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急启动“弘进”救援
王巍峨发出的这个视频被许多民间组织和个人看

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这个“求助”
视频在 b 站、微博、抖音等平台得以广泛传播。8 月 7 日，

“看航运”等当地公众号也相继发布了“弘进”轮 20名中国
船员求助信息。但是，没有人知道船员的最新情况。

与此同时，舟山市收到船东公司来函，恳请舟山市政
府进行救助。很快，王巍峨和同事们在海上面临的困境
这一事件，引起了舟山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8 月 8 日，舟山启动紧急救助程序。当天，按照舟山
市委市政府紧急救助的统一部署，在市防疫办统领下，
迅速集中办公，梳理各环节流程，分头制定工作方案，倒
排接进工作时间表，明确工作分工和各责任人，全力以
赴，与时间赛跑。

该市防疫办第一时间指定了疫防管理最严、转运经
验最足的人员转运专船靠泊码头；港航部门第一时间落
实了船舶代理公司、接送拖轮和拖轮专用停靠码头；代
理公司第一时间指派最有经验的人员；拖轮公司第一时
间指派全港最大、最先进的 6800 匹马力的拖轮用于保障
救助的多项任务……各口岸部门第一时间“特事特
办”。舟山海事局紧急指定了船舶专用锚泊锚地；舟山
海关迅速组织了上船卫生检疫人员；舟山边检站快速提
供了最快速无接触的船员入境通道。属地第一时间落
实了登轮人员、拖轮船员和接送拖轮的封闭管理点，确
保安全。

8月9日 01:20，“弘进轮”经指引后抵达指定锚位下锚。
8 月 9 日 10:19 ，拖轮顺利与“弘进轮”对接，海关、医

护、疾控等工作人员登轮开展采样和卫生检疫工作。
8 月 9 日 20:00，舟山市疫情防控办召开会议，对下一

步救援工作作出研判，进行部署。待船员和环境采样检
测结果出来以后，将根据情况落实患病船员的转移救治。

8 月 9 日 21：30，“弘进”轮上 20 名船员新冠肺炎病毒
核酸检测样本，经舟山海关和舟山疾控中心“双采双
检”，有 16名中国籍船员核酸阳性。

8 月 9 日 23:30 ，舟山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评
估船舶锚泊安全和船员身体状况后，已将 11 名船员点对
点闭环接进至定点医疗机构。其余患者暂留船治疗，待
船员管理公司后续换班船员到岗后轮换。

8 月 9 日 23:48，救援拖轮靠泊指定码头，救护车开始
将船员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艰难的海上转运工作
告一段落。

8 月 10 日 15：30，舟山市防控办召开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弘

进”轮求助情况和舟山市紧急

救助开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至此，这场来自民间与政府的积极救援，被网民称

亲切地称为“共同救援”，并得到了各界的好评。

“染疫巨轮”之战从未停止
“我们既不在舟山卸货，也不在舟山加油，舟山也并

不是大城市，为了救我们肯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
如此，还是挺身而出，太感谢了！”“弘进”轮值守船员王
明（化名）面对媒体采访时略显激动，一连串的“感谢”是
他说得最多的词。而同样对另一个城市的出手救援表
示感谢的，还有巴拿马籍外轮“Crane helios”的船东和船
员们——

8 月 5 日，嘉兴处置的一起“染疫巨轮”事件，刚刚画
上了完美的句号。当天，“Crane helios”轮船东及保险人
在中国的通讯代理——上海欧禧海事咨询顾问有限公
司专程来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将两封感谢信和两面分
别印有“抗击疫情冲锋在前 护航保企助力发展”“以人为
本务实高效 抗疫先锋人民公仆”的锦旗送到嘉兴交通部
门，并感谢他们为“Crane helios”轮快速处置疫情风险所
做的努力和贡献。

今年初，巴拿马籍外轮“Crane helios”抵达嘉兴港独
山港区华辰码头。海关检疫部门对船员进行新冠肺炎
病毒核酸检测后，发现该船 20 名船员中，竟有 19 人的检
测结果为阳性。

嘉兴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向上级防疫部门报告了疫
情情况，并立即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包括密切接触者
筛查、传播方式及危险因素调查等；安排可能密切接触
者做好自我隔离，联系专业车辆对相关人员点对点接送
至定点隔离地点；严格参照传染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技术指南，落实消毒制度和防护措施，严防站内感染发
生。

“染疫船员需要隔离治疗，换班船员一时也难以就
位。为了保障港口生产的正常运转，我们需要将该船引
领至安全水域锚泊，我对船舶情况比较熟悉，我觉得我
肯定是第一人选！”刚刚引领过该艘船舶的嘉兴港引航
站引航员李礼祥自告奋勇。

该船舶完成卸货作业后，引航员李礼祥与同伴顺利
将该外轮及时移泊至独山港锚泊区。在接班船员就位
后，引航站第一时间安排引航计划，再次引领该轮靠泊，
协助该轮及时完成了船员换班，确保了染疫船员及时得
到医疗救治。

8 月 3 日，“Crane helios”轮最后一名船员治愈出境。
至此，外轮 19 名船员人道主义救援全部结束，实现了疫
情防控“零传播”。

“重疫之轮”
的救援与挑战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疫情输入风险加大。国内刚刚转危为安的城市和个体又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挑战
——机场、港口等与国际往来密切的行业除了守好“抗疫”的第一道关卡外，还要为相关群体提供必要的避灾和救助。

浙江地处海沿，港口及内河水运发达。2020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1.72亿吨，同比增长4.7%，连续第
12年保持全球第一。作为国际船舶进出最多的区域之一，舟山海岸线上约有大小货运码头114个，常态化海域上每天
有7000余名船员在港作业，外籍人员占到60%以上;同时，每天新增约20艘（400余人）入境船舶在港作业，是全国海
上疫情输入防控压力最大、任务最重的区域之一，“重疫之轮”的挑战不断。近日，巴拿马籍染疫“弘进”轮就向舟山
发来了求助讯息。舟山市启动紧急救援程序，及时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目前船上人员已陆续得到救助，离
船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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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君见习记者周仪通讯员李志恒齐世凯
□相关资料来源：新华社钱江晚报浙江发布舟山日报“看航运”公众号

并不是所有“巨轮”上爆发的疫情都侥幸躲过一劫。“染疫巨轮”之战其实从未停止
——目前，国际抗疫形势依然艰巨，外防输入始终是国内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相关部
门在加强船岸界面管理，严格落实对直接接触入境人员和物品的口岸高风险工作人员集

中封闭管理、点对点转运等措施守好海上疫情防控大门外,我们每个人也需继续保持警戒，
要自觉配合落实各地防控措施，携手共筑防控疫情的坚强防线。

“弘进”轮的“沦陷”
从 8 月 3 日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弘进”轮船员

王巍峨（化名）的一家人就陷于长久的焦灼。那
天，“弘进”轮抛锚，儿子王聪第一次从父亲的电话
中断断续续地听说，“弘进”轮上有船员频频发热
的情况。

“当时，船还停在外海，信号不稳定，声音有一
句没一句，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们才拼凑出他
们正在面临的完整情况。”王聪说，“在那之前，船
员们已经和船东公司、船代公司都说过情况。但
是，海上信号不稳定，他们只能长期用卫星电话和
公司保持着联系。”那天开始，包括王聪在内的几
乎全部船员的家属都忙着向各方部门求助，“所有
相关部门我们都联系了。由于这条船不是中国
籍，大家毫无准备，一开始都需要研判。”

在近十人接连病倒的
状况下，其余每个人都处
于超负荷运转。那几天，
船上的船员情况是这样开
始变化的：自 7 月 30 日晚
上大管轮出现发热症状开
始，第二天，二管、三管、机
工、大厨几乎同时出现发
热症状；8 月 4 日，发热已
蔓延至 8名船员。

“船虽然在舟山抛锚
了 ，可 还 要 维 持 基 本 运
作。剩下的人既要坚持
三班倒，保障船舶的状态

稳定，又要轮流负责全船船员的日常生活。”王巍
峨告诉儿子，由于人手紧张，到最后大家都分不
清，自己的症状是由于过度劳累，还是疫情感染。

据悉，这条巴拿马籍船舶，长 186米、宽 31米。
该船共有 20名船员在船，均为中国籍。7月 2日-14
日停靠印度尼西亚；7 月 26 日-30 日停靠菲律宾，7
月 30日从菲律宾出发，因故停留在舟山海域。

出现情况后，有自救意识的船员们在船上也
开始采取了相应的应急处置，但能做的很有限。

“比如：船员煮饭后，大家都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
轮流打饭。互相之间都尽量避免碰面，通过对讲
机或微信群联系。”王巍峨说，随着发烧症状的人
越来越多，无奈之下，“弘进”轮上的船员们在船舶
上挂上了救助横幅。“挂在甲板上的那条横幅写满
了红色大字，拍摄那张照片时，但凡还能动的船员
都出镜了，就是向外界证明大家真的需要帮助。”

此外，王巍峨还站在“弘进”轮的船舱内，手持
身份证、操着福建口音录制了一段呼救视频——

“船上共有 20 名船员，都是中国人，目前有 13 名船
员出现发热情况，情况紧急……希望看到的人帮
助我们，也希望政府给予我们援助。”视频中，56 岁

的王巍峨几度哽咽，那一天，作为水
手的他也已出现

发热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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