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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频所在的中交上航
局航道建设有限公司隶属
于大型央企中交集团，在
国内外承建和参建了多项
重大港航项目。现在，中
交上航建设有限公司在中
交集团的统一部署下，正
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勇做

“一带一路”建设排头兵。
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得
到了援建瓜达尔港的机会。

朱频回忆，瓜达尔港
当时是一个小渔港，气候
炎热干旱，方圆百里是一
望无际的荒漠，没有淡
水、缺少蔬菜，自然环境
和生活条件比较恶劣。

“我们当时去了两条
船，一条船上有30人，我
所在的船是自航式耙吸挖
泥船，主要负责挖深和拓
宽瓜达尔港的进出口航
道。”朱频说，工期分为一
期和二期，很多人参加了
一期没有参加二期，他是
参加了全部两期援建工作
的三个人之一。

虽然需要疏浚开挖的
航道只有4.34公里长，但
是因为用的是小耙，所以
历时5年。一期是将航道挖
深了8米多，这意味着能停
2.5万吨-3万吨左右的船；
二期是将航道挖深到10—
11米，能停5万吨左右的
船。

朱频在船上主要负责
驾驶台的指挥工作，根据
外部的环境下达指令，有
两名工作人员配合他，一
名是操耙手，另一名是操
舵手。

虽 然 去 瓜 达 尔 港 之
前，朱频做了充分的心理
准备，“但是在那里生活和
工作的艰苦程度还是超出
了我的想象”。

朱频告诉记者，到达
瓜达尔港最初的几个月是
最难熬的，“当时从国内虽
然带了不少物资过去，但
是储存的淡水在路上消耗
很多，到了港口所剩不
多，饮水问题成了我们遇
到的最大的难题。”

当时船上装了海水淡
化设备，但是因为设备不
是很完善，淡化效果不
佳，所以三个月以后，一
些年纪大的工作人员不仅
牙齿开始松动，而且头发
白得很快且脱发严重。

不得已，最后只能远
程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运
桶装水过来，由于卡拉奇
在巴基斯坦东南边，瓜达
尔港在巴基斯坦西南部，
距离遥远，道路又是那种
沙漠中的土路，运输能力
有限，一开始每人每月的
桶装饮水定额是一桶，后
来是两桶。

“水少节省着用，我们
吃的东西也很单一。”朱频
说，他们几乎每天都是吃

“老三样”——土豆、西红
柿、洋葱，见不到任何绿
色的蔬菜。

几年以后，船员回国
时从国内带了菜籽到瓜达
尔港，在基地内开垦了几
块地种了蔬菜，“种出来的
青菜就像黄金一样珍贵，
吃炒青菜对于我们来说太
奢侈了，能吃到把青菜切
成丁的蔬菜汤已经觉得很
幸福了。”

现在已经担任中交上
航局航道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的丁海明，当时也在援
建瓜达尔港。他说，当地
的牛羊都没有绿色植物可
以吃，都是吃垃圾长大
的，甚至连塑料都吃。

①

明天，备受世界瞩目的首届“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宁
波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之
一，也是“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
我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深入且富有成效。2016年，我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为
248.18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
重达26.2%；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市
在“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设立
境外企业和机构564个，中方投资额
27.2亿美元，分别占到全市总量的

22.8%和20.1%。
宁波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经贸往来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鲜为
人知而又精彩传奇的故事，既体现了
宁波人的商业智慧和辛勤付出，又体
现宁波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和谐共存。

在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
开之际，本报推出“‘一带一路’上
的宁波故事”系列报道，讲述宁波人
闯世界的故事。

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疏浚航道的日子
上航建设公司朱频:艰苦岁月磨砺坚毅之剑

2002年5月，中交上航局航道建设有限公司（驻地
在宁波镇海，当时名称为：上航建设公司）航浚1007轮
起程赴巴基斯坦参加国家援建瓜达尔港工程建设。当时
25岁的朱频作为甲板部二副（船上的职务）随船出国参
与援建任务,“没想到这一去就是5年，其间只回过两次
国。”今日忆往昔岁月，他感慨万千，甚至几度眼圈泛
红，“这5年是我们公司走出国门之初最艰苦的5年，也
是我最受磨砺和成长的5年。”朱频说。

■编者按

不仅要克服这些生
活上的不适，朱频他们
还需要克服内心深处难
以排遣的寂寞。

当时通信不发达，
船上也没有电视，没有
智能手机，瓜达尔港甚
至还没有多少固定电
话，朱频他们和国内的
联系主要靠写信。正常
情况下，写信到国内一
来一去需要一个月，一
旦下雨，周期更长，“有
一次我等一封回信等了
三个月”。

朱频他们是24小时
轮班作业，三组人轮班，
朱频这个组的工作时间
段是：中午12点—下午
4点和凌晨0点—凌晨4
点。船是13天—15天抛
锚检修一次，这对朱频他
们来说是难得的休息机
会，“我们可以上岸买东
西，买船上的物资，也买
生活必需品。”

但 是 2004 年 的

“5·3”汽车炸弹事件之
后，工程项目的安全形
势空前紧张起来，项目
部门口不仅安排了巴方
海军陆战队站岗，他们
出门还需要坐装甲车，

这也导致船上员工上岸
的机会少之又少，“我们
的船仿佛成了一块与世
隔绝的地方”。

上不了岸，朱频他
们便苦中作乐，每天下

班后靠着船舷钓鱼，一
条鱼线装8个鱼钩，以
鱿鱼做诱饵，最多的一
次甚至钓上来 7 条鱼。
钓上来以后大家就大快
朵颐吃一顿。

除 了 生 活 上 的 困
难，朱频说，工作中的
困难也不胜枚举。

瓜达尔港当地的机
械加工能力薄弱，生产
材料供应严重匮乏，更
没有任何船舶修理厂
家，航浚1007轮的维护
基本靠他们自己。

“没有任何外界维修
助力，什么都得靠自
己，于是大家渐渐练就
了不少机械维修的本
领。”朱频在宁波大学学
的是远航专业，但是在

船上不仅学会了电焊，
也学会了气割。

让朱频印象深刻的
是，在一期工程的时
候，瓜达尔港的内外
航道交接处大概有100
米的长度，挖到6米深
的 时 候 一 直 啃 不 下
去，啃了三个月还是纹
丝不动。

援建工作是有工期
的，这顽固的100米让
公司从上到下压力很
大，“一线工作人员压力
更大，公司给我们下了

最后通牒，说如果我们
不行就考虑重新派船。”

之所以会卡壳，主
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
块直径超过10米的大礁
石。怎么办？船长把所
有的业务骨干叫到一
起，希望集思广益，想
出解决方案。

经过讨论，大家决
定因地制宜。他们自行
改造耙齿，进行增压器
的自行保养修理、“中冷
器”改装，并且加大施
工力度。有时遇到设备

故障，为了保障生产，
他们常通宵达旦的加班
抢修。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
力，最终，随着一次很
明显的船震，他们啃下
了这块硬骨头。“船震
说明我们打开了礁石的
突破口，意味着这块大
礁石正在肢解。”朱频
说，这是他们在工作中
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困
难。

记者 王 婧 殷浩
通讯员 钱燕

一块岛礁成了“拦路虎”4

每天只能吃“老三样”

唯一的娱乐是钓鱼2

上航建设公司的船员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与巴方海军陆战队队员合影。
（资料图片）

虽然船上的生活枯
燥无聊，但是最让朱频
难忘的是，通过书信交
流，2006年他遇到了真
爱，现在已经变成了他
的爱人——当时公司的
团委书记姚小姐。

因为工作原因 （朱
频当时担任该船的临时

团支部书记），两个人的
书信和通话交流比较多。
2006年春节前，朱频在
收到姚小姐发来供船员
们使用的物资后，给她回
了个电话，并随口问了一
句，过年是不是跟男朋友
一起回家啊？姚小姐表示
自己还没有男朋友。朱频

就开始通过电话追对方，
他时常去买电话卡与姚
小姐聊天，慢慢地把姚小
姐变成了女朋友。后来，
巴基斯坦电信公司增多
了，手机信号也通了，朱
频就和姚小姐“煲电话
粥”谈跨国恋爱。谈了一
年多不拉手不见面的恋

爱后，随着工期的结束，
2007年朱频回国后就与
姚小姐登记结婚了。

“如今我爱人还保存
着那几百张电话卡，电话
卡见证了我们那段难熬
但是甜蜜而独特的日
子。”说到那段日子，朱频
一脸幸福。

“煲电话粥”成就一段姻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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