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责任编辑 王松涛2024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五

人物

□记者 刘彦章 徐启峰 文 / 图

沙颍河流过川汇区金海路街道张埠口社区时拐了

个弯，这段河堤高而陡峭，束缚着宽阔的河水向东逶迤
流去。 渔民马文生就住在张埠口河堤下，6 月份周口禁
渔期结束，他终于可以稍微施展下身手了。

7 月 16 日，马文生到沙颍河西华段，下地笼网了一
些小鱼，卖给附近鱼塘当鱼苗。 “水大，天又热，撒不了
网，也放不了鹰，用地笼应付一下，算是出工进账了。”打
鱼要靠天吃饭，夏季是淡季，再加上 3 月到 6 月是禁渔
期，这段时间马文生没啥收获，但他并不着急。

马文生是周口为数不多的纯粹渔民，一辈子没干过
其他营生，全靠打鱼支撑起生活。他 7 岁时跟父亲下河，
13 岁能撑船，15 岁能单独作业，如今年已 56 岁，依然风
里来浪里去，打鱼养家。

马文生打鱼的手段很多，下地笼只是其一。 他还擅
长撒网，长 12 米的渔网，他用力一甩，能覆盖百十平方
米河面。 去年冬季，他在沙颍河商水段一网捕获 6 条大
鱼，最重的 40 多斤，总重 120 多斤，其力道与技术，让围
观者无不惊叹。

玩鱼鹰马文生也很拿手，最多时养了 30 只鱼鹰，不
仅自己用，还卖给同行。 今年马文生从安徽、山东、江苏
三地买了 4 只鱼鹰，养了几个月，卖出去 3 只。 马文生
说：“之所以从不同地方买鱼鹰，是为了观察哪里的鱼鹰
好，来年多进一些。 ”

这些小鱼鹰刚买来时还站不起来，马文生把鱼剁成
泥喂它们。 喂了几个月，这些鱼鹰羽翼丰满，神采俊秀。
“买价 1200 元，卖价 1500 元，算上几个月喂养，根本不
赚钱。 ”马文生说，买鱼鹰的大多是同好相知，走的都是
“人情价”。

自己孵鱼鹰倒是可以赚钱，20 多年前马文生就干
过。 鱼鹰一般 2 月份下蛋，两天下一个，能下十多个蛋，
状如青皮鸭蛋，但味道很腥，不宜食用。 鱼鹰会下蛋，但
孵蛋却不在行，孵化率低。 孵化小鱼鹰的活儿就交给母
鸡来做，孵化率能达到 90%，远超鱼鹰。 小鱼鹰经过 28
天孵化出壳，此后还要喂养两个月才能行走。“养鱼鹰就
像养孩子，很操心，真不如打鱼赚钱。后来山东等地用保
温箱孵化鱼鹰，效率高产量大，形成一个产业。我也就不
再费劲孵小鱼鹰，直接买来喂养。 ”马文生说，自己孵了
5 年鱼鹰，老手艺终究没干过新产业。

放鱼鹰捕鱼一般在收过秋后，天气渐凉，喜冷不喜
热的鱼鹰活力焕发，行动迅捷，逮鱼效率高。带着渔具和
鱼鹰，马文生走遍周口水域，还上百次“远航”市外捕鱼。
他最难忘记的是第一次跟父亲撑着船，逆着沙河，一路
打鱼到舞阳县北舞渡镇，来回一趟走了两三个月。 夜宿
河边船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满天星斗，深邃渺远。打
的鱼就地卖掉，行情好时一天能挣三五十元，快赶上当
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了。 他的父亲今年 92 岁， 一直干到
82 岁才下船。马文生弟兄 6 个，4 个都以打鱼为生。水里
讨生，比不上固守着土地那般安逸，但丰厚的渔获却能
让他们平和、欢欣地面对舟车劳顿，何况还有那一船清
梦相伴呢！

岁月像沙颍河水滔滔东逝，改变着生活的模样。 曾
经的渔民日渐稀少，马文生爷儿五个打鱼一辈子，到了
马文生的子侄辈，却没有一个人继承衣钵，他们都另觅
前程，不愿风餐露宿行走于江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
择，马文生并不觉得遗憾，只有他还在等着秋风起，驾着
船儿带着鱼鹰，在粼粼波光中，捕捞最初的梦想。 ②22

马文生：捕鱼五十载，江河任逍遥

□记者 姬慧洋 文 / 图

又是一个通宵。
虽然时针已经指向 5 时， 但阴云密布的天空未

泛出该有的鱼肚白。拄着拐杖站在滨河北路涵洞（周
口大道下方）附近，杨振凯看着已经排完积水恢复通
行的道路，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知道，黎明已经
来了。

本轮强降雨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个巨大的考验。
作为一名优秀的消防救援指挥人员， 市消防救援支
队示范区救援大队大队长杨振凯提前预判、 主动作
为，不顾刚刚拆除固定腿部钢钉的疼痛，带着战友坚
守在应急防汛第一线。

于是， 在示范区辖区内易积水的路段和重点区
域，都能看到他拄着拐杖指挥“战斗”的身影。 7 月 17
日 20 时，七一路东延桥洞内积水抽排正在作业，“龙
吸水” 战车轰鸣， 积水顺着两条红色水带流淌到河
中。杨振凯穿着雨鞋拄着拐杖来到车前，反复交代消
防救援人员牢记操作要领， 不时察看远程供水大流
量浮艇泵运行情况。抽排效果不太明显时，他安排遥
控手吊起泵体，清理下方杂物。 “排水时，由于吸力作
用，附近的杂物都会被吸至排水口附近，所以要及时
清理杂物，否则泵体会发热，抽排效果大打折扣。 ”杨
振凯说。

随着泵体被吊起，泵底的情况一目了然。两名消
防救援人员用手清理杂物，塑料袋、树枝、鸟类尸体
等杂物都被装进了垃圾袋中。 “在这轮强降雨天气没

有到来之前，我们就进行了研判、综合分析。 现在用
于抽排积水的车辆是刚刚服役不久的消防远程供水

车。 在详细了解该车的性能后， 我觉得它在处理涵
洞、桥洞积水方面应该能发挥作用。 果然，在这次处
理城市积水点排水过程中，它发挥了巨大作用。 ”杨
振凯说。

“去年 7 月份，我遭遇了一场车祸，腿部骨折，
打上钢板和钢钉固定。 前几天，在医生的反复催促
下，我去医院取出了钢钉。 医生叮嘱我少活动，注意
伤口不要撕裂。 面对这一轮强降雨天气，处理险情、
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我的使命， 轻伤不下火
线，战友们都在一线坚守，我也不能缺席。 ”杨振凯
坚定地说。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 7 月 16 日 22 时起将
防汛应急响应等级由三级提升为二级。 按照上级安
排，结合自身特点，市消防救援支队示范区大队严格
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教导员王海峰、大队长
杨振凯在岗在线，随时做好防汛准备。 16 日夜，杨振
凯和战友们在滨河北路涵洞（周口大道下方）坚守抽
排积水，次日 7 时回到队里处理事宜，休息 1 个小时
后接到通知召开研判会议， 会议结束后迅速赶往七
一路东延桥洞继续处理问题……一天两夜， 他总共
休息了两个小时。

“收到！ 坚决完成任务！ ”电话铃声响起，新的指
令发出，杨振凯拄着拐杖奔赴下一个战斗地点，无论
夜多么黑、雨多么大，他和他的战友们都相信，黎明
就在前方。 ②22

杨振凯：拄拐战风斗雨显担当

������一天两夜只睡两个小时，拄着拐杖走了一万多步，
24小时值班值守，哪有危险一声令下“跟我冲”……采
访过程中杨振凯一直在跟我讲一个词：使命。 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必有一代人的担当。
在他看来，使命就是尽其所能，为人民群众贡献光
与热。

看着他熬红的眼睛、略显蹒跚的步伐，听着他有

些嘶哑的嗓音，我好像明白了他的坚持、他的精神，
人民必会牢记那些为了人民奉献的人。 听着消防救
援车辆轰鸣不已， 我的耳边不自觉地就回响起这首
歌：“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报答我。我把青春融
进，融进祖国的山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
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

夜，已深，他的心却因爱与责任而炽热不息。 ②22

记者手记

人民不会忘记

杨振凯（左一）与队友研判水情。

马马文文生生和和他他的的鱼鱼鹰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