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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河口：沙颍奔涌 入淮东流
策划 顾玉杰 王健

□B 组记者 张劲松 郑伟元 王吉城/ 文 房杰 /图

■随船札记之二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策划 顾玉杰 王健

□Ｃ 组记者 吴继峰 王亚辉

������9月 26日一大早，早餐端上桌，“船老大”董海军刚吃了
几口，沈丘船闸下行闸门打开。他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启动
机器，解缆进闸。 “过闸赶早不赶晚，不然过一会儿来的船多
了，排到了后面，就可能耽误更多时间。 ”董海军告诉记者。

董海军 14 岁上船，将近 30 年的船员生涯里，从“打水”
的学徒（船民口中的“打水”即用竹竿探测水深）干到船长，
从跟着船队打工到拥有自己价值 300 多万元的集装箱大
船，他踏实能干、吃苦耐劳的本色未变。

父母都是老船民，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趟家。 董海军
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又没有父母的陪伴和引导，勉强读了
几年小学，成绩一直不理想。 再后来，他就干脆辍学了。 那
年的冬天，他上船了。 从学徒做起，只能干别人不愿干、不
屑干的活儿。 董海军站在船头，不停地用竹竿探测水位，以
保证船不被搁浅。 寒风刺骨，水上更是冷得不行，双手冻肿
了只能忍着，冻僵了，插到袄里暖暖还得接着干。 日子很
苦，但是他也慢慢学到了行船的本领，锻打出了不怕吃苦、
不怕漂泊的船员性格。

1996 年前后，董海军结婚了，生活中有了伴侣，事业上
有了帮手。 婚后不久，董海军拿出多年积蓄，又借了些钱，
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船。 很落后的“挂机船”，载重不过一
二百吨，在当时已不够先进，但董海军还是为此激动不已。
“挣一个落一个，不再给别人打工了！ ”夫妻俩憧憬着美好
的日子，感到浑身都是干劲。

如何照顾孩子是大多数船民的难题。 在二儿子一岁多
的时候，夫妻俩把孩子抱到了船上，行船到哪里，就把孩子
带到哪里。 那次，他们要运送一船粮食。 货物装好，天将下
雨，不及时盖好棚布，货物的损失不可承受。 但此时，黑云
陡暗的天空下，儿子有些害怕，开始哭闹。 任由孩子走动，
在船上非常危险。 无奈，夫妻俩把儿子放在洗衣机的内桶
里，继续铺展、固定棚布。 等他们忙完去照看孩子的时候，
儿子蜷缩在洗衣机内桶里已经睡着了。

2020 年初，董海军夫妻俩运送一船石子到苏州，货到
码头还没卸完，疫情形势吃紧，各地实行临时封控。 董海军
他们接到通知，暂不卸货就地封控。 当时，岸上的人还担心
生活物资储备跟不上，他们在船上，心情可想而知。 好在当
地有关部门给他们接通了临时电、临时水，还及时送来了
生活用品。 这一年，他们是在异乡过的春节。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奋斗的过程虽然有苦有累，但
更有苦尽甘来的幸福，有一家人蒸蒸日上的生活。 儿子已
上高中，成绩还不错。 在行船的间隙，董海军夫妇回忆着过
往，也展望着未来，他不时地和记者探讨，现在的大学生选
个什么专业好就业、有前途。 好好供应孩子，让孩子能有更
好的人生，这是夫妻俩当下最大的愿望。

从 26日 7 点 20 分，到晚上 9 点左右，夫妻俩替换着开
船，我们来到了沙颍河阜阳闸上。 船闸已不再放行，我们决
定驻船休息。 ②2

������沫河口，顾名思义为浪沫汇集的河口，这儿
曾有清浊分流之奇观，一侧水清，一侧水浊，中
间形成一道截然分明的分水岭。

沫河口又名晒网滩，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
鲁口镇。 滔滔沙颍河一路奔涌，流经豫、皖两省，
在此汇入淮河。 自周口出港的航船沿沙颍河顺
流而下，也于这里驶入淮河，向东而去。

9 月 21 日傍晚时分 ，豫货出海 “周 ”向世
界———周口六条货运集装箱航线大型异地采访

活动采访组一行在堤岸下的农田中穿行， 终于
到达沫河口。 昏暗的夜色下， 只见宽阔的河道
上， 隐隐如山的货轮伴着引擎的轰鸣声缓缓驶
过， 很小很小的几点亮光来自对岸海事部门的
检查站，让夜色显得更加深沉。 紧挨沫河口，一
片民房门窗已经拆除， 看上去村民已经搬走好
久了，只剩下黑洞洞的窗口、门口，像一张张大
嘴在诉说着村庄久远的历史和这里曾经发生的

故事。
第二天早饭后，带着莫名的感慨，记者一行

从寿县县城出发，再次前往沫河口。 经凤台淮河
二桥跨过淮河，沿淮河左岸向前行驶，沿途领略
了淮河的壮观及岸边的迷人风光， 让人不自觉
地感受到，在淮河温婉的外表下，蕴藏着涌动的
无穷力量。

约个把小时，沫河口展现在记者眼前，与 21
日晚相比，一切豁然开朗。 在阳光的照射下，河
水被照得像玻璃一样光亮。 朝沙颍河方向远远
望去，只见河水自西向东而来，打着旋缓缓注入
淮河。 顿时，波浪沸腾了起来，两条河流像一对
恋人，如胶似漆，紧紧拥抱在一起。 水边，一位头
发花白的老人静静地站在那儿，向远处张望，表
情略显凝重，若有所思。 “你看，这一处平房就是
我家原来居住的房子， 前些年， 由于防洪的需
要，我们村整体搬迁到大堤以外了。 ”聊天中得
知，这位老人名叫徐朋生，77 岁，沫河口村村民。
虽然已经搬走十几年了， 但他依然怀念当年的
捕鱼生活与村里的热闹情景， 他说他每天都要
来这里看看， 看着大大小小的货轮在河里来往
穿梭，听着波浪轻轻拍打岸边的声音，他心里很
是舒坦。 “那时我们村还是一个大集市，市场绵
延一公里多远，好几道街呢，热闹哩很。 ”徐朋生
说，在他小时候，每天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船只
在此经过，时而还能看到纤夫拉纤的身影。 上辈

人讲，他们这个村庄有 800 多年的历史了，正是
由于水运逐渐兴盛， 原本荒芜的河湾逐渐有人
在此营生，为过往船只提供食宿、休息或者短暂
的停留，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一个村，因沫河口
得名，取名沫河口村。 徐朋生还给记者介绍了阜
阳市唯一一个千年古县颍上县的历史以及他们

南北交汇的风土人情。
或许是留恋那时村庄的繁荣热闹，或许是留

恋水边生活的惬意舒心， 徐朋生颇有几分得意，
滔滔不绝地又给我们讲起那时他们村庄的盛况。
最让徐朋生自豪的是，如今他的儿子在长江上营
生，拥有一艘 4000 吨级的货轮，生活殷实，就连
他的孙子也在做着码头生意，春风得意、顺风顺
水。

太阳越升越高，照得河面一片银亮，偶尔一
两只水鸟在水面掠过，河面上溅起片片涟漪，一
层一层地向四周扩散。 在水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一位老人正在钓鱼，表情悠闲，怡然自得。 闲谈
中得知， 他叫毛长宽， 是附近杨湖镇李台村村
民。 “正是因为当年这儿热闹哩很，生意也好，这
儿曾经设置了一个乡，起名沫口乡，后来由于县
域调整，沫口乡取消，原管辖区域分别划归现在
的鲁口镇和杨湖镇了。 ”说起沫河口的过往，原
本不爱多言的毛长宽健谈了许多。

岸上， 除了村民废弃的破房屋和荒草丛外，
其他的就是村民种植的庄稼和零星散落的一棵

一棵的树木， 这儿完全没有了往昔的喧嚣和繁
荣。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 河里却变得更加繁忙
了，正如徐朋生所说，曾经在沫河口穿梭往来的
一两丈长的小木船、 水泥船如今都换成了千吨
级货轮。 沫河口上游颍上船闸的数据显示，每天
约有 50 艘的千吨级船舶经过这里往返于沙颍
河、淮河之间。 就在记者逗留的一个多小时里，
就有 6 艘货轮从淮河逆流而上，驶入沙颍河，一
艘拖船拖着 7 艘货轮， 浩浩荡荡地从沙颍河驶
入淮河，顺流而下……忽然间，记者仿佛看到了
周口航运发展繁荣时刻的即将到来， 一种庄严
而又美好的情感在记者胸中流淌， 从黄土驶向
深蓝，从内河大港到航运出海，周口，从惊涛骇
浪中终于找到了一条破浪前进的坦途， 千万周
口人民正在向着“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方向
进发。 不久的将来，中原港城新周口一定会以崭
新的姿态引起世人瞩目。 ②2

11 艘拖船拖着 77 艘货轮从沙颍河驶入沫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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