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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戢山在地图上毫不
起眼，只是许多人闻所未闻
的一个小小的点，而就是这
个 “点 ”因大戢山灯塔而成
为导航重地。

大戢山灯塔具体位置
为北纬 30°48′35″ 、 东经
122°10′28″， 位于长江口
外东偏南海域中，是国际航
线与中国沿海南北大通道
的交汇处、远洋货轮进出长
江口的必经之地。

大 戢 山 灯 塔 始 建 于
1869 年， 是我国最早建造
的沿海灯塔之一，曾于战争
中遭毁 ， 后以钢架置灯 。

1958 年重建圆柱形砖结构
灯塔 。 现在使用的灯塔是
1994 年在原址上重建。

守护大海的“眼睛”
■摄影/本报记者 赵立荣 文字/本报记者 张晓鸣

“石屋依山坡，灯塔光闪烁；

人都说岛上苦，孤独又寂寞，

自从那天上了岛，

甘愿青春伴海涛……”

这是大戢山灯塔主任池才明刚上

岛当灯塔工时，在黑板报上写下的一首

诗。 如今，他在岛上已经工作 30 多个年

头。 多年的坚守，只为那一盏明灯，照亮

船舶前行的方向……

当个灯塔工，说简单很简单，每晚只

要把灯点亮，让它发出光芒；说复杂是真

复杂，天有不测风云，谁能说灯塔不会发

生故障、出现意外？ 每年台风多发季节，

便是灯塔最易失常的时候。

有一年台风袭击上海，大戢山的风

力达到了 12 级以上，连续八个多小时的

狂风暴雨， 将大戢山灯塔 DGPS 发信天

线刮断了两根。 由于天气恶劣，维修人

员短时间内不可能赶到。“不能再等了！”

池才明一咬牙说，“上，我来修！ ”呼呼作

响的大风把他的衣服吹得鼓起，身体平

衡受到极大影响，再上去太危险了。 他

只好下来，用绳子把裤脚扎紧，用皮带保

险绳把衣服收紧，把修理用的工具放进

裤袋，不带工具包，一步一步攀向天线顶

端。池才明整个人被大风吹得颠来晃去，

眼睛根本睁不开，只能硬着头皮上去，费

好大劲才把天线修好。 一看表，离规定

必须修好的 12 小时，只差 10 分钟！

池才明的微信名字叫“岛主”。 听上

去豪气，但这个“岛主”并不好当。 小岛

上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极其艰苦的。 2001

年夏天两度刮台风，岛上菜吃完了，粮食

也捉襟见肘，他们整整吃了 7 天的酱油

炒饭，仍没等到补给，只好改喝稀饭，而

且每人每顿限吃一碗。 又是两天过去，

终于盼来补给船。 “那个开心呵，赶紧煮

上三斤米，没等上菜，就有人一口气下肚

八两饭！ ”池才明说，这样的窘境在岛上

经常会发生。

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象，更让人难以

忍受的是孤独。 池才明第一次告别家人

上岛守灯，岛上只有他和另外一个职工。

那一次， 两个人在岛上坚守了整整 77

天。下岛回到家，他一看见家人就禁不住

激动落泪。

有时候， 实在寂寞难忍， 怎么办？

“看书，”池才明笑着说。 现在的灯塔工

再不是以往的守灯人了，必须要有文化、

有知识，要有过硬的技术和能力。 为此，

他不断加强电气、机械、计算机等知识的

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一次，半夜时分，全球卫星定位差分

设备发生故障报警，信号不能发出。 从

芦潮港搭船到大戢山， 直线距离 29 公

里，维修人员上岛抢修，最快也要 5 个小

时。 池才明马上查找原因、研究问题。 经

过反复调试，他发现原来是放大电路板

坏了，于是立即更换，仅用短短 20 分钟

就排除故障。

这个春节，池才明和同事仍然坚守

在岛上，正常上班。 他们特别对灯塔进

行了大扫除，尤其是将灯上的蒙尘、水珠

擦净，尽好职责，迎接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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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戢山四面围海，山势陡峭，灯塔工们每天都要走过崎岖的山路，

到达工作岗位。

生活必需品只能通过特制轨道运上山。

由于交通不便， 灯塔工们利用业余时间， 在园区空地上种上蔬

菜，自给自足。

山上的生活设施极为简单，宿舍就是灯塔工的家。

大戢山灯塔耸立在山顶，为来往船舶指引前行方向。

池才明本职工作之余，刻苦钻研维修技术，几次危急时刻大显身手，及时排除设备故障。

灯塔信号发射技术升级换代，池才明与时俱进，加强电气、计算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春节假期，池才明和同事们仍然坚守岗位，为维护航运安全舍小家为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