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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这是参与过的7次水下救援中最难的一次

请扫描
关注《独家责任》

长江沉船事件发生后，海
军工程大学受令派出潜水分队
赴监利大马洲长江水段救援。

谢启峰担负的任务是为吊
起、扶正沉船探摸穿钢缆的位
置。这项任务越快完成越利于
救援。

首次下水后，谢启峰坦言
“不是很理想”。短暂休息后，
他又潜入水中，在浑浊的江水
中艰难搜索着。就这样一次次
上来，又一次次钻进水里，即便
水下能见度为零，他和战友们
都没放弃希望。

凌晨时分，刚从水里出来

的谢启峰站在船板上，被江风
一吹，冻得浑身发抖。

听 到 队 员 喊“ 再 来 几 个
人 ”后 ，他 又 整 理 护 具 跳 入
了江水中。

谢启峰在接受郑州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他至少参与了7
次水下救援，这是最难的一
次。一是水下能见度很低，伸
手不见五指，这是最大的障碍，
在水下完全是探摸。二是水下
气温越来越低，流速也比较
大。三是船体大部分门窗都是
关闭的，需要破开才能进入，下
水后他一共撬开了6个门窗。

今年 33 岁的谢启峰，驻马
店上蔡县人，四级军士长，2000
年12月入伍，2003年6月入党，
现在海军工程大学动力工程学
院潜水分队服役。

谢启峰可谓出生在海军
世家。父亲谢红彦上世纪 70
年代在青岛舰艇上当海军，谢
启峰的大哥也是一名海军，前
年刚转业。

郑州晚报记者 4 日来到他
的老家。聂凤琴和她老伴谢红
彦正在看央视新闻，通过电视
关注着长江沉船事件救援现场
的一举一动。

“他去水下救援没跟我们
说过。”聂凤琴说，2 日晚看
新闻联播时，看到儿子也参
与救援，画面上显示他下江，
还有协助战友解救 65 岁大妈
朱红美等情节。

当晚聂凤琴两三次拿起电

话想给谢启峰打个电话，拿
起后又放下，整夜脑海里都
是 电 视 画 面 里 的 情 景 。 但
身在海军世家，她知道部队
的纪律，也清楚儿子正在前
线忙碌，现在打电话容易分
散救援精力。

第二天一早，她给儿媳打
电话，证实谢启峰就在一线。
吃午饭片刻，谢启峰给她打来
电话，也没介绍现场情况，只是
简单说了两句，称自己正在救
援很忙，便匆匆挂断电话。

聂凤琴鼓励儿子好好去救
人，别的事别想。挂断电话，她
才意识到忘提醒儿子自己注意
安全。

救援进入第四天，聂凤琴
没再给儿子打过电话。老两口
平常闲下来就坐在沙发上看电
视，盼着儿子出现在画面上，算
是告一声“平安”。

2000 年参军后，谢启峰就
很少回家。武汉距上蔡 300 多
公里，三四个小时车程，但谢启
峰每年最多回家两次，多数都
是一次。

今年春节回家，本来在家
要过到正月十五。初四当天一
起来他就要走，说单位打电话
了，需要执行任务。

嘴上说得最多的是“我很
忙”，提前归队，他也不说原
因。知道部队纪律，聂凤琴也
不多问。

两年前，聂凤琴去武汉帮
忙照顾小孙女半个多月，谢启
峰下班到家比较晚，就两个晚
上带她去小游园里走走。

谢红彦插嘴说，启峰有责

任心，分派给他的任务都超额
完成，是能吃苦的孩子。

至今有一件事让聂凤琴耿
耿于怀。去年她突发冠心病在
医院住院，就老伴谢红彦在身
边陪着，谢启峰连这事都不知
道。事后聂凤琴给儿子打电话
埋怨他，儿子电话那头笑嘻嘻
地说：“你也该打电话给我说
下，我问下啊。”

游子在 外 地 ，父 母 常 牵
挂。谢启峰常年在外，平常电
话也不多。想起孩子时，聂凤
琴便打开一个塑料袋——里
面装有谢启峰早些年获得的
多枚奖章。

见到奖章，如同见到了在
前线拼搏的儿子。

“我很忙”成了他的口头禅

谢启峰高中毕业 15 年了，
当时的班主任黄志刚对他仍有
印象。

“孩子能吃苦，做事持之以
恒。”在黄志刚看来，谢启峰能
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足为奇。

高中时，谢启峰身体素质
好，是班上体育委员，平常常打
篮球。2000年6月份高考成绩
不是特别好，当时黄志刚劝他
再复读一年，但谢启峰似乎已
经认定了要去当兵。

当年 9 月，谢启峰到青岛
潜艇学院当兵，第二年转到
海军工程大学，2002 年转为
士官。

到武汉后，谢启峰还给黄
志刚写过信，感谢老师当年栽
培，为自己当年没考上好大学
感到遗憾，并介绍自己在武汉
当潜水教练。

“教练也就是老师。”黄志
刚回信勉励他考没考上好大学
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干好本职
工作，深钻细琢，照样能成才，
并希望他毫不保留地将自己潜
水经验传授给学员。

黄志刚说谢启峰做事有恒
心，认定的目标不放松，不是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当兵 15 年，
他一直摸索潜水专业，干一行
爱一行。

高中班主任：他做事持之以恒

6 日中午，趁在救援现场
等候命令时，郑州晚报记者连
线了英雄潜水员谢启峰。

谢启峰是 2 日首批赶到救
援现场的潜水员。“东方之星”
沉船扶正前，他们潜水员轮
换下水搜救。“主要是水下船
体空间有限，都下去并不利
于救援。”

沉船扶正后得到休息命
令，但谢启峰说躺下后又想起
白天救援的事，难以入眠。

在电视机前有很多救援细
节至今难忘，身在现场的谢启
峰也被好多细节感动。当 65
岁大妈朱红美被救出时，以及
另一名幸运者陈书涵获救，让
在场的人看到了生的希望，给
了潜水员们信心；还有战友官
东出水那一刻，他双眼通红，鼻
孔出血，为官东的敢于牺牲的
精神所感动。

再刚强的汉子也有柔弱的

一面。谢启峰说，平常出任务
多，心理变化也多。这次施救
现场有很多家属，亲人阴阳相
隔，他们心情沉重。谢启峰说
看了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击中
自己最柔弱的地方。还有朱
红美出水那一刻，激动的心情
无以言表。

谢启峰说平常忙的时候特
别多，基本没有多少 空 闲 时
间。遇到这类救援，父母在家
肯定担心。他托本报给父母
捎话：“父母身体不太好，注意
身体。我这边一切都好，不用
担心。”

“天天忙工作，孩子全是
妻子一人带；孩子想让爸爸
陪着出去玩，我也是抽不出
来 时 间 ，哄 她 让 等 等 ，再 等
等。”谢启峰说感觉亏欠妻子
和孩子太多，但选择了军人
就要勇于面对，相信孩子长大
后能够理解。

托记者给父母报平安

图中右一黑衣托举人即为谢启峰

当地宣传部将电视新闻截图照
片送给谢启峰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