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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篇 报 告 文 学

谨以此书袁献给宁海县下洋涂围垦工程的建设者



序
/ 马卫光

“精卫填海”是一则神话故事。今天让我看的书稿写的是关于宁海县下洋

涂围垦的故事，是一则当代版的“精卫填海”。

它们之间的精神是相通的。

在人类越来越趋向现代化的时候，这种精神尤其可嘉。

宁波从几百年前开埠，直到当今享誉全国全球，遵奉的就是这种面对宏

伟目标不屈不挠孜孜以求不达目的不罢手的“精卫精神”。

下洋涂围垦工程是省、市、县重点工程。围垦面积 5.38 万亩，概算投资

14.84 亿元，是宁波市迄今农业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工程位于三门湾北部，

堤线总长 17.347 公里，配套挡潮闸 8 座，总孔径 162 米。工程设计总工期 86

个月，其中主体工程工期为 62 个月。按市、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包干经费

12.8 亿元，建成的 3.8 万亩耕地的占补平衡指标、基本农田计划指标 90%归宁

波，10%留宁海。最后，工程提前 2 年时间胜利完工，取得了较好的围垦效益和

社会效益。

这是我从一些汇报材料中看到的。而这部书稿，则以报告文学的手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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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立体地展示了宁海县下洋涂围垦工程的建设过程，歌颂了建设者忘我的奋

斗精神。

自从有人类存在的记载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历史。人是大自然的儿子，人仰仗自然的恩赐，才香火延续不断壮大幸福到现

今。而占有地球表面大部分面积的海洋，不仅是人类生命的摇篮，更是人类为

了可持续发展而加以利用的最大资源。

21 世纪是海洋经济的世纪。只要掌握了海洋，就掌握了 21 世纪海洋经

济的关键。

向海洋要资源，不仅仅是索取，更重要的是注重在生态保护前提下的合

理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这部书稿的主旨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这部书稿的主旨之二。

下洋涂围垦工程，开发的是海涂。从法律层面上说，海涂所有权属国家，

使用权为集体拥有。但是，滨海的人民群众，世世代代就在这块土地上生产生

活，与海涂相依为命。考虑到这个因素，下洋涂围垦工程指挥部开展了一系列

旨在保护群众合法权益、保证工程如期开工的政策处理工作。这部书稿用了

较大篇幅，详细地描写了指挥部和乡镇“前期办”同志一起，共同做好政策处

理和兑现工作的生动景象。

由于心里想着群众、想着工程，工作扎实细致，措施得力有效，工程的前期

准备工作十分出色，工程的进行过程和谐顺利。其成功经验可以在各地推广。

安全、质量、进度体现出来的是这部书稿的主要内容，作者倾注了大量的

心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大量感人的场景和细节。

安全和质量是工程的生命。这句口号看上去有些枯燥和乏味。但是，落实到

具体工作和行为上，却显得那么牵人肚肠，令人疼，令人爱，令人欢喜令人愁。

从书稿中可能看得出，从指挥部一班人，到设计，到监理，到施工班组，大

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一处，就是工程的安全和质量；那一处，就是保

证大堤千秋万代永远不垮塌的闪光处。

那个闪光处，就是下洋涂围垦工程安全、质量工作的有效性。这部书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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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探讨。希望这样的经验，能在更广层面推广和发扬。

工程进度不仅带来效益，而且为顺利安全度汛创造必要条件。在有关章

节里，作者浓墨重彩地以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下洋涂围垦工程提前合龙的精

彩场景。阅读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享受。读完这一章节，莫不为当时紧张激烈

的场景所感染，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此书中有几句话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拼搏是要冒风险的，不然要我们

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冒风险不是冒失，我们永远高举科学大旗。”这些话

语，我理解其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精神的企求。那种从战争时期就延续下来

的共产党人的拼搏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牺牲自己的奉献精神，在

这一代共产党人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二是对科学的尊重。大堤的提前合

龙，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盲目，而是建立在充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在作好各

种物质的精神的准备基础上，打的是一场必胜之仗。这两个层次犹如刀，前者

谓之刃，后者谓之刀本身。刀与刃的结合，才使得锐气形成，力量形成。

第七章写的是文化和文明建设，第八章写的是工程的廉政建设。书稿的

这两章尤为精彩。精彩的是它们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含义。

人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偏僻的山海角落里，工程的指挥者居然如此重视

文化和文明工作。那里虽然远离闹市，文化气氛却如此浓厚；那里虽然远离人

群，精神文明的光辉却依旧明亮。

书中有些标题发人深省：大坝立起来，人不倒下去。读完此章，才知道工

程指挥者在廉政建设工作上，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不仅制度够硬，而且措施

扎实。尤其是廉政建设的“几笔账”，算得比较富有人性，且柔中有刚。

将几个章节一起读完，才识得个中真滋味：原来，工程建设者在建造的不

仅仅是一座物质的大堤，还有一座精神的大堤。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与

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说到这里，讲的仍然是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个和谐是更高层次上的和

谐，是和谐的本质属性使然。

感谢本书的作者，向读者和社会呈现了一组新时期宁波水利人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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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典型。这样的典型多了，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

加美好。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使得这部书散发出文学应有的迷人魅力。

合上书稿，陷入深深的沉思。

人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

人希望与别人和谐相处，是为了人生存的境界。

这是这部书稿的主旨，也是更多读者希望看到的。

是为序。

2013 年 1 月 15 日

（本文作者时系宁波市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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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梦想。当太阳升起，照亮这片海湾的时候，临山面海的小村庄，四处

飘起了炊烟。鸡叫声，狗叫声，碗筷的碰撞声……

门吱的一声开了。

脚步踩在风和日丽上，首先是一批年轻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他们肩

背网具，腰别小渔篓，手提涂马（涂马是木板做的带有一定弧度的涂上交通器

具），向海边走去。爷爷、阿爸、阿叔他们兵分两路，腰插柴刀肩背柴担的上山砍山

去，肩背犁手牵牛的下田犁地去。女人们也开始忙了屋里的事，再忙起屋外的事。

潮水已经远去，刚露出海面，海涂湿漉漉的，飘着一股水汽。

“下海啰———”阿哥叫一声。

“下海，下海啰———”阿弟阿妹一齐叫起来。飞起来的还有一群刚落入海涂

上的海鸟。泼剌剌，将海面上初升的日头都遮住了。

放下涂马，一脚踩在涂马上，一脚蹬在涂泥上，涂马就承载着人轻快地在涂

泥上滑行。

那阳光照耀着涂上的浅水洼，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洼里的小海鲜乱跳着更

诱惑人。小梅鱼，小黄鱼，小鲳鱼，用小网兜一兜就网住了，倒进渔篓里，只听见

引 子

引 子 YI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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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篇 报 告 文 学

渔篓里啪啪响，不用担心，渔篓的口子用竹篾安了倒卡扣，鱼儿准进不准出。网兜

上糊住网眼的肯定是八条腿的章鱼类的章干和望潮，不要紧，扣下来，也扔进渔

篓里。躲在礁石旁，吐着泡泡，爬来爬去的青蟹、白蟹、石蟹，阿哥阿妹们一抓一

个准。涂上乱弹乱跳的弹涂很顽皮，人一近了就扑地钻入涂泥中。阿哥阿弟就在

前一潮时在涂泥上插上竹筒，当潮水再次退去，人在涂上时，弹涂就纷纷钻进那

些竹筒中。提起竹筒，那些弹涂就乖乖进了渔篓。一管竹筒，有时能倒出好几条肥

肥的弹涂呢。偶尔也有海鳗在那里游动，抓海鳗是技术活儿，阿哥快速伸手出去，

用中指和食指、无名指钳住海鳗。有时用这个方法抓上的可能是海蛇，不过不用

怕，海蛇是无毒的，就算是被咬一口也无妨……

就在涂马滑行的时候，阿爸阿叔们正把犁头插入田里。将毛竹丝往空中一

甩，“哈———去———”水牛的肩套着牛轭，叫一声，“哞———”，头一低，甩开四腿前

行，身后的犁划破了乌黑的土地，泥的浪翻开在犁的两边。有鸟从天而降，落在牛

背和牛身后的泥浪里。牛背上的鸟不时飞起了，泥浪里的鸟在那里跳跃着，有泥

鳅和虫突然出现，不断成为它们嘴里的美餐。

今天上山砍柴的是爷爷辈。山上的树木参天，他们不需要用刀砍，只是捡拾

一下枯枝朽木即可，柴刀是用来砍山路上的荆棘用的。松鼠跳上跳下，一点也不

怕人。山雉展示着长长的美丽的尾巴，从一边飞到另一边。野山兔窜来窜去，没有

将脖子在大树上撞断，只是中了猎人的捕兽夹，吱吱叫着。老人上前将兽夹打开，

兔子红着眼睛一瘸一瘸走了。

太公坐在村口的樟树脚下晒日头，醒来的时候，就快吃中饭了。虽已古稀之

年，却依然老眼不昏花，耳朵不聋。他看得见海涂上那些玄孙辈在乘着涂马欢快

地滑来滑去，他听得到田野间哞哞的叫声，他甚至看得见近山上那些捡柴禾的

人。他眯缝起眼睛，微微笑了笑，又重新合上眼皮。他恍然觉得，当他还是孩童的

时候，他的太公就是这样微笑着合上眼睛幸福地晒太阳的。

太公的太公，也是这样晒太阳的。天，山，海，田，村庄，古樟，有人以来，就是

这样的。连他们的梦，也是这样做的。醒来的时候，嘴角还带有甜味。

当然，还有噩梦。

从远古的时候开始，这个海湾就没有平静过。台风来袭，有时候，山上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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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恰与天文大潮和强风相遇，俗称为“三碰头”。狂风和大浪首先把海上行驶的

船打翻，船毁人亡的事几乎经常发生。狂风挟着巨浪，再冲到海岸上来。人修筑的

海堤被撕开几个口子，被轻易突破。然后海水长驱直入，冲向山边的村庄。小村庄

的老人从有记忆以来，就几乎每年都有海水浸泡的日子。

人与鱼与蟹与虾与鳖共游，房屋倒塌，牲畜毙命，庄稼被淹，连日头也失去

了它原有的暖色。

到后来，人多了，高楼林立，工厂厂房鳞次栉比，地却没了，发展空间忽然受

到了限制。

据测量统计，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了 71%，29%的陆地面积中的一半以上是不适

宜人类居住的沙漠。

怎么办？一边是辽阔的海洋，一边是越来越紧迫的陆上空间。

在人类的幻想中，在海洋之下建立永久性的城市，在海洋之上建设飘浮的

城市。可这都是幻想。以人类目前的工艺水平和材料水平，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只是未来的遥远的梦想。

其实，人是最具创造力的，也是最讲究从实际出发的。向大海要田，向大海

要地，早在古代就开始了。宁海县这块海域附近修筑海塘，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是

唐朝，那是古代鄞县的一处海湾，那时唐刺史吴谦开九里堰塘。宁海县史上最早

记载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间修建卢公塘。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只要遵循自然规律，在适当的地点，采用科学的方

式，就能修建海塘，变海涂为陆地。

再不是原来的人山人海的修筑海塘的老方式。

再不是任意地在那里指一个方向，就胡乱在那里填土筑坝。

再不是筑了毁，毁了筑，永远地无休无止。

这一天，这片海湾来了一支队伍。人不多，身上的仪器却是十分先进和精良，包

括天上的卫星，都运用上了。有很多筑堤的工作是在百里之外千里之外完成的。

这一天，又来了一支队伍。人不多，主要是挖掘机、装载机，还有许多人们叫

不出名的机械，都是最先进的。他们身上，浓缩了过去的人山人海，可是，那气

势，那阵营，绝对不输。很快地，那条海堤，从几个点同时呈现，同时延长，就如一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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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龙，渐渐地，就要锁住滔滔的海浪了。

那一天，天乌沉沉的，下着毛毛细雨。可是，恶劣的天气也挡不住神龙前进

的身姿。三个巨大的缺口，在数也数不清的装载机的抛石作业下，在许多个为之

心跳加快的人的指挥操作下，那条神龙奋力一搏，整条大堤连在一起。

望堤兴叹的海浪远去了。

2011 年上半年的一天，天也是阴沉沉的，可是没有下雨，我乘坐着这条海堤

建设指挥部的越野车，从堤的北头，一直到堤的南头。

一进入海堤，一看这阵势，让我想起了神话。

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堤。我不敢自称是见多识广的人，可是，我之前采访写

作过有关海堤的书，独立创作的有两部；2000 年左右，为了与人合作另一部关于

海堤的书，我到过浙江省内几乎所有的海堤。可是，从海堤的宽度和长度来说，就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

我觉得它就是神话里描绘的情景：一个力大无比的神仙，将一座座山并行

着摆放在海上，将海隔出一片面积十分辽阔的陆地来。

尽管是越野车，可是行进在坎坷的堤坝上，就如行走在颠簸的山冈上。

整座大堤就在我的面前晃动不止。

那是山在摇。

撼我的是山。

到底是人类的行为创造了神仙，还是神仙的力量赋予了人类？

越野车继续前行。大坝已经合龙了，可是堤面仍在施工。我看见巨大的挖土

机，横空伸入海中，那个巨大的抓斗一抓，满满一抓斗海中泥，随着悬空的轨道，

缓缓移到堤顶，哗！海泥湿淋淋地落在上面。

沿途，有不少载重车，载着满车石料，轰隆隆，从越野车旁驶过时，车玻璃都

颤动起来。这一车石料，如果用肩背人扛，得多少人哪！

从车窗望出去，大堤临海一面，巨大的混凝土冲浪格栅已经安装完毕。可以

想象巨浪击打堤坝的情景：来势汹涌的波浪，一经冲浪格栅，尽管浪花四溅，却因

能量大大减少，没了刚才那股疯狂。

车经过几座大闸时，都停了下来。巨大的闸门，可以将堤里的积水在退潮时

4



排到海上去。如果堤里养了鱼虾，就可以将涨潮的海水倒灌进堤内去。

车至南端，在一个巨大的宣传广告牌前停住。那广告牌上是整个围垦工程

的设计示意图。

那图中碧海静空，大堤呈倒“U”形巍然耸立。堤内，良田万顷，稻浪翻滚，鱼

塘连绵，鱼虾丰收；堤外，海鸥展翅，浪白海青；堤上，游人如织，车水马龙……

大堤可挡五十年一遇的潮灾，已经将世代海边人的噩梦排挤在外，人与自

然更加和谐相处。

这个海湾即宁海县的三门湾。大堤处在长街镇与力洋镇的海岸线上，这个

工程就是下洋涂围垦工程。

这也不是一个梦想。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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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梦想征服大自然的征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肮脏的贪婪和美好的希望并列。

恶魔与神佛共生。

人类不可能征服大自然，只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是保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唯一法宝。

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项目或工程中，人的素质决定了成效。

在物质的项目建造之中，精神的项目尤为重要。

第一节 孙中山与三门湾

在宁海成为宁海之前，有朝廷命官驾船在惊涛骇浪中前行，当船驶进三门湾

时，波平浪静。官员就向朝廷进言，此地就叫宁海。传说这就是宁海县县名的由来。

有史可查的是，早在宋元之际，三门湾两岸，包括南田诸岛，到处住满了人。

人们下海捕鱼，入田种稻，上山砍柴狩猎，其乐融融。

昔日是美梦 一朝将成真

第一章 DIYI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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