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笔从戎”奔向深蓝

从一名醉心科研的大学生，到远赴南
沙历经重重磨炼的老兵，李文波以半生无
悔奉献，践行着踏出校门时的人生抉择。
李文波选择“投笔从戎”，源于儿时便深深
埋在心中的军旅梦，“我从小就对军人特别
崇拜，成为一名军人一直是我的梦想。小
时候看了很多军旅战斗片，那些英雄为国
奋斗的故事深入脑海。大学毕业的时候，
刚好听到部队征兵的消息，就征求家人的
意见，他们非常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的3
个志愿全填了部队的去向。母校得知后也
很支持，为我积极联系打听入伍事宜。”

为了参军，李文波放弃了去国家机关
工作的机会。1985 年 8 月，与家人和母校
告别后，他整好行装，正式踏上了自己与蔚
蓝海洋难舍难分的军旅之路。李文波成了
一名海军，被分配到东海舰队某海测船大
队，负责海洋调查工作。

主动请缨远赴南沙

1988 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
我国在南沙建成了第 74 号海洋气象观测
站——永暑礁海洋气象观测站。1991年，
李文波所在的部队接到通知，需要选调两
名懂气象的干部，到新组建的南沙守备部
队工作，李文波挺身而出，主动向组织递交
申请书。

部队领导找李文波谈话时告知他，“南
沙工作条件艰苦，你要有心理准备。”李文
波斩钉截铁地答道：“当军人就意味着牺

牲，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实现人生的价
值。”这句话不仅承载着他的决心，更是他
此后33年来的信条。

初到南沙，李文波与战友们在浪打日
晒、犬牙交错的珊瑚礁上夜以继日地奋
战。数月后，南沙开发建设的第一手测量
资料从他们手中诞生。

一砖一瓦筑起海上家园

1992年9月，李文波第一次登上南沙永
暑礁，当时的孤礁周边宛如一片“蓝色荒漠”，
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将这里包围，礁上寸草
不生，陪伴士兵们的只有猎猎风声与涛声。

“永暑礁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就住在
老礁堡，每次守礁长达几个月，淡水和蔬
菜、食品仅靠大陆补给。”面对如此艰苦的
环境，李文波一行人并未气馁，而是拿出

“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从无到有搭
建起一个海上家园。再苦再累，他也只是
一笑而过：“我们不能等条件好了再奋斗，
应当靠不懈奋斗让这里的生活同样精彩。”

李文波回忆，起初在礁上最主要的食
物是罐头，补给的蔬菜仅能撑过半个月。
他和战友们垦地种菜，在岛上建起了“三
防”菜地。除此之外，用水情况也十分紧
张，“南沙一带一月到五月是旱季，六月到
十二月是雨季。旱季基本不下雨，最困难
的时候一桶淡水要坚持用上三四天。”

由于各类设施不完善，李文波还要参
与礁上设施建设工作，扛水泥、搬器材、搭
砖头……没有大型机械，战士们便顶着炎
炎烈日，凭借自己的双手，从一砖一瓦开始
建起水池、仓库、新房等设施，还在南沙建

起了第一套地面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以及
南沙第一个大气波导站，创造了南沙水文
气象事业的十多个第一。

与世隔绝的礁上没有手机、电话，仅能
靠每隔几个月换班接送船传递书信和家人
联系，“我们安装了‘卫星锅’，想家的时候，
大家就挤在一起看唯一一台电视机，希望
能从电视上看到远方家乡的画面，缓解思
乡之情。”回首往事，这些与战友并肩奋斗
的时光，在李文波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历经两年编写出指导教材

“最早在南沙只有一个海洋观测站，就
是永暑礁观测站，我们主要是进行水文气
象观测和气象保障任务。水文观测主要是
海浪、潮汐的观测，气象观测包括风速、风
向、气温、气压、相对湿度等，加起来有20多
项。”李文波告诉记者，建站之初，为了让气
象报表数据精确无误、字迹工整，自己便买
回一台旧电脑，最终设计出了南沙第一套水
文气象月报表程序，让制表工作更为便捷准
确、事半功倍。后来，李文波发现观测站缺
少一本专业指导教材，便把所有空余的时间
都扑在编写教材中，埋头于厚厚的专业书籍
里，趁下礁时去有关科研院所查阅资料、请
教专家。经过两年的日夜钻研，他终于编写
出南沙第一本《海洋水文气象观测教材》。

33年来，李文波带领海洋气象分队官
兵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军内外气象部门
提供了一千多万组水文气象数据，受到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评价和称赞。李文
波介绍，水文气象观测工作事关部队舰艇
以及来往商船的安全，不仅要高强度工作，

更需要严格把控精确度，为各方判断做决定
提供可靠的信息，同时也是一项危机重重的
任务。“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要每隔两
小时观测一次，每隔三个小时向上级气象部
门汇报一次观测结果。有的时候南沙天气
恶劣，就要加密观测频率，晚上不睡觉值班
保证一切平稳运行。即便遇到十几级台风，
观测活动也不能停止，要顶着大风大浪到海
面进行观测。”李文波说。

迎着台风测量水文气象数据

李文波坦言，在一次次取得突破与荣誉
的背后，自己也曾彷徨过，自己坚守南沙的
信念和对水文气象事业的热爱，历经了岁月
的洗礼沉淀。起初，在远离祖国大陆的沧海
孤礁上，李文波日复一日重复着高强度的测
量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的孤寂也时不时催
动着心中紧绷的那根弦。这位满怀一腔热
血的青年，曾一度不敢望向那一望无际的大
海——他怕自己找不到方向，更怕自己打起
退堂鼓，辜负立下誓言的自己。

然而，就在李文波迷茫之际，一场台风
“吹”来了转机。李文波永远记得那天，一场
猛烈的台风席卷而来，奔涌的浪头从天边一
直嘶吼到了眼前，撞击在礁盘上溅起了十来
米高的浪花，地面仿佛都在跟着颤抖。在大
自然面前，巴掌大的岛礁就像海中浮萍般显
得格外渺小。李文波此前从未见过如此大
的风浪，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测量水文气象
数据，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外面那么危险，即
使缺失几组数据也情有可原，上级应该会理
解。”李文波本以为可以休息几天，然而这时
他注意到，台长谈新成直接披上了雨衣，自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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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波，山东平度人，1985年7月毕业于中国
海洋大学物理海洋专业，1985年8月入伍，1988年
3月入党，技术5级，专业技术大校军衔。30多年
来，李文波多次赴南沙执行海洋气象观测和守礁
任务，创造了守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等多
项纪录，累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军
内外气象部门提供水文气象数据上
千万组，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高度评价和赞扬。1996年9
月，他被表彰为全军先进气象
工作者；2011年，被海军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2012 年，被评
为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全
军优秀基层干部，并被国家海洋局评
为“2011年度海洋人物”；2013年8月，荣立一等
功；2019年4月，被海军表彰为人民海军70周年
突出贡献个人。

在南海的碧波万顷中，有这样一位“守礁人”，他
如同一块坚韧不拔的礁石，任凭岁月流转、风吹浪打，
始终屹立不倒。他就是南沙某守备部队高级工程师
李文波，“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他军
旅生涯的生动写照。7月14日，这位平度籍老兵迎来
了独属于他一个人的退役仪式，为33年的坚守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泪水与海风交织，是离别的不舍，更
是对这片深蓝深沉的爱。

人物档案

自地往身上绑着安全绳，准备冒着狂风暴雨迎难而上。
那时的李文波不理解台长为何要如此冒险，甚至将

生死置之度外，不禁问道：“台长，一份气象数据犯得着这
么拼命吗？”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台长的一番话，宛如“一
语惊醒梦中人”，为李文波驱散了未来之路上的重重迷
雾，让他从此更加坚定了自己所选择的这条守礁之路。

听到李文波的问题，谈新成停下手中动作，语气
严肃地答道：“在我们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建立之前，南
沙海区重大沉船事故时有发生，几乎每次事故都与气
象和海况有关。我们的职责不仅是测量上报一些冰
冷的数据，肩上扛着的更是无数在海上漂泊的人们的
生命。”

“是啊！这份工作并不仅仅是提供观测数据那么简
单，看似轻飘飘的几页汇报，背后承载着生命的分量！”台长
的话语触动了李文波内心最为柔软的角落，他不再犹豫，也
当即披上雨衣，系上安全绳，与台长一同冲入了雨中。

“越是恶劣的天气，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就越有价值。
在水文气象领域，‘平均值’的参考价值十分有限，只有采
集到更多‘极值’，才能彻底摸清这片海域的脾性，为上级
和周边舰船、渔民提供更加准确的气象数据保障。”测量
时，谈新成的话语一字一句砸进了李文波的心底，对于水
文气象测量这份琐碎枯燥的工作，李文波的心中有了全
新注解。从此以后，李文波将这份责任铭刻于心，并将其
作为延续至今的准绳。

带着牺牲战友的誓言坚守半生

在南沙的漫长岁月里，是深植于这片土地上的动人
故事与战友间的深情厚谊，化作不竭的精神源泉，让李文
波半生坚守、无怨无悔。南沙不仅是他的另一个“家”，
更是心灵永恒的港湾，一抹挥之不去的牵挂。33 年
来，李文波迎来送往，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战友，在那些
定格的送别镜头里，除了生离还有死别。一路走来，他带
着战友们的嘱托，以超越时光的坚守与热爱，对祖国许下

深情的告白。
1993 年，从空军气象学院毕业后主动申请到南沙的

李永强踏上了南沙岛礁，正式成为与李文波并肩作战的战
友。李文波回忆，上礁后，李永强与他睡上下铺。两人同
吃同住同工作，彼此之间亦师亦友亦亲人，他们一起倾吐
衷肠，互相学习，共同奋进，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
可以称得上是“生死之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4 年，在一次前往华阳礁执
行气象站升级改造任务的途中，李永强乘坐的小艇在登
礁途中突遇 5 米高的拍岸浪，艇上 19 名官兵全部被打落
海中。危急时刻，李永强不顾自身安危，奋力将小艇艇
长乔龙、挂钩手张港推向浅滩，自己却被又一个拍岸浪
卷入海底。战友们获救了，李永强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
他挚爱的南沙。

李永强牺牲的噩耗传来，对于李文波来说是晴天霹
雳。宿舍里、气象站再也寻不到李永强的身影，他悲痛欲
绝，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知道战友牺牲的消息后，李
文波的妻子更加担心李文波工作的危险性，不止一次劝他
离开这个岗位，再不济便选调回大陆的单位，这样还可以
定期与自己的家人相聚。

战友离世的苦闷、家人的担忧像一张苦闷的网紧紧
裹住李文波的内心。当李文波无意间翻开李永强留下
来的日记和学习心得，李永强生前的一笔一画直击李
文波的心底。

时至今日，李文波仍然清晰地记着那些笔记中的话
语：“只要南沙需要，我就会铆在南沙。”“我要将生命融入
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南沙礁盘，融入到自己热爱的南沙气象
观测事业里。”“哪怕有一天倒下，也要倒在南沙。”……李
文波颤抖着双手一页页翻阅下去，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早
已在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此刻，一切都有了答案。

“我要带着牺牲战友的那份誓言坚定地走下去，我要
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礁上更美好的明天，我要用自己的双
眼替他们看到未来。”从那以后，李文波的内心再无动摇，
就像一块礁石，任凭风吹浪打依旧岿然不动。

/ 幕后 /

结婚5天后就回到南沙
正所谓“忠孝难两全”，李文波将自己的青春

和全部心血奉献给了南沙守礁事业，在他的心中，
一直存着一份对家人的愧疚。“我是 1991 年结的
婚，结婚5天后就回到南沙。1992年孩子才两三个
月，我又上了礁。每当思念家人却迟迟收不到家
书时，心里也是苦闷得很，盼来一封信就是最大的
愿望了。”李文波总是与家人聚少离多，2003 年 4
月，李文波回平度老家探亲，才知道母亲正卧病在
床，因为担心影响他执行任务，家人选择瞒下这件
事。2005年 9月，李文波的母亲病危，李文波匆匆
赶回平度，但在病床前陪伴照顾母亲仅 10天就接
到命令返礁。返礁途中，当他收到母亲病逝的噩
耗时，止不住泪流满面。李文波的外婆、大伯等 6
位亲人相继离世，而他都因在南沙执行守礁任务
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除了与亲人间的遗憾以外，由于常年守礁，李
文波患有多种慢性病，特别是严重的风湿性关节
炎，常痛得他下不了床、走不动路。长期与世隔
绝，也让他的思维时常比别人“慢半拍”。33 年的
漫长守礁路上，许多战友相继转业离开，最初的守
礁队伍里，只剩下李文波一人。常有人问李文波，

“付出这么多，值得吗？”李文波的回答总是不变：
“南沙守礁是我一生的荣耀，就算下半辈子坐轮
椅，也没什么后悔的！”

/ 延伸 /

“南沙精神”薪火相传
“在南沙，感人的事迹，辛酸的故事一抓一大

把，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如今随着岛礁的条件越来
越好，‘老南沙’们吃过的苦，年轻官兵大多已经不必
再吃，但是那段艰苦的岁月却不能被人忘记，要随着

‘南沙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历经半生风雨，李文波心
中最放不下的便是南沙。随着离自己退休的日子越
来越近，除了继续坚守岗位以外，李文波也把目光投
向了专业领域越来越多的新鲜面孔。他将毕生本领
倾囊相授，多年来，带出了60多名气象观测专业骨
干，其中50多人荣立三等功，2人被评为全军先进水
文气象工作者，为单位培养了大量人才。

退休前夕，李文波比起平时更加忙碌。那段时
间，来自各个基层营连的邀约不断，李文波从不推
辞，辗转于各个基层营连之间，作为亲历者为年轻
的官兵们讲述那段艰苦的岁月，用“老南沙”的奋斗
故事激励他们赓续传承“南沙精神”。

7月14日，退役仪式上，当浓缩着李文波半生军
旅时光的视频播出时，33年的风雨征程犹如电影画面
在他脑海中回放，“在南沙工作生活了30多年，有汗
水，也有泪水，更有亲身参加南沙建设，目睹南沙发展
的幸福感和献身使命、报效国家的责任感。南沙早已
是我的家，坚守在这里的动力是对祖国的忠诚，也是
对家的眷恋与牵挂。”李文波动情地感慨道。

站在离开南沙的舰船甲板上，李文波深深回望
渐行渐远的永暑礁——如今的礁上已然一改当年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孤寂、辛苦仍常
伴守礁士兵，但越来越完善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便
利的交通，越来越先进的补给模式等，处处昭示着
一代又一代守礁人的筚路蓝缕。新一代 90 后、00
后士兵正成为新生主力军，坚守在岗位上继续书写
下一段“南沙传奇”……

“离开南沙心情还是很复杂的，在这里工作了
33年，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南沙，我舍不得这片海，舍
不得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气象事业。但与此同时
我也很欣慰，能够成为南沙的建设者、发展的见证
者。”生命因南沙而璀璨，事业随海潮共澎湃。李文
波用 33 年的光阴，诠释了何为“坚守”、何为“奉
献”。如今，他也要迎接人生中的新旅程，谈及退休
后的打算，李文波最希望的便是好好陪伴家人，“以
前没能照顾到他们，有时间想和他们一起四处走
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想找机会回到平度老
家，重温过去的时光。”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通讯员 黄鑫陇 刘朋朋

图1：李文波光荣退役。
图2：1992年李文波在永暑礁上。
图3：1995年李文波在永暑礁上。
图4：李文波（后排右二）与年轻官兵交流。
图5：李文波（前排左一）带领年轻官兵分
析水文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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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暑礁守礁王”、平度籍老兵李文波

礁石之魂矢志不渝
迎来独属于他一个人的退役仪式

三十三载守望深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