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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重庆团队
渤海打捞“天源”号沉船

□林克于

大连是我国著名海
滨城市，以造船业和运输
业的发达而闻名于世。

只要到过大连，给人印象最深的莫
过于港湾里穿梭往来的众多船只
了。然而，1997年末在这港湾里，
发生了一件震惊大连的事故——
“天源”轮不幸失火沉没。

事故发生后，该轮所在的中国
海运集团下属大连海运公司，邀请
因打捞“中山舰”而闻名全国的重庆
长江救助打捞公司火速前去救助打
捞。经过重庆30名专业打捞队员
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奋战，最终让
“天源”轮重见天日。

““天源天源””轮轮

轮船沉没，重庆打捞人临危受命

1997年12月25日，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总经理助
理、打捞公司经理李光辉刚在武汉参加完长航集团科
技工作会议，并在会上抱回了因打捞“中山舰”而获得
的一等奖，乘“江渝”号客轮去无锡参加中国航海学会
年会途中，忽然接到公司电报，叫其速去大连，为月初
不幸沉没的大型客船“天源”轮重获新生“号脉”。

看完电报，他有点激动，更感到一纸电文沉甸甸
的。重庆打捞公司早就想着有朝一日能跨出长江、打
入海洋，抢占沿海打捞市场，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
会。如今，一定要抓住这个契机，打响重庆打捞人的名
声。很快，李光辉在南京下了船，直飞大连。

这位在打捞战线屡立战功的打捞英雄，一到大连
就直奔海港。与大连海运公司的负责人见面后，对方
看到李光辉充满信心的表情，内心也平添了几分希望。

其实这期间，已有多家国家级救助打捞单位加入竞
争行列，但由于种种原因，中海集团总裁明确表态：邀请
打捞“中山舰”的重庆长江救助打捞公司进行打捞。

面对信任，李光辉既高兴，更有几分难以言表的复
杂心情。当他在沉船水面附近仔细观察一圈后，对方
问：“能行吗？”他不假思索地说：“行，行！但问题也不
小！”李光辉的复杂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重庆打捞公司
虽在地处内陆的长江屡建战功，但毕竟还没有海上救
助打捞的经验。沉没的这艘客货船长达120米、高近
20米、宽17米，自重达3000多吨，沉没后总重量有
5000多吨，且倾斜60度，四周水深约10米……仅凭
这些数据，就足以让人掂量出打捞的艰难程度。此外，
在大海上作业尚属首次，没有经验。再加上打捞工具
运载麻烦，200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要跑近十天……
因此，当他说出“行、行”时，额头已冒出了细细的汗
珠，因为他深知这次打捞任务的艰巨和成败究竟意味
着什么。

为慎重起见，李光辉又急电公司的起重技师吕友
明飞抵大连，接着分管潜水的副经理刘德忠和打捞工
程师梁忠义也先后赶到。经过一番会诊，大家一致认
为能够打捞，但风险极大。面对这一次的打捞任务，他
们告诫自己：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组建队伍，22名潜水员紧急赶往大连

在后方，重庆打捞公司的职工们得知合同签订的

消息，无不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作好了上“战场”的准
备。经过挑选，重庆方面派出了22名精干潜水员，乘火
车紧急赶往大连。随后，又增派了8名起重队员。虽然
这支队伍只有30人，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一到
大连，马上就投入到现场准备工作当中。

由于此次打捞采用的是“封舱堵漏、搬船扶正、整
体起浮”三部曲，因此在整个打捞过程中，封舱堵漏就
成了重头戏。然而，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春节期
间大连先后下了两场大雪，气温突然降到零下18摄氏
度。在这样的气温下，即便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出门也
得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然而，来自南方的重庆打捞队
员们却以坚强的毅力，超低温挑战大海进行水下作业，
惹得现场观看的不少大连人连连赞叹：“这些重庆人，
真是英雄！”

潜水员们下到水里后，全是悬空进行封舱堵漏作
业，往往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他们在水里找
舱口、查漏洞、拧螺帽，如盲人般艰难摸索行进。当然，
最具挑战的还是水温太低，潜水员一下水，手指很快就
会被冻麻木，操作起来十分艰难。封舱堵漏上螺丝，往
往是上一颗就要掉几颗，最后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如果
手指捏不住，就用一个手掌抵住，另一个手掌拧，这才
解决了一大难题。潜水员在水下作业时间久了，有时
神经也有被冻麻木的时候。一次，潜水员小黄在封舱
时被冻麻木了，竟然不知怎样浮出水面，他急了。岸上
的伙伴用潜水电话告诉他，沉着点，慢慢顺着氧气管往
上爬。经过多次沟通，他才得以安全上了岸，卸下头盔
的那一瞬间，这个坚强的汉子流泪了。不过在后来的
打捞中，他并没有畏惧，依然抢着下水。

由于气温太低，潜水员浮出水面后，潜水衣帽会立
刻结上一层冰，潜水员的手掌必须有人用力拍着，不然
手掌红肿，连手套也脱不下来。一次，几名潜水员手冻
红肿了，无法弯曲，由于没有经验，他们用热水烫，幸好
被当地人发现，提醒他们说：“这样可不行，手会烫出问
题的，搞不好要造成残疾……”队员们吓了一大跳，随
后在当地人指导下，将双手放在雪里轻轻搓揉，才渐渐
有了知觉，红肿消失了。

初次打捞，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在潜水员们的
咬牙坚持下，经过近两个月昼夜奋战，终于完成了113
个点的封舱堵漏，为起浮“天源”轮提供了保证。

沉船出水，重庆打捞人开创先河

为了抢时间，打捞队员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平均每
天工作12个小时。因为实在疲惫，队员们来大连很长

一段时间，竟谁也没有心情出去游玩欣赏大连的美丽
景色，甚至连看电视的时间也少得可怜，每天回到宿舍
倒头便睡。

从1998年 2月15日起，大面积封舱堵漏进入尾
声，开始着手搬船扶正的准备工作。2月18日，现场开
始按计划试搬“天源”轮。为了在上午9点30分海水低
潮前进行，队员们凌晨5点多就起床了，6点30分到达
工地。哪知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时，“天源”轮尾部突然
发出一声“轰隆”巨响，水面溅起一团巨大水泡。这个
突然变故，让现场气氛变得凝重起来。现场指挥立即
呼叫潜水员紧急排查，结果发现尾货舱舱盖被压弯，大
量海水涌入，导致该舱封舱失败。那一刻，队员们的心
都碎了，连李光辉这位曾经历过诸多困难局面都不曾
流泪的坚强汉子，也掉下了眼泪。但他很快镇定下来
发出指令：“试搬照常进行。”

早上8点，船方负责人和媒体记者赶到现场，期待
沉没两个多月的“天源”轮扶正那一刻。8点15分，现
场指挥对着步话机发出命令：“各位注意，各位注意，现
在开绞。”顿时，12台卷扬机“轰轰轰”开绞，16根钢缆渐
渐受力，“天源”轮缓缓向上扬起。李光辉兴奋地宣布：

“试搬成功！”这次试搬的成功，也让队员们对2月21日
的正式搬船心里有了底。

2月21日一大早，队员们就赶到了现场，开始做准
备工作。待潮水退至最低时，李光辉高声发出指令：

“各位注意，现在开绞！”12台卷扬机旋转起来，马达声、
人声和海风的呼啸声交织一起，在港湾的上空激荡。
很快，“天源”轮在海面上渐渐向上扬起。

“不好，‘天源’轮机舱处有一角钢碍事！”有队员报
告。李光辉果断下令暂停，他知道，此时若继续开绞，
角钢将会如一把匕首直刺工作驳腹部，从而造成工作
驳漏水，后果不堪设想。此刻，大家心情一沉，眼看要
成功了，却又遇到了新麻烦。

经紧急处置，碍事的角钢直到下午才顺利处
理掉。15点 45 分，李光辉再次命令继续搬船。在
12 台卷扬机强大拉力下，“天源”轮渐渐由沉没时
的右倾至 60 度搬正到 80 度。16 点整，李光辉兴
奋地宣布：“搬船扶正成功！”顿时，整个现场一片
欢腾。

3月7日，是进入整体起浮“天源”轮的第二天，也
是最关键的一天。早晨7点30分，现场指挥命令首先
开泵尾货舱水。几台百吨级和二百吨级的泵机同时开
泵，一股股如注的水流涌出，负责观察尾货舱的潜水员
不时汇报舱水下降的情况，效果很好。李光辉心头悬
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他最担心的就是该舱如果出现问
题，本次起浮“天源”轮的努力就可能以失败告终。此
刻，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与此同时，主机和副机舱
同时开泵，马达旋转起来，几个舱室的水渐渐向下沉
去，船尾在减轻重量增加浮力和借助两个500吨级浮筒
的外在浮力支撑下，沉没已两个多月的“天源”轮终于
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就在大家准备为胜利起浮
而欢呼庆祝的时刻，现场专家忽然发现，“天源”轮在向
上浮的同时，也在向右侧倾斜。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意
味着重庆打捞人此前所有的努力可能前功尽弃，气氛
猛然又紧张起来。

面对紧张局势，李光辉显示出大将风度，有条理地
指挥着整个场面。他命令主副机舱停止泵水，并在“天
源”轮的左边至岸上布置了两根拳头般粗细的拉缆，最
终稳定了沉船的右倾之势，并渐渐恢复到原定位置
……

至此，“天源”轮打捞工作顺利完成，现场一片欢
腾。

重庆长江救助打捞公司此次成功打捞“天源”轮，
无疑将载入中国打捞史，因为他们开创了国内打捞公
司从内河打捞走向海洋打捞的先河。重庆打捞人，也
将从此走向更广阔的大海！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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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起火的轮船（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