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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组部、中宣部公示32名“最美公务员”人选，来自宁波象山海洋
与渔业执法队下属的中国渔政33205船大副孙成方作为“浙江唯一”上榜。
那么，孙成方从事的究竟是怎样的工作，为何能获此殊荣呢？

全国“最美公务员”公示

象山渔政船大副孙成方是“浙江唯一”

今年3月14日，朱仁泰的亲
哥哥去世了。但就在同一天一
早，有人来求助他们去料理后
事。朱仁泰强忍着悲痛，先去帮
助了求助者，然后才为亲哥哥洗
澡更衣。

那两天，朱仁泰很忙，忙得
都没有时间伤心。“第三天，要分
别送去殡仪馆的时候，我和妻子
决定分开行动。”朱仁泰说，“对逝
者，我们一视同仁。亲哥哥和外
人的后事我们都是一样操作的。”

这两年，朱仁泰越来越忙。
去年，他和团队共为40多位逝者

办理了后事。今年到现在已经
有30多名家属上门求助。

“我也没什么本事，既然大
家需要这个服务，我肯定要做到
自己干不动为止。”朱仁泰说，哪
怕能帮助家属省一点钱，他做的
事就有意义，他自己做起来也更
有干劲。

“我有时候会问他，你不害
怕吗？朱师傅经常会对我说，他
是退伍老兵，还是一名党员，怎
么会怕这些。”社区党委书记陈
赛花说。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王江宁

在海上纵横千里，徒弟都称孙
成方为“永远的神”，他上了岸却是

“寸步难移”。
孙成方和妻子东亚芳结婚 29

年，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妻子操持。
“他是不能出石浦的。”东亚芳打趣
道，节假日，她根本不敢奢望出去旅
游，就连春节去30公里外的县城姐
姐家，他都是坐片刻就走，就怕队里
有突发事件赶不上。“陪船的时间比
陪我还多，2020年大年三十晚上就
是这样，还没吃完团圆饭，就接到命
令赶回队里，连续 5 天 24 小时值
班。”

天天在海上，家里便顾不上。
孙成方眼眶微湿：“我没有尽到一个
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愧对他们。”

面对丈夫的愧疚，东亚芳坦言
习惯了，更多的只是担心和心疼。

“海上执法危险系数高，好几次
回来都身上带伤，看得我心惊肉
跳。”东亚芳说，长期在海浪中颠簸，
孙成方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
病，至今已经10余年，最严重时几乎
无法站立。

虽然孙成方不善言谈，但他会
在妻子心情不好时，默默地烧好饭、
拖好地，也会在节日、妻儿的生日
时，发个红包，这些都让妻子东亚芳
备感温暖：“他的性格比较内敛，不
会表达，但我和儿子都知道，他是爱
我们的，这就够了。”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陈佳雯 张芳芳 陈光曙

抢救生命，与时间和风浪搏击

孙成方今年58岁，自1981年参
加渔政海上执法工作以来，经历过炊
事员、水手、水手长、二副等多岗位锻
炼。2005年，他出任中国渔政33205
船大副，迄今已累计航行超过3万小
时，是象山县40年来唯一一直奋战在
渔政海上执法第一线的“先锋”。

“外海有渔船漏水，渔民受伤，
情况危急，请中国渔政33205船立
刻前往救援……”

这样的呼叫孙成方已经听过无
数遍了，每一次他都是打起十二分
精神。

2020年9月17日凌晨，孙成方

接到信息中心指令，有渔船触礁搁
浅，船身已经倾斜，情况紧急。他果
断下放橡皮小艇火速赶往事发海
域，经过6个小时的救援，12名渔民
和搁浅渔船都安全转移。孙成方和
同事们回到石浦港，原以为可以休
整一番，没想到又接到一起警情：两
艘渔船碰撞，船体进水……他们再
一次起航实施救援，最终9名渔民和
事故渔船都得以脱险。

据了解，担任大副至今，孙成方
救助拖带遇险渔船615艘，救起遇险
渔民481人，挽回经济损失超3800
万元。

驭海护海，他是无私无畏的守护者

象山渔政人都知道，在多艘渔
政执法船中，33205船尤其不好干：
巡航时间长、海区间距大、应急任务
多、危险系数高。这就要求执法人
员既要日夜颠倒、时刻待命，还要顶
得住风浪、耐得住寂寞。尤其对掌
舵的大副来说，要有高超的驾驶技
术、丰富的航行经验来驾驭这片海。

在徒弟顾理可的印象中，每一
次大风大浪里对违规渔船开展执法
行动，危急时刻几乎都是孙成方挺
身而出，驾驶橡皮小艇进行追捕。

有一次凌晨，顾理可跟随师父
一起追捕一艘偷捕渔船。为了不被
对方发现，在距离偷捕渔船10海里

外，孙成方决定驾驶橡皮小艇打对
方一个措手不及。“小艇速度快，转
弯时半径小，比较灵活机动，但是没
有雷达。”顾理可说，没有雷达就意
味着无法准确找到偷捕渔船的位
置。正心生担心时，他看到孙成方
一边观察海况和水流，一边比划着
雷达图，几分钟后，便“胸中有图”，
果断驾驶小艇出发。孙成方凭借丰
富的航行经验，准确“人工定位”偷
捕渔船，将其查获。

孙成方的勇敢无畏令偷捕者胆
寒，但他这么做，心里只藏着一个朴
素的道理：“今天不吃子孙鱼，明天
子孙有鱼吃。”

“寸步难移”里，有他对妻儿默默的爱

让逝者体面地走
3年多来，退伍老兵义务帮忙料理后事

10月24日，海曙区白云街道安丰社区73岁的志愿者朱仁
泰又来到社区的老年食堂帮忙。他曾是这里的负责人，为社
区老年居民提供方便的早中晚餐。而现在，已经从这里“离
职”的朱仁泰更忙了。

“每当社区周边有人去世，家属就会来找我们。我的主要
工作是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为逝者洗澡更衣，让他能体面地
走。”朱仁泰说，今年以来，他已经为30多位逝者办理后事。“虽
然外面也能请到丧事一条龙服务，但相对来说，我们更懂家属
的心，也能为家属省下这笔不小的费用。”

33岁那年为老年租客办后事

在朱仁泰的眼中，死不是件
可怕的事情。“我当过兵，差点还
上了战场。所以，对于逝者，我
一点都不害怕。”朱仁泰说，其实
他第一次为逝者办理后事，还是
他33岁的时候。

那些年，有一对老夫妻暂住
在他们家的一间房子里。“我们
买下了那间房子，但原来的房东
已经把房子租给了那对老年夫
妻，而且一直要租到老夫妻过
世。”朱仁泰的身体很好，所以经
常去帮助夫妻俩。“那时候没有
自来水，我就一周给他们挑两担
水。反正也要给自己家挑的。”

3年后，老夫妻中的丈夫生
病了。“去世前一天，丈夫突然要
吃白木耳。第二天一早我就去
买来，炖了6个小时。”丈夫听说

白木耳到了，回光返照似地从床
头坐起。“呼呼”很快吃下，5分钟
后，他就去世了。

“考虑到老太太年纪大了，身
体也不好，女儿又已经嫁人，更是
为了省钱，我就主动提出帮丈夫
洗澡、换衣服。”这些看起来很忌
讳的事情，但从朱仁泰嘴里说出
来，好像又显得非常自然、正常。

这也是朱仁泰第一次为逝
者服务。“因为逝者几乎僵硬了，
洗澡很费力，脱衣穿衣就更麻
烦。”在换好衣服后，朱仁泰还仔
细给逝者整了整容貌。

朱仁泰说，入殓、送到船上，
再划船送到山下，最后一直送到
山上墓地。“我全程陪同出力，而
且我也不迷信，这么年轻就为老
人抬了棺材。”

前年春节5天为两户求助者帮忙

3年前，朱仁泰的妻子参加了
一个互助团队，团队成员的亲戚朋
友家有人去世的话，大家都会相约
帮忙。“有一次，妻子的团队缺少帮
逝者洗澡更衣的志愿者。妻子回
来跟我一说，我就同意了。”

在这个团队里，朱仁泰做得
最多的工作，就是给逝者洗澡更
衣。同时，也要帮助其他成员，
一起入殓、去殡仪馆、出殡。朱
仁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几乎一
个春节长假都在外面和逝者打
交道。

前年正月初一一大早，他就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一个求助
者的丈母娘过世了，请他和妻子
早点过去帮忙。“那年，我们在堂

兄弟家吃完中饭，就匆匆过去
了。”现场，已经有20多名志愿者
在帮忙了。

忙到第二天，突然又接到电
话，又有人来求助了。这样，夫
妻俩初三又去另外一户求助者
那里帮忙。“一直忙到初五，我们
才回家。在这5天里，志愿者困
了就到灵堂旁边的房间里打个
盹，甚至连吃的食物都是自己准
备的。”用朱仁泰的话说，就是不
要给家属带去麻烦。

虽然身体很疲惫，天气也很
冷，但听到家属含泪说出一句

“谢谢”的时候，朱仁泰就很满足
了，好像疲劳也一下子没了，身
体也热了许多。

“肯定要做到自己干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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