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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宣讲的次数渐多，更多厦门故事开始
出现在林振其的讲课中。“这样讲述让孩子们
听起来更亲切，更易于接受。”林振其说。

讲好红色故事，林振其靠的是多年的积
淀。1988年，他开始担任高崎小学校长。从那
时起，他以挖掘高崎小学历史为切入点，走访
相关人士、收集整理高崎的红色故事，先后编
辑《殿前历史文化大观》和《重新认识高崎》等
校本教材。成为宣讲员后，他进一步挖掘、学
习、研究包括海堤建设在内的厦门故事，特别
是湖里红色故事，先后编写了“学伟大中国精
神，在新时代创新辉煌”“知党史感党恩，传承
红色基因——讲述湖里的红色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海堤精神”等宣讲稿，深入校园开
展宣讲报告，推动青少年“四史三爱”教育。

面向青少年的宣讲如何更好地激发孩子们
的兴趣？林振其开始在宣讲形式上与时俱进，四
处收集海堤建设和其他宣讲主题的老照片，学着
制作宣讲PPT，努力使宣讲内容图文并茂。再后
来，他带着宣讲报告走出课堂，走进厦门海堤纪
念馆、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等，带领孩子们在实
地参观中更好地领会和感悟红色精神。“有个孩
子在海堤纪念馆听完我的宣讲，回去在作文中写
到他想成为林爷爷这样的宣讲员，和林爷爷一样
宣讲海堤故事。”林振其说，“那个时候真的很感
动，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

听爷爷讲那海堤的故事
老教师林振其退休后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为孩子们讲述厦门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郭睿 通讯员 吕暖
“海堤的建设改变了我的生

活，‘海堤精神’值得我一辈子学
习与践行。‘移山填海，团结奉献，
科学创新，自强不息’的‘海堤精
神’永远保持新鲜。”放映完最后
一页PPT，林振其向台下鞠躬致
意。这样的场景一年要上演三四
十次，很多时候台下坐着的是青
少年。

林振其是一名退休教育工作
者，也是一名老党员。近年来，他
还有另一个身份——湖里区教育
系统关工委办公室主任、区关工
委宣讲报告团成员。从1994年
初次接触关工委工作，到2007年
退休后全心投入其中，林振其用
了近30年的时间，诠释了一名老
同志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拳拳
之心。

在昨日召开的厦门市关工
委第二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
上，林振其作为先进代表登台接
受表彰。在中国关工委组织的
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评
选中，林振其光荣上榜，全国获
此殊荣的仅73人。“我觉得受之
有愧，身边很多老同志都在为关
心下一代工作付出。如果说我
真的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应该
是对孩子们的爱吧。”林振其说。

2013年，66岁的林振其被聘为湖里区关
工委宣讲团成员。关工委的全称是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报告团的宣讲对象自然也是下
一代。作为曾经站在三尺讲台上的老教师、老
校长，林振其对讲课并不陌生，但以新身份回
到讲台上该讲些什么？他认为，结合他自己这
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可以引导青少年增强
爱国意识，十分有意义。

带着这样的思考，从人生经历出发，林振

其把目光投向脚下土地。1953年6月17日，
厦门海堤开建，6岁的林振其就住在海堤边，耳
闻目睹了许多艰辛又振奋人心的建设故事。
海堤建设带给林振其的不仅是“天堑变通途”
的震撼，还在他心底埋下弘扬海堤精神的种
子。“海堤精神是厦门精神的一部分，厦门的发
展离不开这样的精神力量。”林振其决定把海
堤故事带进校园，“希望下一代了解这段历史，
从海堤精神中汲取成长力量。”林振其表示。

林振其和关心下一代工作结缘很早。早
在1973年，26岁的他成为家乡的一名小学老
师，1988年被任命为厦门市高崎小学校长，在
教育一线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最初只是
把它当工作，后来全身心投入其中，我越来越
喜欢和孩子们相处。”林振其说。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关工委成立，厦门
关心下一代工作也随之开启新篇章。1994年，
厦门市高崎小学关工委成立，时任学校书记、
校长的林振其兼任该校关工委主任。“‘五老’
不仅进校园为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指导年轻
家长做好家庭教育，还把社会上对学校的评
价、期望传递给学校，让我们更好地开展工
作。”林振其说，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关注关工委
工作。退休后，他更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其中。

2010年，林振其被聘为湖里区教育系统关
工委办公室主任。和此前在单个学校开展关工
委工作不同，如何把一个区教育系统的关工委工
作做好，成为摆在他和“同事们”面前的难题。“当
时区里还有部分学校未成立关工委组织，我们用

一两年的时间在一个又一个学校跑，就是要先把
关工委组织建立起来。”在林振其等湖里区教育
关工委老同志的努力下，目前，该区有67所公办
中小学、幼儿园成立了关工委，基本实现了关工
委组织的全覆盖。

在湖里区教育系统关工委，林振其的另一
项工作是抓好由教育部关工委发起的全国青
少年“五好小公民”“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
读书活动。在市、区教育局的重视和市、区关
工委的关心指导下，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
下，湖里区教育局连续十届获得全国主题教育
活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一大批学校荣获全国

“主题教育读书活动示范校”，一个又一个厦门
孩子摘得了荣誉。

如今，这位76岁的老同志还在拼命“奔
跑”，经常坐在电脑前工作。“我得把每天开展
的工作写下来，通过各类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
解关工委的工作，”林振其笑道，“经常是老伙
伴们在泡茶、吃饭，我在写新闻。新闻讲究时
效性，这事可不能慢。”

B 会讲故事的林爷爷

C 拼命“奔跑”的老同志

如果说我真的有
什么做得好的地方，应
该是对孩子们的爱吧。

海堤精神是厦门
精神的一部分，厦门的
发展离不开这样的精
神力量。

林振其讲的厦门红色故事深受孩子们欢迎林振其讲的厦门红色故事深受孩子们欢迎。（。（市关工委市关工委 供图供图））

◀林振其在厦门海堤纪念公园向青
少年宣讲海堤精神。

（受访者 供图）

“

A 重回讲台的老教师

去年5月，厦门港启用智慧疏浚系
统，该系统整合了互联网、物联网、北
斗定位、GIS等技术，通过船载硬件设
备便可远程对施工全过程进行动态监
管，相当于装上了“智慧眼”和“智慧大
脑”。

“随着新技术新设备引入，紧跟全
港智能化建设步伐，我们也不断调整
工程作业船舶监管模式。”厦门港务建
设集团工程技术部负责人柯宇翔表
示，目前所有施工船舶均安装智慧作
业系统，通过实时定位、轨迹回放、视
频监控三大板块，可详细展示、记录船
舶作业过程信息，为完整作业链路提
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柯宇翔说，港口规模越来越大、要
求越来越高，加上市场需求变化，倒逼
航道和港池维护作业监管向智能化、
信息化转型，还要辅之以旁站监理制
度，全方位监控船舶动态和现场施工
作业操作流程等是否合规、船舶抛泥
是否到位，根除施工船舶过度溢流、偷
抛、乱抛等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行为。

在此基础上，厦门港务建设集团
组建了专门团队，对疏浚数据进行全

周期收集，致力于从量化分析层面深
度挖潜，让大数据“说话”。

这些数据能发挥什么作用？“通过
每日监测统计、每月汇总数据形成维
护记录并计入工程数据统计表，后续
可应用于航道和港池回淤强度统计、
维护效率分析和下一年度维护工程量
测算等方面。”柯宇翔说，这便于更科
学地在“补短板”的同时，实现提质增
效降本，进而对全港优化航道和港池
维护模式提供重要参考借鉴。

厦门是国家确认的港口型物流枢
纽，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的
角度看，航道和港池是巨轮进出港的
通路，只有航道和港池安全、畅通、稳
定，才能带来更多航线、货物聚集。厦
门港务控股集团表示，接下来将加快
对标世界一流水平，在维护疏浚智能
化监管模式以及作业船舶先进程度、
动力装备上不断优化提升，夯实“智慧
港口”建设的基础，为厦门港积极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保障，支
撑巩固厦门港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地
位，助力世界一流港口、东南国际航运
中心建设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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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地中海丹尼
特”“马士基艾佛拉”“美庚
马士基”接连驶入厦门
港。这些15万吨、20万吨
级的大型集装箱船舶，并
不是厦门港的“稀客”——
当前，厦门港已成为全世
界巨轮的“打卡”胜地。

“一寸水、千吨货”道
出了厦门港成功拥抱“大
船时代”的秘诀。深水航
道、深水码头发展与船舶
大型化发展互为基础、互
为促进、互为支撑。近年
来，我市着力打造深水航
道+深水码头“两深工程”，
厦门港口管理局牵头统筹
厦门港航道疏浚工程、厦
门港（海沧、东渡、翔安港
区）码头港池水域维护工
程顺利实施，实现了航道
和港池统一维护的重大升
级，为港口生产提供优质
的水深保障和通行保障，
让厦门港船舶接待服务能
力始终处于世界一流水
平，创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

所谓统一维护模式，
是指将航道和港池水域看
作一个整体，开展统一招
标、统一施工和统一管
理。厦门港口管理局表
示，该模式自2019年启用
后，效果立竿见影，至今没
有一个艘次因水深问题延
迟靠泊，船舶靠泊和航
道 通 航 保 障 率 均 达
100%，还解决了航道
与港池维护疏浚不同
步等问题，为厦门港
打造“平安航道”、进
一步提升航运能级作
出重要贡献。

日前，记者跟随交通船来到海沧
港区4#泊位附近，一艘专“吃”淤泥的

“厦港浚001”号自航耙吸式挖泥船正
在海上进行常态化维护施工，船长陈
文家指挥操耙手操纵耙臂，把一个“大
吸管”插到10多米深的水下，不多时，
淤泥就被吸入船底的泥舱里。就这
样，耙吸船一边航行，一边“翻江倒
海”，待泥舱全部装满，就驶向约40公
里外的东碇岛抛泥。

厦门港务建设集团项目负责人李
珊介绍，目前有多艘耙吸船和抓斗船、
泥驳船常态化驻守厦门港，以常年定
期维护和一次性维护（比如遇异常回
淤或者有紧急情况，常驻船舶会立马
进行抢通施工）相结合的作业方式，牢
牢守住水深这条港口“生命线”，为港
口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由于上游来泥沙，在海水“推波助
澜”作用下，航道和港池水域易发生回
淤，需进行常态化专业化的疏浚清淤
维护，令其达到足够面积和水深，通俗
来讲就是“能走更大的船”。换言之，
若没有航道和港池统一维护的助力，
世界一流港口的建设就缺少重要支
撑，更难以催生经由港口串联起的对

外贸易之路。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因维护标准、

施工单位、维护时段等不同，航道和港
池维护疏浚交叉干扰、相互影响，造成
维护效率低、维护成本高，甚至影响部
分码头企业生产经营，各码头经常因
此“扯皮”。一位码头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航道和港池交由第三方来统一
维护后，大家再也没“红过脸”，施工作
业结合码头生产“一盘棋”规划，破解
了“各自为政”导致的突出问题，进一
步提升维护疏浚效率和港区通航保证
率，各码头企业也有更多精力和资源
专注生产。

厦门港生产繁忙，进出港船舶船型
大、种类多、流量密集，通航环境复杂，
维护疏浚难度较为突出。“由于施工期
间并不禁航，我们只能抢抓港口生产的
空档期，采取快速突击、见缝插针的作
业方式，来确保维护疏浚的及时性。”李
珊说，得益于港口、海事、引航等相关单
位和码头企业的大力支持，海沧、东渡、
翔安三大主要港区去年完成清淤疏浚
作业量384.86万立方米，航道和港池
水深考核均满足技术要求，顺利保障大
型船舶安全进出港和靠泊。

厦门港航道疏浚以及海沧、
东渡、翔安港区码头港池水域维护

工程均为厦门市重点建设项目，由厦
门港口管理局牵头，厦门港航道保障中
心（航道）、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港池）作为
业主单位，厦门港务建设集团负责建设
管理，针对航道和港池（船舶停泊、回旋
水域）进行统一维护疏浚，目前涉及维
护总面积约 21.31 平方公里（其中

航道约14.23平方公里、港池约
7.0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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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装上“智慧大脑”

下好统一维护“一盘棋”

我市致力于
实现厦门港
航道和港池
统一维护升
级，为港口
生产提供优
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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