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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桑榆·常青

龙泉市石玄湖村紧靠龙泉溪，村里有不少人
都是溪上放排，有水运站职工，也有农民工。他
们风里来浪里去，生活艰辛充满危险，给后人留
下了那个时代的许多感人故事。我父亲季观宝
曾是吴湾水运站的放排工，与洪水有过一场惊
险的生死搏斗。老宅中一张保存近六十年的奖
状，记录了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

1959 年 6 月中旬，5 号强台风肆虐浙南。
一时间，大雨倾盆，山洪暴发，瓯江水位迅速暴
涨，水流湍急，浑浊的江水如同呼啸的巨龙，直
向下游冲去。

18日傍晚时分，雨已下了整整一天，江水
一直在上涨。父亲带着同一组5名排工——龙
泉人曾贤护、徐家德、季焕泉及二位青田人，放
着 6条近 45米长的木排，艰难地通过瓯江青田
城的下段。他们用力地控制着木筏，想找一处
水流平缓的河湾靠岸过夜，来躲过这场暴雨。
如果运气好点，第二天就可以到温州的小旦，
圆满完成这趟水运任务。到了停排点，这里已
密密麻麻停靠了许多木排。父亲指挥大家依
次将木排停靠。可轮上他这条排时，停靠点已
快接近瓯江中心了，水流特别湍急。大雨中天
黑路滑，一名排工跳岸后拴排，找不到拴排的
石柱，慌忙之中把系排的“竹链”弄断了。在湍
急水流的巨大牵引下，木排如同一条蜿蜒的巨
龙，直向水流最急的地方冲去。排工们一下子
慌了，长年在江上讨生活的他们深知，在这种
恶劣天气里，木排根本靠不了岸，而在夜间放
排，危险性极大，弄不好就会“排散人亡”。瓯
江下游这一带，每当洪水来临时，一旦发生木
排打散，当地会有人蜂拥而来，公然抢走他们
自认为的“浮材”。而按照规定，如果遇险放弃
木排，造成财产损失，排工要承担相应责任。

父亲站在狂风暴雨中，向同事喊着：“你们
自己当心点！我把排放到石埠下，看看能否靠
岸！”此时，木排完全处于自流状态，根本没有
办法控制靠岸。它如脱缰的野马瞬息过了温
溪、小旦，在急流中一直向温州河段直奔而
去。岸上的人拼命喊：“会出人命的，快弃排逃
命吧！”父亲深知，凭他的体力与水性，完全可
以游回岸上。可他想：“这么多公家木头被大

水冲了，损失实在太大！一定要守住它，才能
向站里交代。”

瓯江的下游，江面更宽，洪水滔天，汪洋一
片，早已望不到岸边，靠岸根本不可能了。

狂风大雨，天更加阴沉了。父亲全身早已湿
透，为了防止意外落水，他索性脱掉了蓑衣，赤膊
着上身，穿着短裤，站在排头。此时排身已被水
流完全冲散，他把排头的木头重新扎紧。这也是
他最后的阵地了，父亲紧握着大杉木做成的

“舵”，借着水流，全力调整排身向前直流，避免木
排横折散架。狂风暴雨的黑夜，滔滔的江水，父
亲忍受着饥饿、劳累、恐惧、孤独，借着水浪闪烁
的一点微光，紧紧地盯着前方，与洪水抗争着、搏
斗着……

就这样，他死死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排
头，漂荡在浊浪滔天的江上，伴随着死亡的威
胁，度过了生死相随的 10多个小时！

天蒙蒙亮，雨也停了。一夜未曾合眼的父
亲，疲惫至极，隐约看到极远处依稀的山峦。
已一天一夜没吃东西的他，伸手掬了一口水，
直接喝了下去。马上“哇”地吐了，喝下的水竟
然是咸水。原来这条木排，已经冲出了瓯江
口，漂到洞头附近的海面上了。

温州林业局派出小火轮把父亲救起时，父
亲双腿都站不起来，嘴唇上全是泡。他艰难地
对救援人员说：“我把木排交给你们，应该没有
大损失吧？”现场的人无不感动地流下眼泪。

同年 9月底，温州专署林业局举行隆重表
彰大会，颁发给父亲一张“与洪水顽强搏斗保
卫国家资产安全的季观宝同志”的奖状。这是
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也是父亲排工经历的
最高褒奖！这张奖状，外面加装了一个玻璃镜
框，高挂在主屋大堂正梁之下，一直保存至
今。父亲生前每年过年时，总会取下来，轻拭
上面的灰尘，重温那惊险的记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对企业用工实行精
简，父亲服从国家安排，回到了石玄湖村务农，一
直到 1983年因病去世。这一段瓯江排工的艰
难经历，成为父亲生命旅程中最精彩、最值得
回忆的故事。

（季良纲）

学历代表过去，学习
代表未来。

任何人都救不了你，
只能自己救自己。

只有世事无常，没有
来日方长，珍惜平淡，珍
惜眼前。

心里通透，烦恼没有。

乐 是 一 天 ，愁 是 一
日，何乐不为。

人生苦短，看得透，
放得下，处处是大道。

（市区 吕云兰 69岁）

谷雨日登山吟

山阶湿滑绿迷离，
清谷欣逢夜雨滋。
田垄烟霏水丰沛，
一年又到别春时。

走瓯江绿道

涟漪碧漾一江春，
绿道沿途毗水邻。
陡起峣岩藤绞树，
豁然坡岸萼怡人。
竹林农舍青檐露，
汀渚栈桥银浪濒。
草木葱茏森郁悦，
垂翁独钓坐芳茵。
（市区 何少布 70岁）

阅读提示

这一场与洪水的生死搏斗，是父亲一生中最深刻的
记忆；这是一次用生命换来的荣誉，也是父亲排工经历的
最高褒奖！这张奖状，外面加装了一个玻璃镜框，高挂在
主屋大堂正梁之下，一直保存至今。

一张奖状里的生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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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一 扫
二维码，听一
听“一张奖状
里 的 生 死 故
事”。

征集：俗话说，“不听
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
推出“老人言”专栏，专供
老年朋友分享自己的一
句话感悟。投稿可发送
至 电 子 邮 箱 ：
627045246@qq.com 或 邮
寄：丽水市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
团 704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