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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丽的内蒙古女孩崔
婷婷，研究生毕业后决定留在珠海
发展。“我的宝贝，勇往直前，爷爷支
持你！”崔婷婷带着爷爷对她的鼓
励，成为了新珠海人。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我成为了
湾区人。”在大湾区的各个城市进
行调研时，崔婷婷结识了许多跟
她一样在大湾区扎根的青年人，
珠海作为一个极具魅力的城市，
承载着许许多多跟崔婷婷一样新
珠海人的梦；粤港澳大湾区作为
中国第一个世界级湾区，在“9+
2”的城市群里，融合的不仅仅是

整个粤港澳的力量，更加融合了
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青年力
量。

讲述百姓故事 凝聚奋进力量
“我和我的祖国”——珠海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姓宣讲报告会举行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摄影：本报记者 赵 梓

9月24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珠海传媒集团、香洲区
委宣传部协办的“我和我的祖国”——珠海市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百姓宣讲报告会在珠海传媒集团演播厅举行。
宣讲会上，来自不同行业的7位百姓宣讲员，倾情讲述发生
在自己身边或身边人身上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基层工作者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面貌。宣讲会通过讲好百姓故
事，讲好新时代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副团长潘朝晖，市区镇村四级近
200名百姓宣讲员及300多名群众聆听宣讲。

港珠澳大桥像长虹一样静静
地横卧在伶仃洋上，在它的身上有
着许多鲜为人知却惊心动魄的故
事。

时间回到2017年 5月 2日深
夜，伶仃洋上烟花绽放。经过30多
个小时奋战，重达6000吨的最后
一节沉管最终接头，在近30米深的
大海里，实现与东西两端沉管的成
功对接。作为岛隧工程总工程师
的林鸣，难掩内心的激动。可在驻
地才睡了三个小时，一阵急促的铃
声响起，让他一骨碌爬了起来。

电话里，测量人员汇报说，尽
管对接成功，但最终的贯通测量显
示，有15厘米的横向偏差。而按原
计划，他们的目标是横向偏差控制
在5厘米以内。林鸣顾不上身体的
极度疲累，立刻召集各个重要岗位
负责人又重新坐船回到伶仃洋。
大家围绕要不要“返工”展开了激
烈讨论。最终，60岁的林鸣用坚毅
略带沙哑的嗓音说：“这是120年设
计使用寿命的超级工程，我们不能
留下任何遗憾。”他语气斩钉截铁、
落地有声：“精调，重新对接！”

林鸣说：“我希望五星红旗能
激起工程参与人员的使命感！我
们是在为国家完成这项超级工
程！”于是所有建设者穿上了绣有
五星红旗肩章的工服，义无反顾地
走向“战场”。

经过紧锣密鼓的各项准备，5
月3日傍晚，重新对接正式开始。

似乎是超级工程在考验“挑剔”的建
设者，重新对接麻烦、险情不断。注
水增压时，闭合腔内出现了渗漏。
建设者们只得将已注入的水抽干。
这样，7个小时就过去了。随后而
来的加压，则堪称惊心动魄。加压
时，内部突然传来“砰砰”巨响，所有
人的心提到嗓子眼。大家火速检
测。万幸，只是一处钢板出现变形，
整体结构不受影响。建设者们长舒
了一口气。

第二天凌晨5时，世界最大起
重船振华号再次登场，“海底穿针”
的时刻又到了。一厘米，又一厘米，
历经百余次起吊又放下，“巨无霸”
最终接头逐步走向最精确的位置。
4日晚上，重新对接顺利完成。贯
通测量后显示的数据，甚至一度让
大家不敢相信：横向偏差仅2.5毫
米。这个数据，只有之前偏差的六
十分之一。

张洪声是一位有着48年党龄的
海军退伍军人，其父亲是我市老红
军张斌，他的儿子也曾在空军部队
服役。张洪声一家三代兵、奉献海
陆空，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
光辉历程。

张洪声常常听父亲张斌讲红军
长征的故事。“在红军长征的坚难
岁月里，父亲常说他们每三天打一
次仗，每100米牺牲一名红军战士，
过雪山草地十几天吃不上一口粮。
一口雪、一把草填着空腹行军打
仗。”

解放后，张斌来到初建的南海舰
队万山群岛水禁区部队。他以当年
亲身跟白求恩大夫学过的技能和在
军队医学院学到的知识，以红军不怕
远征难的长征精神，在近花甲之年踏
遍万山群岛所有驻军岛屿，顶着南方
的烈日炎炎、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
又走了另一次长征。

在父亲的鼓励下，张洪声参军
到了部队当了一名陆军海岛兵。一
开始他驻守在一个面积不到0.2平
方公里的小岛，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又参加过多个海岛国防工事施工建
设。“在这种艰苦枯燥的生活中，我
也动揺过，但一想起苦不苦、想想
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
前辈，就挺过来了。”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张洪声发
扬部队的“革命战士像块砖，哪里
需要哪里搬”的工作作风，在旅游、
公交、扶贫、文化及思想教育等战
线认真工作，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

务。
“上世纪末，老父亲感到国家虽

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祖国的边疆
并不安宁，祖国的经济建设还要军队
的支撑，我们家必须有人再站出来保
家卫国。”张洪声说，当时老父亲张斌
亲自动员，把自己唯一的孙子送进了
军营，当上了一名空勤军人，去保卫
祖国的蓝天。

张洪声的儿子当兵后在1998年
参加了抗洪抢险。张洪声通过新闻
了解到，儿子所在的空降部队连续十
几个昼夜抢运救灾物资、运送伤病
员，侦察灾情。后来他还知道，儿子
救灾时曾几天几夜没休息，为抢救伤
员一次性献血800毫升。

张洪声一家海陆空三代兵的事
也是所有红军家庭的一个缩影。“精
忠报国是我们的基因，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本色。只要祖国
需要，我们还将前仆后继，奋斗一
生。”张洪声说。

杨照熙是珠海消防特勤一
中队的一名指挥员。在8年的
消防生涯中，杨照熙经历了无
数的灭火救援，可以说，每一次
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2017年 10月 15日，斗门
富山工业区某公司电路板生产
车间发生火灾。因为火情严
重，接报后，支队一次性调集48
台消防车和350余名消防指战
员到场处置。火灾情况非常复
杂，里面含有2.5吨氰化金钾、4
吨氰化钾等剧毒物品，一旦爆
炸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现场紧急，容不得半点犹
豫，杨照熙大喊一声，“党员跟
我来！”于是特勤中队在场的8
名党员战士，迅速录好了视
频，佩上呼吸器，拿起水枪水
带，冲进火场。“炽热的火焰将
我们的战斗服烤的滚滚发烫，
被浓烟熏得伸手不见五指的
内部环境让我们推进缓慢。”
杨照熙说，大家只有咬紧牙
关，忍住热浪，战胜恐惧，找到
火点，跟其他消防中队一道，
在坚守一天一夜后终于扑灭
了这场大火，使周边14万居民
和20余家大型企业免受剧毒
物品泄漏污染，保护资产价值
近6亿元。

消防员救火之前为什么
还要录视频？“其实录制的就
是万一牺牲了留给家人的视
频，算是预留遗言。”杨照熙记

得上一次录制的视频内容是
给爸爸妈妈的：亲爱的爸爸、
妈妈，我马上就要进入火场救
火了，如果我回不来了，爸爸
妈妈请千万不要为我伤心，儿
子谢谢你们对我的爱和照顾，
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你们
的儿子！杨照熙说，每个消防
战士的电脑里都有这样的视
频，这是爱，是责任，是勇气和
担当。

作为消防员，无论是睡觉
还是吃饭，只要警铃响起，他们
都以最快的速度着装登上消防
车，向火情发生地疾驰奔去。
在平时，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
大雨倾盆，他们都穿着厚厚的
战斗服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
提高本领。

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那
就是，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

1988年，谢坚从部队退伍便选
择了海岛的邮政工作。

谢坚刚到外伶仃岛接班时，才
知道原来这是一个人的邮政所。这
里的办公和住宅条件十分简陋，邮
政所面积不到30平方米，没有窗
户，一半休息，一半办公，没水少电，
夏天房间里像个火炉。

在海岛做邮政工作，谢坚常常
为了一件邮件，来回跑了十几遍，以
便第一时间把这些邮件送到收信人
的手上。“一封信，一颗心”，由于当
时岛上没有电话通信，每当看到谢
坚出现，岛上居民就好像看到亲人
一样，“当我把每一封家书送到战士
和渔民的手上时，看到他们那欢乐
的笑脸，让我感受到什么叫家书抵
万金。”

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岛通讯不
便，电报是较为快捷的通讯方式。

“电报多数是悲伤的家事，当我找到
他们，把电报交给他们时，他们就会
抱着我大哭，我与他们分担悲伤。”
谢坚感叹道，一份责任换得一份信
任，让他切身体会到“人民邮政为人

民”的价值所在。
人生中，每一个人都会有得有

失。工作30多年，谢坚只见到父母
7次，最令他遗憾的是父母双亲离
世都未能回去看望他们一眼。

在谢坚看来，在海岛为民服
务，失去的是对家人的关心照顾，
但得到的是满满的荣誉，这些来之
不易的荣誉，都离不开亲人在背后
默默的支持与理解。正是因为有
他们的支持与理解，2019年5月，
谢坚一家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2017年3月，管延萍放下
家中80多岁的老母亲和还在
上学的儿子，放下20多年努力
换来的名医身份，自愿从珠海
来到怒江贡山县丙中洛镇开展
医疗卫生扶贫工作。这里是云
南最偏远的村镇，即使在交通
如此发达的今天，也要花上整
整4天才能赶到这里，进村的
山路几乎挂在云遮雾绕的悬崖
峭壁上，许多地方的陡坡需手
脚并用才能上去，但管延萍一
呆就是三年。

有一次，为了给村民做康复
指导，51岁的管延萍背着大背
篓，足足在悬崖峭壁间行走了三
个多小时，背篓里装着几十斤重
的医疗设备，头顶不时有碎石坠
落，脚下则是深不可测的怒江。
就这样，管延萍带着同事们给全
乡6000多名常住人口全部建立
了健康档案，他们的足迹踏遍了
丙中洛的高山峡谷，就像一缕缕
高原阳光，传递着清澈、温暖的
大爱力量。

管延萍几年前因为一次严
重车祸，造成脊柱损伤，腰背时

常疼痛不已。但有一次，为了
照顾急需转院分娩的高危产妇
张梅，她一路跪蹲着，紧紧握住
张梅的手，腰背承受着钻心的
疼，1个小时40分钟车程的颠
簸，她汗水直流，等到张梅顺
产，她的腰久久都直不起来。
减轻患者病痛，已经成了她深
入骨髓的初心和使命。

2016年9月以来，珠海共
派出医务人员104人到怒江支
医，这些“管延萍”们行走在怒
江的每一寸土地上，诊治群众2
万多人，推广新技术达 70 多
项。

2017年8月23日，珠海遭遇53
年来最强台风“天鸽”吹袭。然而，在
这可怕的天灾面前，总有人不顾一切
的逆难而行。

当日清晨，南湾交警大队大队
长黎泽明，绷紧着神经站在辖区内
最危险的珠海大桥上。路上的车辆
不多，但他依然拿着对讲机密切关
注着各路段的交通状况，不敢有一
丝的懈怠。

当日上午，交警部门宣布立即封
锁辖区全部桥梁。可就在这时，珠海
大桥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7根灯柱
被风吹倒，将已经上桥的60多辆汽
车直接隔断在桥面上。更可怕的是，
20多辆汽车一辆接一辆，被台风掀
翻；有两辆大巴的所有车窗都被狂风
卷起的杂物击碎，不少乘客已是头破
血流……事不宜迟，黎泽明立即报告
市局请求特警装甲车火速支援，并立
即组织人员一起转移伤者……

而就在这时，距离台风登陆仅
余 20 分钟。不容黎泽明多想，他
继续带领大家紧急搬离那一个个
障碍，为火速赶来的特警装甲车清
理出了一条“生命通道”，装甲车一
趟又一趟往返在桥面和桥下，最终
在台风抵达前将被困人员运送到

安全区域。
转眼间，台风到了！可黎泽明还

没来得及上车。狂风肆虐，他只能死
死地趴在地上，紧紧抓住绿化带上的
路沿、草木，他知道只要一松手，瞬间
就会被卷入大海。装甲车近在咫尺，
他却无法迅速靠近，只能艰难爬行，
这短短几米，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从警35年，黎泽明第一次如此
清晰地直面死亡，“我绝不能被卷走，
车上的人还需要我！我要活下来，我
要带着他们回家！”在信念的支撑下，
或许又带着那么一丝幸运，他终于爬
进了车厢。车内爆发出大家由衷的
欢呼。生死3小时，珠海大桥被困的
76人全部获救。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伶仃洋里“深海穿针”

扎根海岛邮政工作30年

烈焰雄心 青春无悔三代报国情

杏林春满满千江追逐生命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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