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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郭文标，生于1967年，温岭市石塘

海上平安民间救助站站长，无党派人
士，浙江省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人
大代表，台州市第五届政协常委，温岭
市第十五届政协常委。15岁起参与海上
救助，2008年成立全国首家海上民间救
助站，并组建救助队开展海上义务救
助，先后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见义
勇为模范、中华慈善奖、国际海事组织
颁发的“海上特别勇敢奖”等荣誉。

本报记者颜 静

他是一个普通渔民，个头不高，肤
色古铜，却是远近闻名的“海上守护
神”，无偿奔波在救援一线，救人数量
创吉尼斯纪录；

他是一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
人朴实随和，只有初中学历，却乐于替
渔民发声、排忧解难，争取实实在在的
权益；

他是一位造梦者，四十年来，从一
个人到一群人，海上救助几乎占据他
生活的全部，苦难和荣誉面前他未曾
动摇，只为坚守“让每一位和我一样的
渔民，都能平安回家”的初心。

他是郭文标，人们口中的“平安水鬼”。

小试牛刀
1967年11月，郭文标出生在温岭

市石塘镇小沙头村，祖父和父亲都靠
摆渡为生。他自小光着身子在水里扑
腾，水性不错。

12岁时，郭文标目睹了海的无情
与残暴。那是一个清晨，台风登陆，浪
涛汹涌，他和父亲站在半山腰的家门
口，远远看到一条渔船在进港途中被
巨浪掀翻，六七个渔民抱着桅杆在海
里挣扎。

“一顶顶白色安全帽，漂浮在海面
上，越来越小。”父亲不会游泳，家里也
没有抗大风浪的机动船，两人眼睁睁
看着那些白点被吞没，束手无策。这一
幕烙印在郭文标的记忆深处。“后来听
说，那几个渔民全部遇难，有的连尸首
也没捞上来。”他暗想，“等我长大了，
一定去救人。”

15岁那年，郭文标在渔港救了一
位落水的老渔民。次日，老渔民的老伴
送来重礼——8斤长寿面。“救人好，
文标给家里长脸了。”父亲的夸奖和乡
亲的赞许使他大受鼓舞。这个身高不
过一米四，成日淘气、闯祸，时常惹得
村里人嫌的孩子突然有了目标，自此
整天泡在海里，苦练救人本领。

那时，他的潜水功夫已显露：扎入
海里20多米深，5分钟不换气，在水下
还能扛着 100多斤重的铁锚行走。邻
里送他绰号“水鬼”。接锚绳、堵船洞、
清理螺旋桨……他乐于为乡亲们排忧
解难，在当地小有名气。

1985年 9月，郭文标开着自家新
造的木制机动船，在大海中救下一
船人。那日凌晨，一艘福建运煤船在
驶往石塘的途中，突遇狂风暴雨，雷
电交加，船触礁沉了，船员们连滚带
爬上了桅杆高声呼救。夜色中，边防
派出所警察到郭家求助。睡眼惺忪
的郭文标顾不得穿衣服，冲到海边
跳进水里游至渔港，再开船赶到出
事地点，把挂在桅杆上的 9个渔民一
个个解救下来。

父子俩将这些渔民带回家换衣
服，劈柴生火，烧热水为他们驱寒，做
热饭给他们吃。几天后，那些船员背来
几百公斤煤炭。他们不知道如何报答
救命之恩，见郭家穷得连煤都买不起，
便送来些煤炭。这些煤在炉子里燃烧，
温暖了18岁少年的心。

梦的启航
在温岭一带海域，“平安水鬼”郭

文标的名字几乎与“110”齐名。渔民身

处险境时，只要拨通他的电话，郭文标
总会第一时间向他们伸出援手。甚至
山东、福建等地渔民在附近海域遇到
麻烦，也会给他来电。

多年救援经验，在郭文标心中
绘就一幅详细的海图，只要求救者
报出经纬度，就知道那里的水流情
况、有哪些暗礁险滩。他养成习惯，
睡觉不盖被子盖衣服，手机放在床
头，接到求救电话，披上衣服就起
身。从 15 岁第一次救人起，他四十
年如一日守护着这片海域，不计得
失，不图回报，不顾个人安危，一次
次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

2000年，他深夜开着小船驶入群
礁缝隙之中，将海水已经漫上胸口的
11个人全部救回；2003年，他从常人
绝不敢涉足的凶险石板门航道中，将
17名船员和遇险船只拖回；2005年，
他在12级台风“麦莎”的正面袭击下，
从巨浪滔天的乌嘴门坑救得4位原本
被人认为必死无疑的渔民……

凭着超强的水性、过人的胆识和
永不言弃的精神，这样的奇迹在郭文
标的救援经历中屡见不鲜。但个人力
量总是单薄的，郭文标意识到，应该动
员所有渔民互帮互助，再建一个民间
海上救助站，以及一支相对专业的海
上救助队。

2008年，他贷款数百万元建造了
长 41.5 米的“浙岭渔 22528”号救助
船，并自费购买营救设备，建立全国首
家海上民间救助站——温岭市石塘海
上平安民间救助站，召集亲友组建救
助队，海上义务救助的梦想启航。

救助站目前有救助人员 22 人，
配备 6 艘救助船只，队员们常年 24
小时待命，有紧急情况随时出动。除
了储备救援物资，这里还可以暂时
安顿被救上岸的渔民，为他们提供
食宿和衣物；也能为前来救援的医
生提供基础的医疗设备，更好地争
取救治时间。

救助站的运转需要大量资金，政
府补贴有限，为此郭文标在海边开办
了渔家乐、渔业观光等项目赚取经费，
竭力守护着他的“海上救助梦”。

救助站成立以来，郭文标团队几
乎参与了当地所有重大海上搜救行
动，共参与海上搜救行动493起，成功
救助船舶470艘、遇险人员1650人，累
计救助时长4400小时。

高危行当
惊涛骇浪中，郭文标不仅救助活

人，也从不放弃已经遇难的人。
石塘的老渔民称海上浮尸为“元

宝”，“捡元宝”就是在海里捞遗体，大
多数人觉得“晦气”，郭文标不曾避讳。

“做人要对得起良心，见了遗体就得
捞，‘元宝回岸’逝者安息，对人家家里
也有交代。”年少时，祖父这番教导他
一直记着。有时出于恐惧或忌讳，渔民
们不想自己带“元宝”回岸，知道他心
善，就打电话请他帮忙，他从不推辞。

“捡元宝”并不省心，因为渔民们
忌讳，他不能走正常的码头，只能绕路
到废弃码头，花高价雇人抬。多数时
候，遗体没人认领，他得自掏腰包安葬
他们。好在，郭文标不是孤军奋战，他
的妻子庄文华虽没少为他的无私担
心、抱怨，却一直用行动默默支持他。
每次郭文标找不到逝者家属，她都会
特意买一床薄薄的被子，将遗体裹好，
送最后一程。

海上救助是高危行当。尽管大海
对这位侠肝义胆的“水鬼”多加偏爱，
但岸上的人对他并不宽容。他的名气
大了，各种流言、嘲讽、戏弄、辱骂随之
而来，甚至有船员家属为宣泄情绪对
他大打出手。

事后，村民们听说了事件经过，要
找遇难者家属“评理”，被病床上的郭
文标阻止了。他说：“一个家庭失去了
顶梁柱，悲痛和绝望让他们失去冷静，
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以德报怨的态度
感动了对方，主动到医院向他道歉。

造梦路上难免有误解和委屈，郭文
标生过气、流过泪，但从未想过停止自
己的事业。所幸，他的同行者越来越多：
从儿子郭靖、侄子郭明亮和郭明玉等一
众亲属，到曾受他救助的叶灵燕，再到
已跟着他学技半年，27岁的徒弟梁旗。

近年来，实现跨海域就近救助后，
郭文标的海上救助区域范围辐射半径
扩大到400海里的海域，北到济州岛、
东到钓鱼岛、南到台湾海峡。他还与温
岭市第四人民医院“海上飞虎队”结
对，共同为海上救助服务。

乡贤品德润四邻，在郭文标的感召
下，台湾宜兰县成立了义勇海上救难协
会，并与温岭市签订两岸首份民间救助
合作协议，两地救援机构通过开展应急
救助实况模拟演练，积累联合救援实战

经验，共同提高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有求必应
四十年坚守，郭文标不断赢得社

会各界的敬重与拥戴。乡亲们遇到各
种困难总是先来求助他，他有求必应。

大约10年前，一施工单位将3万多
吨废弃石料随意倾倒在通往石塘避风
港的跨海大桥下，渔船进出的必经之路
受阻，严重影响渔民作业。一时间，大家
一筹莫展，纷纷找“水鬼”想办法。

“人家有困难想到你，那是信任，要
对得起他们的嘱托。”找不到人解决，郭
文标只得自己动手，为取得施工资格，他
专门注册了一家航道疏浚工程公司，花
468万元购置了一条工程船，工人们用
时两个月，才将桥下积淤全部清理畅通。

“全过程耗时近一年，工程船后来卖回
262万元，算上人工费，还亏了200多万
元。”即便如此，能为乡亲们办实事并得
到认可，他感到高兴。

成为省人大代表、台州市政协常委
后，郭文标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和救
人时的满腔热忱一样，他为百姓办事的
心未曾改变。他提出的提案与建议，大
多关乎渔民切身利益，“我是渔民中的
代表、委员，当然要先为渔民说话。”

长期以来，渔民的养老保障体系
几乎是空白，基层群众对渔民养老保
险问题呼声强烈，在省十二届人大一
次会议期间，郭文标提出建议，从制度
上解决渔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引起政
府对渔民养老问题的高度重视。2017
年，《温岭市传统海洋捕捞渔民养老保
障实施意见》出台。如今，当地参保渔
民每月都能领到养老金。

多年来，郭文标花大量时间四处
走访调研，围绕渔区建设、渔业发展等
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加强海上救助
力量、渔区子女入学、近海海洋环境保
护等与渔民生计息息相关的提案建
议，大部分已得到落实。

2020年 9月，台州海上平安政协
委员会客厅落户海上平安民间救助
站。这是全省鲜有、直接建立在基层
的，且由渔民们共同担任牵头委员的
会客厅。成立以来，已围绕“海上安全
知识培训”“加强异地挂靠渔船安全管
理”“完善海上救助体系”等主题开展
多场座谈会。作为负责人，郭文标希望
借助这个平台加强沟通、收集民情，多
为渔民办实事。

郭文标郭文标：：““平安水鬼平安水鬼””的海上救助梦的海上救助梦
·台州最美乡贤““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郭文标近照郭文标近照。。（（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胡逸年

10月16日，仙居生物多样性博物
馆内游客有序参观，大家在家门口感
受本土生物资源之丰富。

藏于深山的山水精灵们得以显
现，人与自然的安宁和谐得以维系，离
不开仙居县对绿色化发展理念的坚

守，也离不开吴新洪等众多“生灵守护
者”在仙居山地林野不断奔走……

与生灵为邻
仙居的山水，孕育了多种多样的

动植物，如何保护好逐渐成为共识。
2018年12月，仙居县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应运而生。生于农村，从小就对

各种生物怀抱亲近之意的吴新洪，成
了协会的首批成员。从此之后，穿一双
厚底胶鞋，背一个老旧背包，带上手
机，成了他行走山林的日常样貌。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验与专
业知识不是很够，也有过失败的经
历。”吴新洪说。如同所有新生的事
物，吴新洪和他的志愿者伙伴很快就
迎来了救治野生动物的第一道坎。

彼时，一只负伤的年幼黄麂闯入了
一处在建工地。接到林业部门流转的信
息后，吴新洪等人连夜赶往现场。这是
吴新洪他们第一次救助中型哺乳类动
物。将其带回救助站后，如何安置，该怎
么投喂，怎么判断是否可以放生等诸多
问题，不断出现在吴新洪脑中。

最终，因一场突发恶疾，这只黄
麂没能走回属于它的山林，这成了吴
新洪内心深处的一道阴影。

吴新洪选择加倍努力学习。在此
后的时间里，他在全县各地巡山，寻觅
野外生灵痕迹，探查非法偷猎线索，每
年都踏破数双胶鞋。他还坚持不懈地
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志愿服务动态，
向公众展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现在，当讲起如何避免二次伤
害，该怎么照料、放生这些救助回来

的野生动物的知识和技巧时，吴新洪
如数家珍，眉宇间充满信心。曾经 30
至 50 只的年均救助数量，在 2021 年
达到了 209只——协会成立后短短 5
年时间，他们已救助了穿山甲等国家
重点一级保护动物 6 只，松雀鹰、游
隼、红隼等国家重点二级保护动物
207只，累计救助野生动物480余只。

与法规为伴
仙居声名在外的优秀生态，吸引

了大批心向自然的游客、驴友，也招
来了一些投机取巧的偷猎者。在一些
偏远的山麓，曾不时有人遛鸟、逗鸟、
买鸟、卖鸟。

为守住这份自由的啼鸣，吴新洪
从附近村民处租来一块菜地，扮成菜
农模样，监视偷猎者的一举一动。

吴新洪获取大量有效证据后，联系
了当地林业执法队和公安机关。执法部
门重拳出击，偷猎者终受法律制裁。

吴新洪等人要面对的，除了狡猾
的偷猎者，还有群众的不理解。

“在接收野生动物时，很多人其
实不怎么理解我们。”吴新洪说，“经
常有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哎呀，
这些野生动物你们带回去，不会自己

吃了吧’。”
这让吴新洪认识到，救助野生动

物，更重要的是要向群众普及野生动
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和知识，宣传守护
生态环境的好处。

为此，吴新洪和协会成员积极推
动保护、禁食野生动物写入村规民约，
鼓励村民检举揭发相关违法行为。如
今，相约共同守护山野精灵的语句，已
悄然挂上淡竹村墙头，更有数量众多
的捕兽夹被村民在山中觅得，或从家
中翻找出来，送往协会处置。

与生灵为友
人与野生动物是共处，还是相

争，往往界线不甚明了。
在生存的驱使下，一个栖于淡竹

乡森林保护区的猕猴族群，总会在冬
末春初下山前往淡竹村的田地挖番
薯、抢玉米。猴群寻食过后，田地一片
狼藉。村民们看着辛苦耕作的成果被
洗劫一空，选择点燃爆竹驱赶，但收
效甚微。

知晓情况后，吴新洪和协会志愿
者立刻展开了行动。“我们一方面成
立了红色护猴队，跟村民们讲道理，
让这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受伤
害。”吴新洪介绍，“另一方面我们也
和村里沟通，一起宣传猕猴进村，把
它们打造成村子发展旅游的一个新
亮点，让更多的游客前来观猴，帮助

村民增收。”
于是，淡竹村开始尝试接纳这批

不速之客。而在吴新洪等人的宣传推
动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此地参观
人猴和平共处的景象，带动村民通过
售卖农产品、出租民宿等增收致富。

“猴敌人”，变成了“猴朋友”。这
得益于吴新洪等人的及时介入，更得
益于找到了保护村民权益和守护野
生动物的交汇点。

但不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能像
猕猴一样有挖掘文旅价值的空间，也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位于旅游热点地
区。像野猪，常于黄昏夜间出没，三五
成群到田地里肆虐。

“稻草人、铃铛、鞭炮都用过，但
这些野猪就是赶不走，又打不了。”在
2021年开展的一次实地调查中，吴新
洪听到最多的就是近山农户们对野
猪的无可奈何。

在几番走访调查后，吴新洪他
们终于找到了出路。2021 年 3 月 29
日，在仙居县人大常委会和县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的不断推动下，该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公司签订
了《仙居县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
保险协议》。通过政府投保，商业保
险公司理赔，有效减少群众损失。
目前，该保险的首例赔案已进入立
案阶段。

吴新洪：在山林守护家乡生灵

本报记者陈玲玲 本报通讯员岩加兴

“马上要迎来结婚10周年纪念日
了，要不是金老师，我们的小家早没
了。”说起金老师，家住三门县的吴刚
（化名）语气里充满感激。四年前，因各
种原因，其妻子执意离婚，在金老师长
达一年的不懈调解下，妻子才打消念
头，如今一家三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吴刚口中的金老师，是三门县教
育局退休干部金湘华。今年66岁的金
湘华，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婚姻家庭
辅导“金牌导师”，自 2017年 11月起，
为1300多人次开展辅导服务，挽救了
一批濒临破裂的婚姻家庭。

2017年前，金湘华根本没想过自
己会从事婚姻家庭辅导并乐此不疲。

此前，金湘华在教育领域躬耕 30年，
先后担任三门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职教科长、工会副主席等职，于 2017
年6月退休。

“因为我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资格证，民政部门希望我能积极参
与。我想着，既能帮助别人正确处理好
家庭婚姻，也能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
就答应试试看。”金湘华回忆说。当年
9月，三门县民政局成立了全省第一
家县级婚姻家庭协会，金湘华当选副
会长并主持日常工作。

2017年11月，三门县婚姻家庭协
会开设婚姻家庭辅导室，金湘华当仁
不让成了“辅导员”，从此，退休生活被
各种辅导服务工作填满。

翻开金湘华的手机通讯录，不少

是接受过他服务的群众。其中，联系最
频繁的当属吴刚。

2018年初，吴刚妻子提出离婚，
理由是吴刚赌博、借高利贷、婆媳
矛盾等。解铃还须系铃人，金湘华
明白，这段婚姻要想挽回，吴刚的
表现是关键。金湘华帮助吴刚认识
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收获了吴刚
的信任。两人加为微信好友后，一
年里，200 多次微信或电话联系，终
于换来了吴刚的“浪子回头”和其
家庭的“甜蜜如初”。

小何夫妻经营着一家超市，收入
不错，育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很温
馨。7年前，男方开始沉迷赌博，一度负
债上百万元，期间，写过3份戒赌保证
书，均没有成功。女方心灰意冷，决意

离婚。但家人不支持他们离婚，认为他
们感情尚存，其中一个孩子还只有6个
月。2019年5月，家人找到了金湘华。

“离婚的焦点主要是男方屡戒屡
赌，给妻子造成了创伤；但男方有戒
赌的主观意向，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
的，只要女方再给他机会，和好的可
能性很大。”金湘华分析。于是，他与
小何一家分享戒赌成功案例，传授戒
赌方法，最终帮助他成功戒赌，家庭
婚姻得以维系。

近5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
“每挽救回一段婚姻，每帮助到一个家
庭，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自豪。”金湘华
笑着说。

如今，金湘华还担任团省委“亲青
帮”平台专家团成员、浙江省婚姻家庭

辅导平台心理咨询师等，仍孜孜不倦
地践行着为家庭疗伤、让婚姻续航的
初心使命。

对此，三门县慈善总会副会长、
三门县婚姻家庭协会会长郭晓明评

价：“金老师做了大量的婚姻调适、
离婚调解和婚前辅导等工作，挽救
了很多破碎的家庭，有效促进了家
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好评。”

为1300多人次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金湘华：为家庭疗伤 让婚姻续航

吴新洪吴新洪（（中中））放生野生动物放生野生动物。。（（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金湘华工作近照金湘华工作近照。。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岩加兴岩加兴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