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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正是通过这些渡船，我有机会走出去，见识到更广阔的的世界。”东湖村村民朱钱发，在外面的世界闯
荡之后，始终忘不了家乡，2021 年回乡创业后，因为拍摄家乡纪录片引发景宁关注。在每一个“朱钱发”的
一走一回之间，渡工们成了连通山村和外界的桥梁，见证着每一个人奋力拼搏、努力生活的身影。

在千峡湖景宁境内总长约 113 公里的航

道两岸，散落着 17 个村落，每年有 3.4 万人从

这里往返，渡船是他们与世界连通的唯一交

通工具。17 处渡口，40 个码头，44 名渡工，每

年约 650 万元的财政投入，保障着每一位村民

的出行需求，带着他们的希望从深山走向世

界。近日，记者来到千峡湖景宁航区桃源渡

口，零距离接触渡工和涉渡群众，聆听他们的

心声。

子承父业
他们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接力棒

桃源渡口位于景宁、青田、文成三县交界

处，由桂根、桃源两个码头组成，是景宁最大的

渡口之一。37 岁的袁力是桃源渡口的一名渡

工，2015年，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接力棒后，他便

频繁往来于桃源、桂根两个码头之间。

在袁力父亲当渡工的年代，航行工具还是

依靠人力划动的木船，运送村民耗时耗力，一

天下来也跑不了几趟。生活上，渡工没有固定

的休息场所，无论是数九寒冬还是炎炎夏日，

他们吃住都是在船上，如果遇到极端天气，风

险系数就会倍增。

自 2014年景宁进行渡运公交化改革后，通

过划定工作时间、建设渡工房、改进交通工具，

渡工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

善。如今，站在桂根码头上，眼前的青山未改，

碧水长流，木船却早已换“铁甲”，两艘蓝白相

间的巨大车渡船傲然停泊在码头边上，船体分

上下两层，上层甲板为驾驶舱与客舱，下层甲

板作载车用，既能渡人也能渡车。

说话间，两辆小汽车从远处驶来，缓缓开

进船舱，袁力在位于船体中间上方的驾驶舱专

心掌舵。行至桃源码头，船上的车上岸，岸边

的车上船，一切有条不紊。随后，袁力重新启

程，回到桂根码头。

“一楼是厨房，二楼是卧室，也有太阳能，

蔬菜都是自己种的，生活上很方便！”桂根码头

岸边不远处，有一栋两层楼房，是桃源渡口的

渡工管理房，渡工们在上班期间的日常起居都

是在这里。

袁力告诉记者，现在渡口归国有独资公司

管理，渡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按月发放工

资和奖金，每个月还缴纳五险一金。人员排班

上，一艘车渡船配 3 名渡工，轮流负责开船。

值班安排上，一周轮一次岗，一个月上半个月

的班。据袁力介绍，整个渡口，像他这样子承

父业的渡工还有 4 对。“接过父亲的班，就想着

一直干下去，现在各项保障都很好，也有时间

照顾家人，更能安心工作了。”袁力说。

24 小时待命
渡工的电话大家都知道

站在渡工房门口，可以看见整个码头的情

况，渡工们有时去倒杯热水、上个厕所，看到有

车需要过渡，就立刻赶到码头。“正常上班时间

是早六点到晚六点，其他时间随时待命。”据袁

力介绍，工作时间内，渡船没有固定的出发时

间，都是跟着村民的需求走，只要有人（车）需

要过渡即开船。

正常工作以外的时间，渡口都会有人值

班。村里常住的多为老人和小孩，都是容易生

病和抵抗力比较低的群体，碰到紧急情况，晚

一分钟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此，袁力和同

事们脑中的弦时刻紧绷。“村民都有我们的电

话，如有紧急情况需要外出，直接拨打电话通

知我们就行。”袁力说。

去年 8月的一天，毛山村一位 70多岁的老

人，由于年迈，意识不清，误食了农药，家人发

现后立即带着老人驱车前往县城的医院。赶

到渡口时，提前接到通知的袁力和同事已经准

备妥当，立即开船将他们送至对岸。与袁力交

谈时，记者注意到袁力的工作服上缝着一块肩

章，上面有“景宁县水上应急自救队员”字样。

袁力向记者介绍，每名渡工都是水上应急自救

队的成员，除了掌握驾驶渡船技能外，水上应

急自救的技能也要会，县里每年都会安排渡工

进行水上自救应急演练，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渡

工的救援能力，保障村民的人身安全，预防村

民落水等突发状况的发生。

“我的同事曾经就在河中救过两个小孩

子，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家长送来的锦旗呢！”

袁力声音里带着自豪。2016年 8月，门潭渡口

附近山村的两名少年跑到湖边玩耍时，不慎失

足落水，渡工李屹锋、任启有和刘松斌发现后

立即进行紧急救援，经过合力营救，最终将落

水少年救上了岸。

免费渡运
摆渡畲乡群众的希望

“每年清明时节是最繁忙的时候，有时一

天下来，最多能输送 2000 人（车）次，来往渡船

的乘客都是免费的。”袁力告诉记者，桃源渡口

平时每天的客流量也有好几百人（车）次，南岸

的村民要去县城办事，北岸的村民要到南岸拜

访亲戚，有时还会有一些商贩开着面包车带着

货物到山里售卖。

从桂根码头出发，沿着大顺乡的盘山公路

一路向南，沿途经过 10 个自然村落，就到了距

桃源渡口最远的山村——毛山村。

山里人靠山吃山，每逢应季时节，毛山村

村民林青富总会去山里挖一些冬笋，除自家食

用外，多出来的就拿出来卖给菜贩。“以前没有

柏油路也没车，我们挑着东西下山不太现实，

那时候渡船也小，承载不了重物。”林青富说，

“现在船也大了，路也好了，商贩可以直接开车

上来收购。”

“除 了 生 活 外 ，渡 船 也 摆 渡 了 我 们 的 希

望。”林青富的儿子目前在景宁读初中，他希望

儿子能够努力学习，将来走出大山，过上更好

的生活。

“正是通过这些渡船，我有机会走出去，见

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东湖村村民朱钱发，在外

面的世界闯荡之后，始终忘不了家乡，2021 年

回乡创业后，因为拍摄家乡纪录片引发景宁关

注。在每一个“朱钱发”的一走一回之间，渡工

们成了连通山村和外界的桥梁，见证着每一个

人奋力拼搏、努力生活的身影。

据了解，千峡湖景宁航区已实现“美丽渡

口”全覆盖，未来将向着“交旅融合”方向发

力。“除了继续保障村民出行需求，我们将打造

“交旅融合”生态美丽航道，发展千峡湖水上旅

游，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景宁港航中心负责人介绍道。

“千峡湖的风景这么好，我们还保留了很

多原始山村民居，相信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来这里游玩。”说起“交旅融合”，袁力的话中信

心十足。

8 年来，不收行人一分钱

千峡湖上摆渡人：
摆渡3.4万畲乡群众的幸福

见习记者 董陈磊 谢孔伟 记者 俞文斌 吴启珍 通讯员 余超 施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