泳的厉害，但心里对护标这事总泛着一股恐惧。有

一年，韩发光游到礁石后，拽着铁栏杆往航标灯上爬，一个大浪突然打

来，老韩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被一个浪打了下来，４米多高，重重摔在

礁石上。 “摔得太狠了，那么厉害的爸爸，使了半天的劲儿都没爬起来

……”韩群畴说。

韩发光的腰椎后来一直疼痛，摔后的几十年到现在，每年两针的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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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雷打不动。

还有一次也是游泳，刚游过去，小韩远远就听到父亲叫了一声，大牡

蛎把父亲的腿割了道溜长的口子，一股血水混到了海水中，小韩说那一

刻，他怕失去父亲。

父亲的这道伤口后来结痂了，变成了疤，很深。

当航标工的危险，小韩亲身经历过。１９９０年代末，蓄电池取代了干电

池，但一节电池还是有２５斤分量，每次要５节才够用。高热的文昌海边，

电池液挥发极快，三天两头要加补充液，小韩去给航标灯加液时，强碱的

液体常常烧到手背，所以，韩群畴的手上比父亲手上的伤还要多。

被人说 “犯傻”的父子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８年，老韩１块５毛钱的工资领了１２年。２００１年临

退休，他向上级申请： “我们家一辈子都靠海、吃海，如果不能为渔民多

做点什么，白活了。让我儿子接我的班吧，他能行，干临时工也成！”单

位批准了。

小韩从小的理想是当兵，那时他不理解父亲： “为啥自己吃了一辈子

苦，还要我再跟着遭罪？”站在灯标前，父亲的眼睛永远都望向海上。“我

们是渔民，渔民要保护渔民，我们做不了什么大事，但小事也要做下去

……”父亲眼神坚定。

“做了也不一定有什么。”儿子说。

“可没做就什么都没有。”父亲说。

２００２年，小韩成了一名航标临时工，他说触动他的，还是父亲守海的

眼神，“他对海爱得深沉”。

后亮坡村的小周跟韩群畴打小一起长大，他在旁插话说，还有对渔民

也爱得深……

是的，这爱，不仅在护守航标的工作中，也在韩发光父子的人生里。

小韩做航标工１１年，上个月扣完保险的工资８００多元，跟村里其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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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裕的渔民比，相去甚远。

小韩的妻子梁妹芳说，村里常有人问我，他们父子俩 “犯傻”，你生

气不？

“我不生气。”

“认识他的村民都跷起大拇指说他 ‘傻’呢！”海南省铺前航道所的陈

凯，对小韩的 “傻”解出了另一种意味。

所以，世上就是有一种坚守的 “傻”，被称为执着。

４７年里，潮滩湾渔船未发生一起近海触礁或搁浅事故。

生命风华，漂染海乡。

（发表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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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年间辛苦跋涉，任劳任怨，为黎村苗寨送去光明，
儋州电网的吴甲南与当地百姓结下了血肉亲情———

山区抄表员和他的３３间房

冷雨淋湿了大山，但淋不湿这样一个人。

他穿一双老旧的解放牌迷彩胶鞋，双包带勒紧交叉于胸前，左肩向右

斜挎工具包，右肩向左挎着杂物包，像一个战士。１４年来，他就这身行头

行走在大山间、水路上，为海南儋州番加黎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送电，他

是偏远山区的一名普通抄表员、共产党员吴甲南。

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３３个黎苗村寨每个村寨都自发给他留着一间

房、一张床，让他每次来都能歇歇脚喘口气。

他说：乡亲救过他的命

在路上，记者一直很想看看，一个能让大山里的乡亲一提到他就要夸

上两句的男人长啥样。

５个多小时寻来，却先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番加地区村与村之间多水路相连，番打苗村与黎村二队就隔了数十米

宽的河。几十年了，没有钱建水泥桥，乡亲们在水道上并排搭了一个泡沫

浮板用来过摩托车，用麻绳扎紧捆出了一座 “木棍桥”用来过人，绳不禁

水泡，木桥没多久又松散浸到水里了。

雨天的下午，吴甲南就站在这座快散架了的木桥上，两条腿扎到河

里，从番打苗村那头开始，把麻绳捆紧，半天没抬头。这就不是他抄表员

该干的活儿，但吴甲南说他看见了就忍不住做了。

千百年来，番加黎苗百姓在大山里狩猎为生，刀耕火种，少出山，对

外人警惕，是这些先民的祖辈传承给他们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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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１９９９年，从驻通什部队退伍后的吴甲南，在单位序列里以 “农村电

工”的身份进村了。黎苗村民 “防”着他，为了看这个小伙子是否实在，

就拉他吃饭，一桌子的当地土菜。 “咱不能让人觉得瞧不起人家，都吃光

了。”小吴那天呕了一夜。

此后，适应黎苗地区生活，是吴甲南准备为大山送电配网之余的首要

任务。

如今走在乡道，吴甲南可以用６种方言吼歌，军话、客家话、黎语、

苗语、海南话、儋州话可以串在一首歌里唱，走到哪儿都有路过的村民拍

他肩膀，问他好，或开玩笑，跟他有满得要溢出来的感情。

吴甲南说这份感情 “不是我给他们的，是他们给我的”。

８年前的一天，吴甲南坐简易的 “三板船”渡水进山，划到水路中间，

突然一个白浪打过来，船瞬间就翻了。眼看没喊几声救命就要 “沉底”，

扑腾挣扎中的他狠命地抓住了根长满刺的杂树枝。赶过来的乡亲直直跳入

水中，“捞”起他时，他已昏迷了。

还有一次是台风期间抢修线路，被马蜂蜇了，他昏倒在丛林里，多亏

有老乡发现抬到镇医院。“要不然 ‘小命难保’。”吴甲南说，“这几年，不

管是被野猪追，还是被马蜂蜇、毒蛇咬，关键时刻都有老乡救助。”

乡亲说：没法子能报答他

可黎苗乡亲说的，跟吴甲南说的正相反。

从番打苗村开始，走访黎村一队、二队、永兴队、荷猪村、志文苗

村、鹿母湾林场、大丰农场……从村民到村民小组长，从林场工人到场

长，都说 “小吴”是对乡亲有恩的人。

１９９９年，吴甲南进村的第一个月，心酸痛酸痛的。他发现，在穷苦的

大山里，农民的电费是每度２元钱。“当时因为人力不足，层层雇人送电，

成本奇高，到村民家里时，这电，农民已经买不起了。”

乡亲们的毛票哪舍得给自己用电，仍旧点着煤油灯，煮饭用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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