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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身引航 做好技术带头人

李磊出生于 1981 年，老家在青岛的他，从
小就和大海亲密接触。潮涨潮落间的神秘，波
涛汹涌时的刺激，让他对大海多了一分向往。
考大学时，他义无反顾选择了航海专业，从黄海
之滨来到闽南侨乡，进入集美大学学习。毕业
后，他进入广州港引航站工作。在南方乘风破
浪的日子里，李磊和妻子相识相知，成立小家，
更能体验到父母的不易，思乡之情悄然爬上心
头。2012 年，李磊回到青岛，进入青岛引航站
工作，在黄海之滨开启崭新的人生航程。

海洋是青岛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港口是

青岛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要地。青岛引航站成
立智能创新引航工作室，着力打造一流高效智
能的引航服务环境。凭借过硬的技术，李磊成
为这个工作室技术创新团队的带头人之一。

作为青岛引航站的技术骨干，李磊有着丰
富的引航实战经验。他曾经参与海上浮式生产
储油卸油装置 P67 装载世界最大半潜船“BO-
KA VANGUARD”的引航任务，该项任务创造
了国内多项无动力船舶装载记录。他参与主持
了高难度作业，独立完成了浮船坞“美国骄傲”
装载“猎鹰”半潜船以及FPSO“流花”的进出坞
作业，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做出积极贡献。

智能创新引航工作室成立后，李磊在完成日
常引航工作之余，放弃休息日，投身到工作室繁忙
的探索、研究、实践中去，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各港区中，前湾港区承
担了十分重要的生产任务。受航道单向通航的
限制，前湾港区船舶周转效率和泊位利用效率
很难进一步提高，港口发展遇到瓶颈。李磊与
工作室同事一起，研发了“套泊热接”作业、“主
航道深水航槽直靠”等技术创新项目，通过技术
突破解放生产力提升港口船舶周转效率，帮助
港航企业降本增效。

所谓“套泊热接”：即通过科学合理、高效紧

凑安排船舶靠离衔接，离港大船离开泊位后，对
接泊位船舶紧随其后进行靠泊，可以将两船的
空泊时间压缩到最短。这一国内首创技术创新
项目落地，有效赋能了青岛港航产业高质量发
展。尤其是疫情期间，由于港口检验检疫的需
要，集装箱靠港时间增加了不确定性，“套泊热
接”作业为保证和提高疫情期间集装箱班轮进
出港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这一创新之举
今年也被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评为优
化营商环境优秀案例。

为国出征《战狼》中的场景曾经历过

2021 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形势下，
李磊奔赴疫情高发国——缅甸，肩负起引领超
大型船舶靠离泊马德岛码头并培养缅甸引航员
的重任。缅甸马德岛港是中缅原油管道项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标
志性项目和中缅经济走廊的先导工程，使中国
与缅甸和整个东盟地区初步实现能源管道的互
联互通。由于缅甸引航员缺乏超大型船舶的引
航经验，青岛引航站主动承担了该项目缅甸引
航员的培训、指导任务，安排骨干引航员以专家
身份赴缅工作。

2021 年 2 月，在马德岛工作的青岛引航员
需要换班。李磊主动请缨，承担起赴缅换班的
艰巨任务。此时，缅甸正面临着疫情和战乱的
双重压力，总统和国务资政等政要被军方扣押，
缅甸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面对如此恶劣的工作
生活环境，李磊毅然前行。2021 年 2 月 21 日，
李磊从青岛出发前往昆明，然后坐上飞往仰光
的航班，开启了为国引航之旅。

从仰光机场前往酒店的路上，李磊经历了
惊心动魄、永生难忘的一幕：一路上到处是关
卡，身穿迷彩服、跨着钢枪的士兵，零散的枪声
不绝于耳……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过桥
时，由于桥两侧被不同的派别把控，双方荷枪实
弹。李磊拿出此前准备好的国旗，和电影《战
狼》中展现的场景那样，安全通过。

“当时也没想到，电影中的场景，现实中真
应验了。”李磊说，正因为这次经历，每批次前往
服务的引航员，出发前都会在行李箱中多放几
面国旗。隔离结束后，李磊通过小飞机、汽车、
民用木质小船等交通工具，历时近一天奔向马
德岛。李磊冒着接近40℃的高温、穿着包裹严
密的防护装备、拖着装满防护装备的沉重行李
到达马德岛时，体能和精力几乎消耗殆尽。

彼时的马德岛，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
淡水、饮食供应非常艰难。一度连续十几天，李
磊的一日三餐都是靠吃面包解决。为了防疫，
李磊和当地引航员一起住在隔离楼，活动范围
限制在楼里，每天三餐的盒饭、二级防护、被引
船和隔离楼两点一线几乎成为李磊工作生活的
全部。

在岛上的工作和生活异常单调和孤独，但

肩负着走出国门、为国逆行的光荣使命，李磊深
知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这里，他代表的不仅
仅是以“青岛引航，航引世界”为品牌理念的青
岛引航站，更代表着中国形象；他不仅是在为缅
甸引航员提供一流的引航技术支持，更是在为

“一带一路”倡议贡献青岛力量、彰显青岛担当。
出国在外，无法照顾家人，这让李磊内心充

满愧疚和思念。“爸爸，你什么时间回来？”每次
跟家人视频，女儿一遍遍地追问，他总会以网络
中断为由把视频电话挂掉，以此来掩盖自己即
将夺眶而出的眼泪。“爸爸，您是在为国家工作
吗？”一次聊天中，女儿兴致勃勃地跟李磊讲起了
一部电视剧——《觉醒年代》，她对里面的角色
如数家珍。“是的女儿，爸爸是!”李磊说，那一刻，
他看到了女儿脸上充溢着的满满自豪和骄傲。

经过102天的艰苦奋战，李磊完成任务，从
缅甸启程顺利回国。

护航安全 创新举措守护港口水域

经过隔离和短暂休整，回到岗位上的李磊
迅速进入工作状况，开启了新的奋斗征程。

海运是国际大宗货物运输的主要渠道，我
国外贸货运量的95%以上通过海运完成。常态
化疫情防控条件下，作为和外籍船舶接触第一
人，如何保证疫情不扩散成了首要任务。2020
年疫情突发时，李磊是第一批专班人员，身穿防
护服，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去年，一线引航员工
作加隔离时间增加到28天，已走上管理岗位的
李磊多次请缨，主动申请到最危险的一线。遇
有春节等节假日，更是将休息机会留给同事。

黄岛油港区是我国最大的原油中转基地，
但该港区没有防波堤，直接受潮流影响，流向多
横流，受岸线和水深的影响，实际潮时和潮汐表
有较大差别，给内贸油船的靠离泊造成极大的
威胁。去年，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与《船
舶引航管理规定》开始施行，法规进一步强调了载
运危险品船舶在港区靠离泊时的安全措施。新
规施行后，如何保障黄岛油港区内贸油船安全及
时靠离、做好能源保供工作成为青岛引航站面对
的重要课题。针对黄岛油港区的内贸船舶安全，
青岛引航站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服务面对
面 安全送上船”的活动，要求引航员24小时常驻
黄岛油港区，第一时间为船方和码头提供技术和
咨询服务，保障船舶“随完随开 随到随靠”。李
磊跟安技科同事一起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活动启动后 1 个多月时间里，围绕黄岛油
港区的潮流特点，李磊通过线上讲座和现场解
答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港区安全保障能力、船
舶自引能力以及码头周转效率，得到了海事部
门、港航企业的一致好评。“对码头和船舶公司
来说，我们引航员能做的就是精益求精，努力创
新，持续优化引航服务和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城
市发展战略。”李磊说。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引航员李磊为国引航
让每一艘巨轮安全进出港
服务“一带一路”项目时 他曾经历过电影《战狼》中手擎国旗通过战场的情景

工作中，他是技术创新的带头
人；生活上，他辗转三地为国引航；
内心里，他无惧挑战勇于逆行……
作为“船长中的船长”“水上国门形
象第一人”，青岛引航站高级引航员
李磊，毕业后曾在广州港引航站工
作。来青工作十年，他凭借过硬的
技术和无畏胆识，荣获了山东海洋
强省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2021年
山东省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青
岛市第二届“新时代最美劳动者”、
青岛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先进个人
等多项省市荣誉。其中，让他印象
最为深刻的，是远赴缅甸，服务“一
带一路”项目为国引航的经历，他经
历战火硝烟，体验电影《战狼》中手
擎国旗的场景，在人生旅程中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磊远赴国外为国引航。

引航员李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