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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北京。

王书茂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快速

掠过的风景，心情既紧张又激动。他深

深吸了口气，努力让心情平静下来。

这 一 天 ，注 定 是 他 永 生 难 忘 的 一

天。2021 年 6 月 29 日，年过六旬的共产

党员王书茂，被党中央授予“七一勋章”。

7 月 1 日，王书茂作为“七一勋章”

获得者，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小

时候第一次去北京，特别想上天安门城

楼看看，如今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载誉归来的王书茂，站在潭门海边接受

采 访 时 感 慨 万 千 ，深 沉 的 双 眸 有 点

湿润。

他望着不远处浩瀚无际的南海，那

里海天相接，波涛汹涌，牵动着他一生的

梦想与承诺……

一

采访王书茂，正值酷暑三伏。车沿

着美丽的乡村公路行进，椰树摇曳之间，

很快就到了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渔港码

头。清爽的海风夹带着渔村特有的鱼腥

味扑面而来。淳朴的渔民一听我们找

“老船长茂哥”，都热情地给我们带路。

在一幢小楼的庭院里，我见到了今

年 66 岁的王书茂。他身材高大，黝黑的

皮肤，眼睛炯炯有神，正和妻子在自家院

子里整理渔具。他出生在渔村，家里世

世代代以捕鱼为生。

渔民对于大海，就像农民对于大地，

始终充满希望和敬畏。王书茂 18 岁起

就跟随父亲出海打鱼，一年有 8 个月在

海上度过，皮肤因长期风吹日晒变得黝

黑。在这片祖国的蓝色海疆上，老一辈

渔民勤劳勇毅的民风民俗、朴素真诚的

爱国热情、舍身守护国家利益的感人事

迹，王书茂自小就耳濡目染。

王书茂跟着父辈们，学到了很多远

洋航海技术。他熟知南海的海况，就像

熟知潭门镇上的每条街巷和每户人家一

样。哪边的礁盘好避风，多大的礁盘能

开进多大的渔船，他心里清清楚楚。谈

起王书茂，村里的老人们总是竖起大拇

指说：“阿茂脑子好使，能吃苦又有主见，

将来能成大事。”

20 世纪 80 年代，王书茂拥有了一艘

属于自己的木船，成了潭门村第一批船

主。他因此被许多人称为“老船长”。先

富起来的王书茂，没有忘记渔民兄弟们，

带着他们一起闯远海，耕海牧渔，把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熟悉王书茂的人都知道，这个健硕

的男人是个侠肝义胆、敢作敢为的硬汉

子。每有渔民遇险，王书茂总是第一个

冲出来救人。一天深夜，王书茂已进入

梦乡，有人敲门求助：五个渔民在海上

断 了 音 讯 ，生 死 未 卜 。 王 书 茂 二 话 不

说，组织人员连夜出海搭救。夜幕下的

大海危机四伏，但王书茂毫不畏惧，凭

借老到的经验，终于找到因故障等待救

援的渔船。“我是茂哥，快上船来！”五个

渔民最终获救，紧紧拉着王书茂的手喜

极而泣。

王书茂性格豪爽大气，乐于助人。

他船上有两名船工家境贫寒，生活十分

困难。古道热肠的王书茂，不仅向两名

船工传授捕捞技术和致富门路，给予资

金扶持，还根据政策帮他们争取政府补

贴。还有年过九旬的老人吴宛花，王书

茂多年来一直悉心照顾她，帮助解决各

种困难，给了她生活上的慰藉。在她的

心里，“茂公”就是她的亲人。

在多年行船中，王书茂总是站在最

危险的前方，组织渔民抵御台风、开展生

产自救，赢得了渔民们的敬佩与尊重。

二

南海广袤，见证过多少岁月。自古

以来，从琼海潭门港出发，驶向西沙群

岛，就是一代代潭门渔民在南海的行船

路线。王书茂从小跟随父辈闯荡海上，

对这条路线十分熟悉，“夜望星空就知道

次日天气如何，下一条绳就知道水深几

许，撒一把炉灰就知道暗流有无”。

潭门渔民在海上作业，不时会遭到

外国渔民船只的侵扰和挑衅。潭门渔民

从来没有屈服，桅杆上的一面面五星红

旗，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撑。王书茂内心

笃定：“我们祖祖辈辈都去南海打鱼，南

海是我们中国人的海。”1985 年，潭门海

上民兵连成立，王书茂第一批报名，成了

一名光荣的南海民兵。海上民兵连积极

投身南海维权斗争。他们聚如烈火，散

若繁星，无时无刻不在捍卫着祖国海疆

的尊严。

1996 年某天，正值捕鱼旺季，王书

茂带领民兵连民兵坚守某岛礁七天七

夜。旺季里休渔 7 天，对渔民来说意味

着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但王书茂没有

丝毫犹豫：“守好海疆是我们的本分！”同

年，王书茂光荣入党。

2014 年 5 月 ，我 国“981”钻 井 平 台

作 业 受 到 外 方 船 只 的 非 法 强 力 干 扰 。

王书茂率领民兵连 10 艘渔船、共 200 多

名民兵骨干，顶风破浪驶过茫茫大海，

日夜兼程赶到了事发海域。他不顾生

命危险，用自己的船只挡住外方船只，

阻止他们的非法行为。外方船只最终

只好撤离。

每次危险过后，王书茂都心有余悸：

“我们也是血肉之躯，面对危险哪有不怕

的？但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不

能退却，不能认输。”

海上民兵连也是南海岛礁建设的重

要力量。王书茂投身其中，义不容辞。

1997 年，王书茂和父亲、儿子一起加入

建设施工队伍，“三代同堂搞建设”的事

迹一时传为佳话。他还曾顶着高温、高

湿的环境，运送建筑材料和给养物品，不

惧 皮 肤 被 紫 外 线 严 重 灼 伤 ，连 续 工 作

100 多个日夜……

王书茂将守护南海作为毕生使命。

他常说：“南海是祖国的南大门，你不守，

我不守，全国人民睡觉能踏实吗？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为国护海是我的使命。”

作为潭门海上民兵连的一名带头人，他

早已成为民兵们心中的主心骨。

“只要祖国需要，我们民兵连时刻都

在。”从 1985 年到 2022 年，王书茂当了

37 年民兵。他从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变

成头发苍白的花甲老人。37 年来，他积

极培养南海维权民间力量，带领潭门渔

民和民兵兄弟始终冲锋在前，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坚守。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改革先锋”“最美

奋斗者”等荣誉，正是对他的褒奖。

三

1999 年，中国开始实施南海海域伏

季休渔制度。到今年，已是实施休渔制

度的第二十四个年头。

潭门水域，烟波浩渺。曾经，这里水

美鱼肥，捕鱼人云集于此。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由于捕捞强度过大，海洋渔业资

源面临巨大压力。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

日渐紧张，以及国家对海洋生态保护的

重 视 ，部 分 渔 民 面 临 转 产 转 业 的 新 选

择。如何带领渔民转型发展，成为老船

长王书茂的新使命。

许多渔民学历有限，想在休渔期内

转产转业，何其艰难。王书茂知道，每有

一艘渔船转产，就要牵涉到船上的众多

船员，每个船员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更

让他发愁的是，许多渔民兄弟想不通：风

里浪里打鱼一辈子，临老了怎么就要转

产转业了？看着一脸沮丧的他们，王书

茂心里别提有多难受。要知道，这些都

是 曾 与 他 在 海 上 生 死 与 共 的 渔 民 兄

弟啊！

于是，王书茂挨家挨户上门向渔民

宣传国家的休渔政策，自掏腰包请大家

喝茶聊天。他要让转型发展的观念深入

渔民的心里。

休渔期间，潭门港口泊满了大大小

小的渔船。王书茂顶着烈日，在码头宣

传栏张贴伏季休渔相关法规宣传材料，

登上停靠在码头的渔船，向渔民发放休

渔宣传手册，与渔民促膝谈心。“阿福、林

爹，这是国家伏季休渔的政策法规，你们

熟悉不？我给你们讲讲。”他耐心向渔民

讲解，热心解答渔民咨询的问题。可渔

民要留他吃饭时，王书茂一眨眼工夫就

不见了踪影。

王书茂想要带动大家“造大船，闯

深海”，实现新发展。他知道渔民对此

心有顾虑，便带头将自己吨位小、风险

高 的 旧 渔 船 换 成 一 条 120 吨 的 钢 质 渔

船，与人共同经营。 2014 年，王书茂又

带 头 贷 款 订 造 大 船 —— 一 艘 350 余 吨

的钢质渔船，成为潭门首批拥有全新大

吨位钢质渔船的船东之一。同时，为了

发展休闲渔业，他先行一步进行探索，利

用外出开会和学习的机会，四处考察先

进地区的富民途径，想方设法帮渔民转

产增收，还组织党员和渔民骨干去先进

村镇参观。

2017 年 11 月，海南省首个休闲渔业

试点项目落地潭门。好政策让许多观望

的渔民心动了。王书茂趁热打铁，鼓励

潭门渔民以渔船入股等方式，加入公司

参 与 休 闲 渔 业 发 展 ，发 展 特 色 渔 家 民

宿。政策的支持和榜样的力量，终于点

燃了渔民的参与热情。一些擅长烹饪的

渔民还在民宿开设餐馆，吸引游客吃饭

消费。转型成功的渔民少了赶海的辛

苦，日子也越过越富足。

和王书茂一起闯过海的符名林，也

想和朋友一起投资搞海景民宿。但他心

里还是顾虑重重：在这个小镇搞民宿，会

有人来住吗？周边的人甚至连“民宿”是

啥都搞不清楚。思来想去，他决定先去

问问王书茂的意见。王书茂听了，非常

赞成，不仅鼓励他大胆去做，还拍了胸

脯，说碰到问题一起想办法解决。这番

话让符名林吃下了定心丸。他和朋友到

外地学习取经，建造了一座充满渔家风

情的特色民宿。经过一番宣传推广，游

客日渐增多，不仅收获可观利润，还解决

了 20 多名周边渔民的就业问题。

王书茂鼓励在外打工的年轻村民，

返乡做生态旅游、土特产销售，依托网络

平台销售土特产。姑娘、小伙纷纷“触

网”，家里的长辈渔民则负责采集、加工

土特产。线上线下联动，土特产销路渐

渐扩大，还添了不少回头客。村民们都

说，这生意是越做越“时髦”了！

四

越 来 越 多 的 游 客 喜 欢 上 了 潭 门 。

来这里吃海鲜、休闲度假成了一种新时

尚。潭门港食客云集，“海鲜一条街”集

参观体验、海鲜交易、海鲜加工、餐饮服

务于一体，热闹非凡。新兴的渔业旅游

产业发展红红火火。游客们在这里一

边 品 尝 海 鲜 ，一 边 聆 听 船 长 们 的 冒险

故事。

一踏入潭门港码头就会发现，这里

比周边的圩镇更加繁荣。商业街生意兴

隆，精品民宿供不应求，各式海鲜酒楼顾

客盈门。这些曾经终日淹没在海腥味里

的渔民，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致富路

也越走越宽。

生活大变样，王书茂的功劳，村民们

自有口碑。

潭门海上民兵连三排排长王振福，

说起王书茂满脸的信服：“小时候家里

穷，父母一年到头辛苦劳作，日子还是过

得紧巴巴。后来我跟着茂哥一起闯海，

生活才慢慢好起来。茂哥一直是我们的

致富带头人。这些年，潭门的渔船由小

变大，渔民生活越来越富裕，离不开茂哥

多年来的带头示范。”年过半百的王振福

如今不仅做船长，还在岸上办起了水产

养殖场。

潭门渔民陈则波当了 20 多年的船

长，谈起茂哥，也感动不已：“我 13 岁起

就跟着茂哥学开船、潜水、抓鱼。是茂哥

毫无保留地教会了我闯海捕捞的全部技

能，更教会我如何做人做事。不仅对我，

他对其他人也这样关心帮助。很多人都

是跟着茂哥远洋出海，从贫穷的渔家少

年，成长为驾驶大型渔船的船长。”

2021 年 4 月，王书茂出任潭门村党

支部书记。依托国家对海洋渔业政策的

扶持，他开始谋划建设“海洋牧场”，希望

把传统渔业文化也打造成旅游项目。他

还筹划在潭门建一个大型补给站，让大

吨位的渔船补给更方便、快捷。

如 今 的 王 书 茂 ，仍 然 奋 斗 在 第 一

线，从不因自己年纪大，把苦活累活都

交给年轻人干。他的身影依旧活跃在

民兵连，活跃在训练场，活跃在渔船和

码头上。他积极推进上岸渔民补贴与

就业安置工作，解决渔民后顾之忧。他

抓住乡村振兴的契机，大胆引进项目资

金，努力打造具有“渔业风情”的美丽新

渔村……

随着休渔期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

渔港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潭门码头上，

渔民们正在为开海做准备：检修机器设

备、整理渔具、补充物资……一艘艘船来

回穿梭，机器的哒哒声、船工的吆喝声、

岸上的欢笑声此起彼伏，整个码头犹如

过年一般的热闹。此情此景，王书茂由

衷感慨：大半生的奋斗，图的不就是这样

繁荣热闹的渔家光景吗？

王书茂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渔家小

伙，成长为一名阅历丰富的老船长。别

人 对 他 的 称 呼 也 从“ 茂 哥 ”变 成 了“ 茂

公”。可他为祖国守南海的决心却丝毫

不动摇。放眼未来，66 岁的王书茂言辞

中透着无限温情：“耕好祖宗留下的‘责

任田’，守好祖国的南大门，作为一名有

着 26 年党龄的老党员、老民兵，我责无

旁贷。我还要再坚持几年，把海上航行

知识、航海技术传授给年轻人。只有让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才无愧于共产党

员的身份。”

王书茂站在甲板上凭栏远眺，宝蓝

色的南海浩瀚深邃。这片广袤的海域如

此美丽，阳光照下来的时候，仿佛可以穿

透 天 际 、照 亮 心 灵 。“ 我 的 心 一 直 在 海

上。”王书茂用朴实无华的行动，扛起了

一名基层共产党员为国为民的责任担

当；用平凡但绝不乏味的人生，书写了一

段海上传奇。

图①为潭门港远眺。 吴坤哲摄

图②为王书茂。 宋国强摄

版式设计：赵偲汝

碧海丹心碧海丹心
王王 姹姹

去探访高志勇的农业合作社时正

值盛夏。青翠的玉米在拔节生长，密

匝匝的谷穗一眼望不到边，几架风车

在天边晴空下缓慢转动。那些青绿的

谷穗被银白雪亮的细网罩着，远看似

覆着一层薄霜。高志勇热情地接待了

我们，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客人，是

邻村来送种子的。客人说，这是他 80
多岁的父亲一年年留下来的老扁豆种

子，传承 60 多年了。作为回报，高志

勇摘下留种的老黄瓜相赠，这是他保

存的传统黄瓜种子。高志勇自豪地

说，他收集保存的传统蔬菜、庄稼种子

有十几种。

高志勇个头很高，眼神里充满书

生的睿智，皮肤却跟在农田里劳作的

农民一样黑亮。2011 年，高志勇在山

东胶州洋河镇的房家村开始流转土

地，筹建他的合作社。这片贫瘠的荒

山土层薄，易干旱。高志勇开出的流

转价格，让当地农民心里乐开了花。

他们深知土地不肥，勤勉耕耘一年，去

掉 各 种 费 用 ，也 很 难 有 这 样 的 净 收

入。如今土地流转，他们有了基本保

障，再转身到农场里做工，凭空多出来

一份收入，哪能不高兴？

正是谷粒初长成的时节，农场里

在给谷子大面积拉网。眼下生态环境

好，鸟类密集，如果不拉网，谷穗难免

要被鸟雀啄得空空。“每年我都会留出

两三亩地不罩网，专门用来喂鸟的。

咱不能饿着这些鸟。它们在我农场里

吃掉很多虫子，是功臣呢。因为我的

农 场 是 农 药 零 投 放 ，鸟 群 就 格 外 密

集。”“农药零投放？”我惊讶地问。高

志勇笑笑说：“我们现在用酵素驱虫。”

他取来一瓶，洒几滴在我的手上。我

闻了一下，酵素带有一种玫瑰花的香

味。高志勇解释：“自然界很神奇，很

多植物自身带驱虫功能，我们把它的

枝叶发酵制作成驱虫酵素喷洒，可以

替代农药，绿色又环保。”

高志勇选择做传统的谷物种植，

源于幼时的味蕾记忆。那种浓稠糯

香、味道醇厚的小米粥让他怀念。他

总想种出最好的谷子，重现当年小米

粥的浓香。当国家政策鼓励个人流转

土地建设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他立即

付诸行动。

他在考察中锁定了洋河镇房家村

那 片 山 岭 薄 地 。 谷 子 是 耐 旱 的 庄

稼。这里纬度适宜，有朗照的阳光、干

净的风和无污染的水，可以说是出产

优质小米的黄金地带。于是他流转了

300 亩土地，成立粮食专业合作社，还

起 了 一 个 充 满 田 野 芬 芳 的 名 字 ：馥

谷园。

创业何其艰难！要种出好谷子，

必须有系统的农业配置，土地、肥料、

种子等一样不能少。经过多少年化

肥、农药、地膜侵袭的土地，已经板结、

酸化、有机质下降，先要养。“闲地三年

也肥沃”，他接手土地后就休耕养地。

另一个“养”就是施肥。他选定了富含

氮磷钾、有机质含量高的羊粪来快速

改善土地状态。

谷 子 忌 重 茬 。 一 亩 田 种 植 了 谷

子，要几年才能缓过劲来。所以，他的

300 亩地只能分成三块，轮流种。

2012 年 春 天 ，高 志 勇 首 次 播 下

100 亩谷子。此后的 130 天里，他每天

蹲在田垄间，查看土，查看苗，查看蛾

飞过的痕迹，查看虫到来的迹象。绿

油油的谷苗一天天长高，他的喜悦也

一点点增长。他悬挂了各种杀虫灯，

又从村里雇来锄地的农民，以绿色的

方法侍弄他的谷子。“谷锄三遍米汤

甜”，等谷地锄过三遍，谷子长起来，他

也被晒黑了不少。

谷 子 蓬 勃 地 长 着 ，开 始 抽 穗 了 。

可是很快，麻雀就扑向这片没有农药

气味、散发着浓香的诱人谷地。挂红

布条、扎草人吓都不管用，人来赶倒是

有效，可是太占人手。高志勇就小心

翼翼地给谷穗们罩上网，像呵护婴儿

一样百般细心。谷穗一天天变沉，高

志勇也心花怒放。

高志勇 想 做 的 不 只 是 种 出 好 谷

子，他还有一个在合作社内实现“循

环 链 ”的 梦 想 。 他 建 了 自 己 的 养 殖

场，用自种的玉米养羊，羊粪经过发

酵还田以后，提升了土壤的肥力。有

机肥绿色健康，土壤良性循环越来越

肥沃，小米的品质越来越好。谷子碾

米后产出大量谷糠，高志勇又建了养

鸡场……除了小米之外，合作社出品

的绿色羊肉、鸡肉、鸡蛋等也都供不

应求。

高志勇并不是“孤军奋战”。他一

开始就注意联系周边的农民和规模种

植、养殖户，从别人那里吸收经验，也

以自己的理念影响他们。在他的带动

下，周围的一大批农户将农田改种谷

子。尽管他们对此并不熟悉，但有高

志勇这个“专家”在山岭上，他们有底

气。高志勇不厌其烦地传授谷子的管

理技术，积极推广新品种，给他们引荐

订单。在他的推广带动下，周边谷子

种植量近千亩。

合作社从最初的 300 亩地发展到

500 亩，很多地都是主人主动上门提

出流转的。2017 年，合作社农场被山

东省农科院选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杂粮创新团队试验示范基

地。2021 年，高志勇被评为齐鲁乡村

之星。

高志勇有更大的愿景，他要让农

业跟文旅结合。乡村游、采摘业是朝

阳行业，很多客户喜欢到他的农庄来

考察和游览，何不做大合作社，拓展林

果业？于是，他开始尝试种植果树，并

自己培育、研发果蔬新品种。他要把

合作社打造成农、林、牧相结合的生态

田园综合体，让“山岭薄地”变成“米粮

仓”和“花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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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青岛馥谷园粮食专业

合作社谷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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