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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鱼山专辑

今年的梅雨季节，不似往年雨水缠缠绵绵

连月不绝。未觉开始，已经结束。天上挂有阴阴

的云块，太阳偶尔穿云而出，露出脸直晒，迎面

小风吹过，也清爽不黏人。刚有点夏日燥热的味

道，就忽忽拉拉下起一阵雨，空气又凉爽起来。

大鱼山沉静端庄。黑松樟树胡枝子，还有

各种不知名的树木，枝繁叶茂，蓊郁青翠，像给

大鱼山披上绿色披肩。

地上小草青青，葱茏茂密。山顶山腰路侧，

不知不觉冒出了很多五节芒，高挑纤细，毛茸

茸的芒穗，灰里透白，似羽似云，随风摇曳，如

窈窕淑女，婆娑起舞。

阵雨过后，路旁石楠冬青碧绿清新，杜鹃

花、绣球花、朱瑾、月季、野菊花，抖落泪珠，挺

直腰杆，重新艳丽绽放。

蓝天白云，浩海瀚涛，楼舍高树，绿草青

山，管廊塔架，火炬储罐，构成了一幅和谐优美

的绿色石化基地风景画。

5年前第一次登上鱼山岛，是从海丰码头

上船，放眼望去，大片土地空空荡荡。岛上没有

路，所谓的路，是新开的山石土块临时铺成的，

只是车走得多了，姑且称路，刚刚还是路，一会

儿就被新开的土覆盖为地了。中巴车颠簸前

行，人不时从座位上弹起来，又落下去。

转过几个山头，不时看到地上堆着废弃的

轮胎，边上停着的皮卡；挖掘机正在开山，不断

挥舞长臂。兜兜转转，近1小时才到指挥部。就

在半山坡上，灰白的板房，常常整夜灯火通明。

同事说，外出时去时有路，回来就找不到

了，问谁谁也说不清楚，车子只好摸索着往前

开，有时差点开到海里，幸亏急刹车才免去一

祸。现场干活更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现如今，岛上完成路面硬化，新时代大道横亘

东西，中央大道贯穿南北，每条路都有自己的

名字，纵横交错，印着鱼山建设者的足迹。

宿舍远离生产区，是建在半山坡、山脚下

的临时板房，4人一间。后来岛上建起了楼房，

公寓配置，标准双人间，电视机、空调、热水器、

衣柜、桌椅一应俱全，24小时热水不间断。清

晨，告别花园中云霞般的映山红去现场；晚归，

品味窗前月下海棠花“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

空蒙月转廊”的意境，有时晚上可以沐浴海风

月下散步，也可以到健身房跑步健身、打羽毛

球、乒乓球，顺便到职工便利店买日用品。公司

还会组织篮球赛等活动，活跃岛上生活，政府部

门有时也会在夏夜组织慰问演出。每天忙碌而

充实。职工餐厅，窗明几净、整齐划一，饭菜品种

花样繁多，江浙口味、西北风味、东北特色等，让

来自天南海北的同事吃得饱，吃得香，驱赶走眼中

单调的灰和白，感受食物的美味，把心留在岛上。

以前，进出鱼山岛唯一交通工具是渡轮。

一遇风大雾大，船就会停航，出行得提前看天

气，网上抢票。老天爷仿佛考验人，有一段时

间，每到周末就刮台风，连续5个周末出不了

岛。如今，鱼山大桥、舟岱大桥贯通，鱼山岛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山平了，地阔了，装置一天比一天增多，管

道一天比一天变长，塔罐一个比一个高耸，储罐

一个比一个粗圆，现场设施密密麻麻，各有各自

的标识标牌，杂而不乱，有序分布。每个装置有

自己的使命，每道管廊有自己的方向，每个高塔

有自己的期盼，每个储罐有自己的守护……诸

多第一，许多专利，奏响着智慧建造的时代旋

律。每到夜晚，鱼山岛上流光溢彩，昔日小小渔

村华丽转身，蝶变为世界级石化产业城！

5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一群来自

四面八方天南海北的人，远离父母至亲，远离都

市繁华，远离俗世烟火，在岛上拓荒耕耘，重新

构建鱼山岛未来愿景，被外界称为奇迹。有值得

为之付出的大项目，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有

苦有泪也有甜，正是所谓心不苦就不辛苦。选择

了石油化工，就意味着风雨兼程。

站在观景平台，青山苍翠，海风习习。四周

炼塔林立，管廊回旋，火炬高耸，油船笛鸣；远

望，东海茫茫，碧波万里，鱼山岛如一艘航母正

破浪前行。

石化鱼山，我们的岛
□黄海莹

往事如烟，恍如昨日。

2017年，我与同学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加入浙石化这个大家庭。经过半年的装置学

习，2018年初，我们登上了开往鱼山基地的

轮船，之后两年的时间里，穿梭在组态建

设、管网吹扫、调试运行的各个环节中。看

着又高又大的车间厂房在我们手中拔地而

起，各类装置在我们手中稳定运行，成就感

油然而生。2021年的我们又投入到了二期组

态建设、管网吹扫、调试运行的各个环节中

并延续到2022年上半年。2022年已经过半，

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在鱼山生活将近5年了

呀。

初到鱼山时吃的第一顿饭是回族餐馆

的大碗拉面，那时没有几家饭店，不像现在

这般各种饭店食堂，烧烤小吃比比皆是。

那时的我们被安排住在二号营地紧挨

着二食堂的板房里，4人一间十几平方米，上

下铺住着，也没觉得挤，当然了，那时的行李

也没有现在那么多。后来搬到了宽敞一些3

人间倒班宿舍楼，多了一个灶台，给喜欢做

饭的同事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再后来我

们申请到岱山盛世豪庭三室一厅的公寓居

住，就此结束了鱼山的全天候“荒岛求生”生

活。

现在的鱼山最大的变化便是交通方面

了，鱼山大桥全线贯通后，大家不用再抢船

票，不用再小心计算着船期往返。那时没啥

重要的事情在岛上住一年半载的同事大有

人在，我便是其中的一员。再到后来的舟岱

大桥贯通，大家出行就更加方便啦。我人生

中第一次坐海船，彼岸便是鱼山。后来才知

道鱼山的气候，没有极度的严寒高冷，也没

有极度的潮气湿寒，好像是取了南方北方的

平均值一般。鱼山的四季在很多人眼里只是

加长的春季和秋季，这里的季节分界线不像

北方那样明显。鱼山的冬季最冷时一般在零

摄氏度左右，抗寒属性高的人一条裤子，一

件稍厚实点的外套就能横度整个冬天。

住在鱼山时的我，特别稀罕那海天一线

的夕阳，虽尚未发现在海浪中搏击的海燕，

但已见到了在海风中飞舞的海鸥。下班后在

海边道路上伴着夕阳散散步，我在海这头，

太阳在海那头。海镜子里倒映着的穿着红衣

的太阳，火红的云彩化作了太阳的衣衫，泛

着些许的波纹，缓步沉入大海。

祝愿我们的大美鱼山，越来越好，越来

越繁荣昌盛。

鱼山的变迁
□任平洋

鱼山岛以前是属于渔山乡的，因地在大

鱼山，村民多以捕鱼为业，才取此名。清康熙

《定海县志》中已经有“大鱼山”之名。为此，有

一段时间，我常常会打错字，总是把大鱼山、

小鱼山打成三点水的“渔”，现在很少出现这

个错误了，因为鱼山岛经常看见，因为渔山乡

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当然，现在不了解这段历

史的人，一看到“渔山乡”，依然会觉得有人把

字写错了。

建设中的鱼山岛，我去过，那应该是四五

年前吧，几位同事说要去那里办点事情，我那

时并不负责他们的项目，但对建设中的鱼山

很好奇，就厚着脸皮跟着去了。同事们在工

作，我不好打扰，除了帮着同事们拍几张照片

外，就在那个楼里四下转悠。

那次去的时候，鱼山大桥还在建设中，我

们通过当时的辅助桥进入的鱼山。到了基地，

看到现场的第一眼，心里浮现的一个词是：热

火朝天。真的，如果想换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

场面，还真想不出来。

那时候我们肉眼可见的就是，整个鱼山

岛尘土飞扬，空气中的尘土与地上的泥灰夹

杂在一起，各种大吨位的大货车来往频繁，装

钢筋的、装水泥的、装货物的，忙忙碌碌的，没

有停下来的时间。那天，我具体站在第几层

楼忘记了，只记得透过积满灰尘的玻璃窗，

久久地俯视着外面那个如火如荼的场面，龙

门吊、钢筋架、砂石、水泥，小汽车、大货车，所

有的一切都已让你想不起来，这个岛原来的

样子，只是想着，这个岛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规模。

原来的岛是什么样的呢？一位老家在鱼

山的朋友说，十几年前的鱼山岛，是个世外桃

源般的存在，跟本岛所有的渔村差不多，村里

的年轻人不多，只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守

着自己的房子，平时在家门口简单地种点菜、

赶赶海，日常的生活就是面朝大海，优哉游

哉。如果不是鱼山岛的开发，他们可能不会离开

这个小岛，不会搬到城里，而是一直这样生活下

去。

我住在县城，离鱼山岛只隔着半个小时

的距离，但前后两次上鱼山岛，居然隔了四年

的时间。第二次去鱼山岛，我是与同事一起去

做志愿者的。车子刚经过鱼山大桥，我就发现

那年看到过的大楼不见了，或许它还在，只是

我找不到它了，办公楼越来越多，那些水泥、

龙门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我说不出

来的设备，一根根黑色的设备像是庞大的水

管子，有规律地矗立在那里。

我站在鱼山岛车辆进出的路口，发现车辆

真的非常多，不同地方的车牌，车里坐着操着各

地口音的人们，这一天见过的车辆，比我在县城

生活多年见过的车辆都多。

有朋友到过鱼山岛的最高处，远远地拍了

一张照片，那个角度中的鱼山岛，仿佛是《星球

大战》中的某个场景。到了晚上，灯光亮起来，整

个岛就像是发出奇特银色光芒的某个星球。那

一刻，别说村民以前的山地、菜地和养殖塘了，

就连那年我见过的大大小小的山头也消失在这

些闪烁着的奇特灯光中。

曾经的村民们已经陆陆续续地离开了鱼山

岛，有的去了县城，有的去了外市，有的陪着老

伴，有的与孩子一起……在此工作着的更多的

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创业者们。他们带着

梦想，带着对这个岛的期待来到这里，有的甚至

拖家带口，在县城安家落户。

鱼山岛，曾经有过一场战争，那些英雄，至

今被人们歌颂着。鱼山岛，曾经有过面朝大海，

优哉游哉，那些琐碎的生活，寄托着人们对海岛

的向往。

如今的鱼山岛，车来车往，人潮涌动，继续

着另一种传奇，演绎着另一个故事。

读鱼山岛
□冷香清露

两座大桥横跨在东海海面上，宛如两条

长龙潜游在东海之滨，又像巨型脐带一样，将

岱山、鱼山等岛密切地连接着。

现在鱼山有4000万吨/年绿色炼化一体化

项目，俨然建设成了世界级大型、综合、现代的

绿色石化基地。在这里一排排厂房搭建整齐有

序，一条条公路铺设四通八达，一座座高塔矗

立直穿云霄。全国各地的化工技术工人汇聚于

此，全力创造中国速度，将举世瞩目的绿色石

化基地成功打造成了舟山“新名片”。

绿色石化基地从设计、建设、生产以及生

活全过程，始终秉承着“绿色环保”的总理念。

我们在岛上度过的每一天，能充分地感觉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我们的宿舍区依山而建，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每个夜晚，窗外的海浪声催我们尽快入

眠。每个清晨，山上灌木丛里“叽叽喳喳”的鸟

儿们又喊我们起床。去食堂的路上，必须翻过

一座小山丘。旁边这条小路也是新铺设的。雨

天时，在这条小路上总能发现各种“小可爱”，

比如说蜗牛、蚯蚓等。在农村长大的我，天生

对这些小动物没有抵抗力。我已经习惯在城

市的环境中学习、工作，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

它们的身影了。在这里再次见到它们在石板

台阶上努力攀爬，倍感亲切。这里多样性的生

物、完整的生物链，也充分印证了石化基地对

原始生态环境保护很到位，做到了工业生产

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

从食堂去往装置区有两条路，我们或定

点乘坐岛内公交车快速直达装置区，或通过

一条小路步行翻过岛上最高的山丘迂回到达

装置区。我往往会选择步行上班，一路上看似

艰辛，却充满趣味。

清晨爬山的路上，湿润的晨雾从海平面飘

来，一大部分停留在山腰，迷恋着那里的灌木，

极少的一部分冲到了山顶。我气喘吁吁地爬到

山顶，并大口大口地将晨雾吞下。我能敏锐地察

觉到晨雾里夹着青草及野花的淡香。被拨落的晨

露却不断地提醒着我，不要太沉迷于这山边的风

景，小心路滑。越过山丘，总能如期所愿地看到

有一栋楼在那里等候。这便是化验中心的办公

楼。这里的环境真的太舒适了。从外观看，它根

本不像是个化工装置该有的模样，反而更像一

座图书馆。每次路过化验楼身后的江南小庭院，

我总想坐在草丛边，或者靠在矮树下，看书或者

画画。我下山后在这总会放慢脚步，山上待不住

的小鸟也常常落到这里玩耍觅食。它们三五成

群飞来飞去，叫声在这个庭院里回荡，给人一种

错觉，好像在旅游景区似的。最后是手机的闹铃

唤醒了我，我该赶紧去工作了。

在这样和谐美好的的工作环境下，我们每

一个在绿色石化基地工作的员工都心情愉悦。

我们既守住了“绿水青山”，也建立起了一座座

“金山银山”。

在岛上
□王志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