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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故事

今年40岁的虞浩杰，出生在海盐，家就离海岸不远，从小
在海边吹风、沙滩摸蟹的他，过去从未想过，长大后会以守海
塘为业，扎根在海岸线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许这就是“与
海有缘”。

2007年，虞浩杰从浙江工业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毕
业，来到平湖工作，参与了“城市防洪”项目的建设，2010年又
考入平湖市海塘管理所。

“太好了，终于来了个年轻人。”至今，虞浩杰还清楚地记
得自己入职第一天，时任市海塘管理所所长何玉林，见到他说
的第一句话。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站在虞浩杰面前的3位老前
辈不约而同地笑了。虞浩杰的到来，是他们对“新鲜血液”的
殷切期盼照进了现实，要知道当时这些老前辈都已年过五十。

按照海塘管理所的惯例，入职第一天得巡塘，认一认今
后的“战场”。那天，虞浩杰从老所长何玉林那里领到了一辆
26寸“凤凰牌”自行车，在老所长的带领下上了海塘。至今他
还能想起，那辆旧自行车咯吱作响的声音，以及老所长如数
家珍地向他介绍海塘的样子。

过去条件有限，无论是巡塘还是海塘监测，都是人工操
作，其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第一次跟着老前辈们去给海塘
做专项检查，几人在退潮后翻过挡浪墙，下到十多米开外的
下级坡，然后一米一米地检查是否有松动的情况。而下级坡
由四脚空心块构成，石块表面光滑且呈不同坡度，再加上海
水冲刷带来的浮泥、青苔等，走在上面一步一打滑。“干了不
到2个小时，脚踝就开始酸痛起来，一天下来，脚都肿了，不知
道摔了多少跤。”虞浩杰说，这份摔打是每个守塘人都要吃的
苦，就如老前辈们安慰他的那样，熟练了就少摔了。一次专
项检查要走遍17.8公里的海塘全程，而这样的行动每年汛期
前后都要进行一次，汛期期间检查更为频繁。

如果说专项检查是考验体能，那么一年2次的监测海塘
沉降则是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沉降监测要从基岩点开
始，向海塘延伸，每 100米左右设置 1个观测点，通过两点之
间的水平差变化，推算沉降。”虞浩杰说，一线和二线海塘上
共有140个监测点，人工测量需要团队配合，两人扶尺、一人
读数、一人记录，扶尺是一个精细动作，没有十多年的经验很
难精准控制误差，监测一般选在艳阳天，每次要花上一周的
时间。白天测量以后，晚上虞浩杰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将数
据与上一次测算结果做比对，核算沉降，如果某一个点位数
据出入过大，那就代表着测量出现失误，第二天则要从失误
点前开始重新测量。测量、核算、返工、再测，在老前辈们的
陪伴和帮助下，虞浩杰一点一滴地记录着海塘的细微变化。

入职没多久，虞浩杰就被晒得黢黑黢黑，而黑也是海塘
管理所所有工作人员的“标配”肤色。当时的他，心中生出了
些许迷茫，虞浩杰专业所学方向是水电站等大型水利工程的
设计与建设，毕业后与海塘为伴，其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远离
城市的孤独，跟他最初的梦想相去甚远。年轻的时候，他想
过换个工作，但是大家对他的关心爱护和殷切期盼总是让他
不忍离开。随着时间推移，他日渐成熟。老前辈们退休后，
他成了守海塘的顶梁柱，“扛起了这份责任，我就知道我不会
再离开这里了。”虞浩杰说。

与海结缘
“守塘人”总是寂寞的，无数的日夜，孤寂的海边，空无一

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虞浩杰一干就是14年。
在虞浩杰看来，海塘的“孤寂”代表着风平浪静，这未必

是件多坏的事情，然而真正让守塘人紧张的是每年的台风
季，每次台风都是对海塘的考验，无数个不眠夜，他们与海塘
并肩而战。

“台风天巡塘，过去只能靠两条腿，自行车、电动车在迎
风的堤坝上根本骑不了，汽车巡塘又怕有错漏。”虞浩杰说，
顶着夜半风雨“洗礼”，穿着雨衣雨靴，打着手电，在十多公里
的海塘上一遍遍地检查，这样的情况，他们每年都在经历。

守塘最难的一次，是 2013年受超强台风“海燕”影响
时。“那年镇里派了民兵、民警等一百多人，帮着一起守塘。”
虞浩杰回忆，当时这里还是50年一遇的标准海塘，塘身内填
充的是吹沙管袋，在海浪冲击下，一旦发生破漏又没有及时
发现，就会引起周边管袋的连锁反应，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海
塘坍塌，为此镇里制订了百米一岗、日夜紧盯的“守塘计
划”。那夜的暴风雨来得特别猛烈，但是没有人后退一步，正
是那一次的经历，让虞浩杰深刻体会到了“众志成城”的力
量，以及“万无一失”这份承诺的份量。

2014年起，海塘迎来了数字化改造提升，17.8公里堤坝上
安装起了监控设备，开启了更高效的“机巡”时代，虞浩杰也逐
渐在监控后台练就“火眼金睛”，通过“读屏”，发现塘身是否存
在问题。再后来，这里又配置起了无人机，能实现对几十米宽
的海塘进行全面检查，不留死角。为了实现对海塘更精准地
测量，我市还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邀请有资质、更专业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海塘沉降进行监测，海塘数据越发精准。

“哪怕巡塘技术再提升，巡塘的经验和传统也不能丢。”
这是虞浩杰的坚持。于是，新同志上岗第一天就上堤巡塘，
成为这里保留下来的“规矩”。虞浩杰也陪着每一位新进入
海塘管理所的年轻人，走过这人生第一次的巡塘路。用虞浩
杰的话说，唯热爱，才是海塘安澜的基石，他希望这份“守塘
精神”能在一批批新守塘人身上赓续传承。

随着海塘开发，以及独山港镇旅游业的发展，周边游客
越来越多，17.8公里的海塘中，有一大段开放海塘，也就是
说，游客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接触滩涂，玩沙、捉蟹成为往来游
客、周边群众喜欢的活动，这也给海塘管理带来新挑战。“大
多数人对这里的潮汐时间并不了解，一时贪玩就可能带来安
全隐患。”虞浩杰说，因此，他和同事
们干起了“喊潮”的工作，每到节
假日、酷暑天，他们总要在涨
潮前夕，分头去堤坝上巡上
一圈，看见游客，就大声提
醒，将人喊回来。他们也
曾在“喊潮”过程中，发
现群众被困，并及时予
以施救。为此，虞浩杰
和同事们牺牲了不少休
假时间，但他认为，为了
群众生命安全，值得！

守塘有责 也许何玉林等老一辈守塘人最大的成就是“海塘安
澜”，与他们相比，虞浩杰更幸运一些，他见证了海塘建
设提档升级，见证了海塘、海岸、海洋共同催生的“蓝色
经济”的崛起，见证了“靠海吃海”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赛
道。

2005年治江围涂工程正式开工，至2008年完工后，海
塘建成了 50年一遇的标准海塘；2018年 8月开始实施海
塘提标加固工程，将海塘从50年一遇提标至100年一遇，
提高了对后方企业和居民的保障能力。随后，海塘市场化
巡查、监测等工作机制陆续建立实施，实现了海塘传统管
理向信息化管理的迈进。经过不懈探索和努力，如今17.8
公里的海塘，依据“高标准、严要求、精细化、重执行”原则
进行日常管理，达到了主动、精确、快速和统一，精细化管
理水平不断提升。

海塘蝶变也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浙北地区唯一的深水良港，独山港自 2016年取得国
际通行证以来，港口建设不断扩容提速。目前，已对外
开放港口岸线 12.6公里，建成外海生产性泊位 23个，其
中万吨级 17个，另外还有 6个泊位在建。2022年，独山
港一次性开放泊位 7个，如今开放泊位总数达到 16个。
在建的 6个泊位由浙江海港嘉兴港务有限公司斥资近 60
亿元重点打造，其建设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乍浦港，为
嘉兴乃至长三角腹地大企业崛起、大产业培育提供“出
海”支撑。

“这些码头栈桥路面与海塘堤顶路面紧密相连，彼此
已连为一体，海塘在新的时代绽放出了新的生机。”虞浩杰
说，如今这里已蜕变成了一条独具平湖产业特色的黄金海
岸线。

从海塘管理所出发，走上海塘堤坝，沿着堤顶路面
一路向东，上港集团、独山能源、卫星能源等企业星罗棋
布，其中不乏令人艳羡的百亿项目。不知不觉中，对企
业的服务与监管，成为虞浩杰和同事们的新职责。为了
让每一家落户企业与海塘“和谐共生”，他们参与到了项
目建设事前审批、在建监督以及竣工验收中。在此过程
中，也为企业提供服务与帮助。有一年汛期，因缺乏防
汛经验，多个在建项目工地出现水淹情况，虞浩杰及时
点验了防汛防台物资仓库内的救援物资，借出了排水
泵、潜水泵等进行应急抢险，确保了工程的顺利推进，这
也让海塘管理所与临海企业建立起了共克时艰的深厚
情谊。

如今，漫步在海塘大堤之上，沿线厂房鳞次栉比，工业
现代化化气息扑面而来，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涌动；极目
远眺，一望无际的海面上，一艘艘货轮或带着原料远道而
来，或满载成品整装待发，向海图强之梦就此启航；风和日
丽的日子，大堤前的海滩上，三三两两的游人，嬉戏游玩，
尽享赶海乐趣……看着这一派欣欣向荣的奋进景象，虞浩
杰作为守塘人，自豪感油然而生。

更值得期待的是，如今这里启动了“安澜海塘”建设的
前期筹备工作，今后这里将提标成 300年一遇的标准海
塘，将拥有更高的塘顶、更宽的塘身以及更强的消浪能力，
那意味着海塘未来的发展拥有无限可能。

向海图强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伴随着海风的呼啸声，翻卷的海浪拍击岸边，溅起朵朵浪花，堤岸边的大型风机叶片在海风的带动下，
缓缓转动，发出“呜呜”的声响。一派壮观的海岸景象中，一道身影格外忙碌，一把卷尺、一本本子、一支笔，
一路走、一路量，一路看、一路记。

他就是平湖市海塘管理所所长虞浩杰，进入汛期后，他就扎根在了海塘上，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几乎每
天都要做，海塘的安澜，是他和同事们的心头大事。

虞浩杰守护的这段海塘分为“白沙湾至水口标准海塘（一线海塘）”和“水口至白沙湾标准海塘（二线海
塘）”，全长17.8公里。这段海塘守护着全市70多万人口、36万多亩耕地及2000多家工业企业的安宁。十几
年来，虞浩杰等“守塘人”战台风、斗暴潮、冒酷暑、顶严寒，甘为风暴守望者，默默坚守在海塘一线，见证着海
塘的变迁和“蓝色经济”的崛起。

■记者 钱澄蓉 张宇青 摄影 钱澄蓉 通讯员 施正艳 张丹燕

风雨“守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