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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远离祖国大陆，这里的交通难题一直
牵动着各级的心。改革开放 40年来，从“琼沙
号”到“三沙 1号”，再到民航包机，在各级的关
怀与努力下，西沙岛上的交通状况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岛上军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西沙军民的“生命之舟”

1976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广州造船厂建造
“琼沙号”，用于西沙永兴岛与海南本岛之间的
交通往来。1978年年底，“琼沙号”在西沙军民
的热切期盼中，首次靠泊西沙永兴岛码头。从
那以后，“琼沙号”为西沙军民送去一批批淡
水、蔬菜、水果和生活必需品。1997年，航行19
年的“琼沙号”退出西沙航线。这之后，“琼沙2
号”“琼沙 3号”先后担负起西沙岛礁的补给运
输任务。

“早些年，我们主要坐‘琼沙 3号’上下岛，
或者跟随执行任务的部队舰艇往返于大陆和
海岛间。”西沙某水警区通信连分队长毛俪颖
告诉笔者。

“船一靠港，码头上就跟过年似的。大家
牵挂的不仅仅是补给物资，还有邮递包裹和信
件。”“琼沙 3号”船长黄心芳介绍，在三沙市成
立前，“琼沙3号”船期大约每月1班，最多每月
2班，如今船期缩短为7～10天1班。

吉水平曾担任“琼沙 2号”“琼沙 3号”政
委，是西沙交通变迁的见证者。他告诉笔者，
2005年，西沙军民曾给“琼沙 2号”送来一面锦
旗，上面写着“生命之舟”。因为早些年，在“琼
沙号”出现前，西沙连通海南本岛的交通不便，
只能靠“西渔 130”和“西渔 120”这两条总吨位
才 100吨的小铁船。小船抗风能力很差，海况
稍微恶劣，便只能望洋兴叹。

“它们1个多月才上一次岛，运去的蔬菜瓜
果，最多1周就消耗殆尽。余下的日子，岛上军
民只能边吃干菜和罐头，边盼望着下一次补
给。如果碰上恶劣天气，补给航线受阻，大家
只能吃酱油拌饭。”吉水平清楚地记得，有一年
年底，受恶劣天气影响，小铁船2个多月无法航
行，船开出去又返航，来来回回折腾了 3次，岛
上军民和船员都吃尽了苦头。

“三沙1号”，西沙生命线的领航者

今年春节前夕，海南文昌清澜港码头显得
格外热闹。80余名官兵家属乘坐万吨巨轮，驶
向西沙永兴岛，与朝思暮想的家人团聚。

“妈妈，我觉得老爸在说谎，”甲板上，小姑
娘李诗玥一边玩自拍一边说，“爸爸以前总说坐
船多么辛苦，多么累，你看这船又大又稳，房间
还有电视和浴室，就跟宾馆似的。”谭春霞是西
沙某水警区战士李红的妻子，这是她第一次带
女儿李诗玥上岛探亲。她摸了摸女儿的头，叹
口气说：“你哪里知道以前上岛探亲遭的罪？”

谭春霞第一次上岛探亲坐的是“琼沙 3
号”，船上挤满了人。因为床位有限，不少人只
能睡地板，有的甚至被挤到了甲板上。岛上不
仅交通不便，各种生活物资也有限，每次上岛
她都得拎着大包小包，以备不时之需。

今年春节前，丈夫动员她上岛，但一想到
在茫茫大海上“晃得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的
感觉，谭春霞就心有余悸。但丈夫告诉她，现
在的“三沙 1号”条件比以前好太多，她这才下
定决心带女儿上岛探亲。

“可以说，‘三沙1号’是有史以来从海南岛
至三沙最先进、最舒适的交通船，最高可抗 10
级台风。”从2015年首航开始，乘务员陈波就一
直在“三沙 1号”工作。他告诉笔者，“三沙 1
号”不仅为每个房间配备了电视、独立卫浴，还
开设了阅览室、棋牌室和健身房。此外，船上
还有移动通信基站，即使在大洋深处也能上

网、打电话。
笔者了解到，“三沙1号”通常每周1班，逢

年过节还会增加班次。现在由海南岛前往三
沙的航程比以前缩短好几个小时，航线货运能
力也增加了9倍。

交通便利了，岛上军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对老渔民陈康而言，最幸福的事就是听到海上传
来汽笛声。“三沙1号”一靠港，就意味着大家能
吃上新鲜的瓜果蔬菜，用上更丰富的物资。

“现在岛上军民安居乐业，希望上岛工作
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愿意留在三沙，共
建这个美好家园。”陈康说。

民航客机开启西沙交通新纪元

今年 7月，家在湖南益阳的西沙某水警区
战士周思鸿接到紧急来电，父亲突发重病，家
人希望他即刻回家。他连夜向单位请假，申报
次日的机票。从三沙到益阳近 1500公里的距
离，周思鸿只花了不到半天时间就回到家。

“这要是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即使运气
好碰到有船下岛，最快也要3天才能到家；而现
在，从三沙飞海口再转机飞长沙，算上坐大巴
车也才半天时间。”周思鸿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深有感触地说，“在父母最需要的时候能陪在
他们身边，真是一种幸福。”

与周思鸿一样感到幸福的还有新婚不久的
军嫂张佳玲。今年端午节，张佳玲第一次带父
母乘民航包机上岛探亲。上岛后，聊起坐民航
包机的感受，张佳玲的父亲对笔者说：“当时一
听佳玲找的男朋友驻守海岛，我和她妈还不乐
意，怕苦了女儿，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国家
发展这么快，海岛与大陆也没啥太大区别嘛。”

走出永兴机场，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丈
夫，张佳玲感慨道：“有了直飞航班，想见一面
也并非那么难。从今往后，你守着西沙，我守
着你……”

孙晓峰是三沙永兴机场运营部经理，他永
远都记得这一天——2016年 11月 14日，机场
试飞的日子。那天下午，挥手送别试飞客机，
孙晓峰和同事在机坪久久注目。同年 12月 22
日，三沙永兴岛民航公务包机成功实现首航。

随着航班开通，西沙与海南本岛的物流快
速通道也搭建起来。目前，除中国邮政，一些
快递公司也在岛上开设了营业点。如果寄航
空件，从下单到收件只用3天时间，西沙军民即
可享受“足不出户，网购天下”的便利。

多方保障，出行更便捷

“住着海景房，还能周游列
岛。船上自助餐厅、娱乐室、超
市、医疗等设施一应俱全，而且
还免费……”驻守珊瑚岛的西
沙某水警区工程师杨兢一登上

“长乐公主”号邮轮，就迫不及
待地在朋友圈里晒心情。

“以前下岛，我们要么等渔
船，要么去大岛等交通，运气好
的时候两三天可以下岛，碰上
寒潮，十天半个月都不见得能
下去。”杨兢说，三沙市开通邮轮
后，岛上军民的出行就更便捷了。

西沙某水警区保障部领导告诉笔者，
他们针对西沙驻防岛礁部队数量多、驻地
散、运输需求各不相同、保障条件参差不齐等
现实困难，在提升自身交通保障能力的同时，
不断加强与地方的互联互通，整合军地资源，
保障官兵上下岛。

据了解，目前三沙市有“长乐公主”号和
“南海之梦”号两艘邮轮，从三亚凤凰岛国际邮
轮码头启航，前往西沙海域的全富岛、鸭公岛

和银屿岛，通常每周 1班。邮轮除方便前往三
沙市旅游的游客外，还会流出一定舱位供三沙
官兵免费乘坐。

不仅三沙市和大陆的距离拉近了，岛际交
通也在逐步发展。这天清晨，海军西沙医院军
医刘朝阳拿着水质检测设备，坐上冲锋舟，从
琛航码头前往珊瑚岛，不到 40分钟，就在珊瑚
岛的蓄水池旁展开作业。

“以前去珊瑚岛可没这么快。”琛航岛某守
备部队教导员张启来说，现在往来各岛，可以
协调地方的冲锋舟，不仅节省时间，还密切了
各兄弟单位之间的联系。

笔者了解到，如今，“甘泉岛”号、“晋卿”
号岛际交通船和 20余艘冲锋舟已相继投入使
用。一艘艘冲锋舟往返于西沙各岛礁，将它
们“无缝”串联。对此，西沙军民欣喜地说，随
着交通的不断完善，西沙必将迎来更加美好
的明天。

西 沙

立体交通实现天涯若咫尺
■周启青 肖炬鹏 陈竹飞

虽然国庆假期已过，但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
钦县著名的铁索伏龙桥依

然迎接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桥下
的金沙江翻涌奔流，在铁索桥不远
处，一座水泥桥和一座钢构大桥并
排遥望，当地人称之为“三桥飞
渡”。三座桥都叫伏龙桥，见证着
不同时期德钦交通的历史变迁。

德钦县位于滇西高原，以金沙江为
界，该县奔子栏镇与香格里拉市尼西乡隔
江相望，渡船过江是从前主要的交通工

具。“那时，渡江只能靠船，坐木筏到江对岸简直是
险象环生。”现年 87岁的老民兵平措家住奔子栏
镇，曾是镇上渡口的摆渡人。这些年，他亲眼见证
了巨变。

平措告诉记者，当遇到水流较急时，渡船很可
能被江水冲偏甚至冲翻，有的摆渡人就因操作不熟
练，发生过翻船坠江的事情。

1959年，铁索结构的伏龙桥建成，成为当时迪
庆金沙江沿岸第一座跨江大桥。桥身由数十根并
排的粗壮铁链组成，桥面上铺设实心木板，桥两头
用钢筋拉伸，固定在坚硬的岩石里。据奔子栏镇叶
央村老民兵央宗回忆，桥刚建好时，不少村民觉得
新奇，常在桥上嬉戏逗留，人武部就组织民兵在桥
两头巡逻放哨，叮嘱大家快速通过，防止人畜坠江。

虽然铁索桥简陋，但几十年来给当时两岸群众
和官兵带来不少便利。据德钦县人武部职工吾灯
介绍，以前，人武部官兵到迪庆军分区开会，如果车
子不过伏龙桥，就要在漫天沙尘的老路上多颠簸十
几个小时，下车后，人人都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时间久了，铁索伏龙桥已不能再承受大吨位车
辆。“大车过不去，上桥晃悠悠，遇到对头车，再急也
没用。”德钦县人武部副部长彭运涛告诉记者，往年
部里组织奔子栏民兵到桥对岸巡逻执勤，大车需要
提前 5个小时绕到铁索桥对岸等待，民兵则步行过
桥，到对岸再登车出发。

如果说铁索伏龙桥开创了沿桥两岸村寨连接
的历史，那么水泥构架的伏龙桥则开启了整个迪庆
区域经济联系的先河。1991年，水泥结构的新伏龙
桥竣工。很快，就有做木材、矿石、牛羊生意的车
队、马队穿行其间，很是热闹。之前那座铁索桥便
渐渐“告退”，仅保留用于旅游体验，成为见证当地
交通变迁的“活化石”。

新桥建成通车后，金沙江两岸的奔子栏镇和尼
西乡最早受益。据奔子栏镇武装部专武干事鲁茸

次里回忆，当时镇里有酒店42个、餐馆51家。“新桥
修建后，交通更加便利，很多藏族老阿妈也第一次
坐上汽车走出奔子栏，跨过江桥，到中甸（今香格里
拉）走亲访友。”鲁茸次里说。

桥的变迁也悄悄改变着官兵生活。德钦山高
地贫，官兵想吃上新鲜水果蔬菜只能从外面运。由
于路不好走，水果蔬菜送到时，往往都蔫了大半。
通路架桥后，从德钦到香格里拉用时少了一半，新
鲜水果蔬菜就此摆上官兵餐桌。

走过 23年，水泥构架的伏龙桥也结束使命，成
为历史。由于桥面设计狭窄，承载能力不足，导致
通行能力受限。“物资运输车驶过大桥前，官兵需在
桥边卸下一部分货物，待货车过桥后，再用推车将
货物运至对面重新装车，才能继续前行。”迪庆军分
区参谋吴善军回忆，2013年 8月，军分区官兵过桥
赶往尼西乡辛福村抗震救灾，但因桥身窄，几块落
石就挡住了桥面，急忙间，官兵只得弃车步行赶往
震中。

2014年，迪庆州全面推进通路架桥战略。短短
1年时间，一座连续式钢构桥梁在水泥桥旁跨江而
过，形成“三桥飞渡金沙江”的景观。

新的伏龙桥桥长161米、宽9米，重型汽车驰行
如履平地。穿行伏龙新桥，由香格里拉去往德钦仅
需 2.5小时，外界运往德钦的水果蔬菜走俏农贸市
场；德钦的旅游服务和工艺品制作销售也逐渐成为
德钦人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以前想去德钦探亲，只能赶在小长假。如今，
周末也能跑个来回。”聊起新修建的钢构桥，军嫂安
晓艳异常高兴。两年前因工作调动，安晓艳的丈夫
鲁茸培楚到德钦县人武部任军事科长，她却得留在
香格里拉继续工作、照顾老人。如今，新桥通车拉近
了安晓艳和鲁茸培楚的距离。周五下班后，安晓艳
常带着儿子开车赶往德钦，一家人能够时常团聚。

“桥宽了路平了，回家之路不再是人在囧途。”不
久前，德钦县人武部副部长彭运涛休假探亲。班车
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望着窗外绿油油的青稞地
和一个个傍山而建的藏族村庄构成的美丽画面，他
不禁发出感慨：三桥飞渡送福去，通路架桥迎新来。

一座桥不仅是一段历史，还记录着藏区百姓日日
益美好的生活益美好的生活。。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与德钦伏龙桥一样与德钦伏龙桥一样，，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特别是改革开放 4040年间年间，，金沙江金沙江
上陆续架起各类铁索桥上陆续架起各类铁索桥、、水泥桥水泥桥、、钢构桥钢构桥6060余座余座，，这这
些桥梁或印有藏族特色图案或结有各种颜色的哈些桥梁或印有藏族特色图案或结有各种颜色的哈
达达、、彩旗彩旗，，将江两岸连接起来将江两岸连接起来。。这些交通通道纵横这些交通通道纵横
在迪庆高原在迪庆高原，，连接着各产业聚集区连接着各产业聚集区、、新农村建设区新农村建设区，，
从而成为助推高原经济区建设的强劲动力从而成为助推高原经济区建设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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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78年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中国从此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中国从此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弹指一挥弹指一挥4040年年，，变化翻天覆地变化翻天覆地，，思想解放思想解放，，
观念更新观念更新，，科技进步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当下的中国面貌一新当下的中国面貌一新，，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一点一滴的变化聚集起来一点一滴的变化聚集起来，，就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就是整个社会的进步。。从本期开始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我们将陆续推出““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系系
列策划列策划，，从交通从交通、、饮食饮食、、营房建设营房建设，，到征兵工作到征兵工作、、国防教育国防教育、、双拥共建双拥共建、、扶贫攻坚扶贫攻坚、、生态建设等方面生态建设等方面，，反映反映4040年来官年来官
兵日常生活的巨变和军民共建的成果兵日常生活的巨变和军民共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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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退伍老兵乘
坐民航包机离岛。

盆世舟摄
图②：“三沙1号”。

盆世舟摄
图③：三桥飞渡金

沙江。 刘 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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