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夫妻俩驻守黄海孤岛 32 年，无电无淡水年薪 5

千，黑夜里靠喝酒壮胆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个男子坐在黄海前哨开山岛的一块礁石上，

他目光茫然地望向远方，思念着家里的父母和妻儿。 

在华夏大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为了祖国的疆域，默默守护着。 

他们在各种艰苦的条件下，尽忠职守，只为保护国家的边疆安全。 

王继才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响应国家的号召，遵从组织的安排，和妻子

在黄海孤岛上坚守了三十二年，任劳任怨。 

他为了那座岛，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几乎将一生都留在了那座

岛上。 

他可敬的爱国精神，珍贵的奋斗品质，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 

临危受命 

1986 年，当时因国防需要，当地政府在开山岛上设立了一个哨所。 

但是因为那里的条件十分恶劣，不仅没有水电，就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是一座高悬海外的孤岛。 



 

因此，那里连续换了好几批民兵，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下来。 

可哨所必须要有人站岗，这时候，人民武装部想到了王继才，想让他去

那里站岗。 

王继才当时是村里的一位民兵营长，一家三口生活幸福。 

当时周围的人都在劝王继才打消这个念头，大家都知道那里条件艰苦，

去了纯属是受罪。 

村里的长辈也劝他，那里地方太偏了，来回要好几个小时，在那站岗和

蹲监狱没什么区别。 

王继才考虑良久，最终答应了这个请求。 



他认为既然是祖国的岗哨，那就一定要有人站岗，如果别人不愿意去，

那么我来。 

就这样，王继才踏上了那座荒无人烟的岛屿，开始了他的守岛生活。 

在上岛之前，王继才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但当他踏上岛的那一

刻，才发现现实情况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差。 

 

王继才来的时候，就带了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可当他看到眼前破旧的营

房时，他觉得自己东西带少了。 

岛上没有淡水，只能靠自己携带上岛，这里也没有电，天黑了只能点蜡

烛。 



除了这些还有肆虐的海风，一刮起来就撞得窗户乱响，寒风带着咸湿的

海水，从窗户缝钻进了屋子里。 

最折磨人的是岛上的蚊虫，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岛上水汽很足，每天

都充满了潮气。 

这种湿漉漉的环境不仅容易使人患上各类疾病，还非常适合蚊子生长。 

而王继才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在他上岛之前，别人给他准备了许多白酒和香烟，当时他还很疑惑，自

己从来不碰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带这个？ 

而这个夜晚，王继才终于发现了这些“废物”的用处。 

白酒用来驱寒，而香烟用来平复自己紧张的情绪，那一晚王继才不知道

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烟，更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王继才被雨声惊醒，他发现水已经顺着门缝涌了进来，找东西堵

住门缝。 

这阵雨还引出了岛上的“原住民”，动物们都跑了出来，享受这难得的淡

水。 

而王继才则被困在屋子里整整四天，每日就听着屋外的蛇嘶蛙鸣，直到

四天之后动物结束了“聚会”，他才能够走出屋门。 

这些都只是外在的困难，最难熬的是精神上的孤独。 



一个人长期守在一座岛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种精神压力很容易

将人压垮。 

他在岛上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隔着海看向自己家的方向。 

而他来到岛上站岗这件事，其实是瞒着他的妻子的。 

王继才的妻子王仕花最开始以为丈夫只是去执行个小任务，后来才得知

他是上岛了，而这一待就是一个多月。 

出于担心，王仕花搭乘了送补给的船，一起来到了岛上。 

当她见到瘦得不成人形的丈夫，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 

 

看着丈夫风吹日晒下黝黑的面庞，王仕花忍着泪水问他要不还是回去吧，

这里太苦了。 



可王继才考虑良久，还是选择了留在这里。 

他表示，如果没人来，那祖国的边疆谁来放哨？ 

王仕花回了家，可她一直放心不下自己的丈夫。 

每天做梦，都是王继才在海岛上辛劳的身影。 

这种思念折磨着她，让她几近夜不能寐。 

最终她下定决心，到海岛上去陪丈夫。 

为此，她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将两人的女儿交给了自己的父母照看，自

己则毅然决然地背起行囊，坐上了前往开山岛的船。 

坚守岗位 

王仕花也来到了开山岛，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一守，就是三十二年。 

两人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而且每天还有一大堆需要做的事情。 

 

清晨，夫妻二人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巡岛，检查周围的海滩，看看有

没有异常情况发生。随后二人便会回到哨兵所，开始一天的记录。 

两人在所里，除了要时刻关注过往船只的动向，还要用眼睛紧紧地盯着

海面，防止渔民出海时突遭意外。 

如果发现了紧急情况，他们要第一时间出海营救。 



但这种事故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王继才夫妇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

是看着大海波涛起伏。 

可再美的海景，终究会有看腻的那一天。 

王继才夫妇最开始的新鲜感，也随着时间消磨殆尽。 

为了消磨时光，也为了改善两人的居住环境，夫妻俩准备在岛上种一些

树木美化环境。 

可是岛上全是石头，根本就没有可供植物生存的土壤。 

为了种活树木，王继才托人从陆地上送来泥土和种子，开始了他的种植

大计。 

一连两年的努力都没能让这些树苗存活，可是王继才没有放弃，他铁了

心要给这座岛添点绿色。 

在夫妻俩的努力下，第三年的石头岛上，冒出了一棵苦楝树的幼苗。 

这棵幼苗让王继才信心大振，他又开始尝试别的植物，年复一年，岛上

不仅布满了绿树，还飘满了花果香。 

但这只是开山岛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在和狂风暴雨“战

斗”。 

夫妻俩在岛上每天要做的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升国旗。三十二年里，

他们俩一共升了一万多次旗。 



但是海岛上的狂风，总是会对国旗造成损伤。 

一次突发台风，为了不让国旗被吹风，王继才顶着狂风艰难地走到了山

顶，将国旗取下紧紧地抱在了怀中。 

而在下山的途中，一个不小心滚下了山坡，摔断了两根肋骨。 

在海岛上，小伤小病都是大事，可王继才夫妇却没有怨言，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 

 

每次海风刮破了营房，夫妻俩都会背上工具箱，一点一点地进行修补。 

但与物资短缺相比，这些困难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由于地方过于偏远，海岛上的物资又不能让两人自给自足，所以物资的

补给格外重要。 

可是受台风影响，每年他们都会遇到断水断粮的日子，最长的一次整整

持续了近二十天。 

那段时间，王继才一边带着妻子在海岛上捡食腥臭的牡蛎，靠着雨水生

活，一边盼望台风停下，救援船赶紧过来。 

靠着顽强的意志，他们挺过了三天粒米未进的日子，可是这些，都没有

动摇王继才守岛的决心。 

如果说两人遇到的最危急的情况，还是王仕花在海岛上生孩子那次。 

1987 年，王仕花到了预产期。 

王继才正准备将自己的妻子送回陆地上待产，可惜天公不作美，狂风大

作的海面卷起汹涌的浪花，让船只根本无法正常航行。 

当夜，王仕花突然要生产了。 

心急如焚的王继才立马拨通了人民武装部的电话，在医生的安抚下，王

继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之后按照医生的指导，准备好纱布、剪刀、酒精等医用工具，为自己的

妻子接生。 



屋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屋内王继才用剪刀剪断了儿子的脐带，随着婴

儿啼哭声的响起，王继才长舒了一口气，母子平安。 

这件事之后，王继才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志国”，鼓励他将来要报效祖

国。 

海岛上诞生了小生命，王继才夫妇都很开心，等到孩子大了一些，每天

都会带着他一起升国旗。 

等到 1995 年，转眼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 

为了下一代考虑，王继才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他想让孩子有更光

明的未来。 

可是当他见到卧病在床的老政委，那副病态让王继才到嘴边的话又说不

出口了。 

当老政委握着他的手嘱托他一定要守下去时，王继才点了点头，做出了

承诺。 

为了这个承诺，王继才一直坚守在海岛上，整整三十二年。 

 

鞠躬尽瘁不忘初心 

其实在海岛上的时候，王继才还遇见了很多考验他的事情。 



当时王继才夫妻俩在岛上一年只能赚 5000 元，一个月的月薪大约是

400 元，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而且为了给孩子交学费、盖房子，还在外面欠了一大笔外债。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这对夫妻省吃俭用，硬生生省下来了一笔钱，

供孩子读书。 

当时有犯罪分子盯上了这座“隐蔽”的海岛，想要在岛上开设违法场所，

于是想要用钱来收买王继才。 

面对那些拍在面前的红彤彤的钞票，王继才不为所动，直言自己不会干

出卖良心的事情。 

犯罪分子的威逼利诱，都没有让王继才动摇半分，他把这座岛屿当成了

自己的家，他坚守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 

岛上的辛苦是艰苦的，他们甚至没有业余生活，更没有时间去处理自己

的事情。 

正因如此，他们错过了父母的葬礼和自己女儿的婚礼。 

王继才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开山岛，在他尽力地建设下，岛上再也不是当

初简陋的模样，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不幸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2018 年的时候，王仕花因为身体原因，坐船回到了陆地，前往医院治

疗。 

也就是在这一年，王继才在巡逻途中心脏病突发，不幸离开了人世，年

仅五十八岁。 

得知这个消息后，王仕花十分悲痛，两人原本约好建军节一起升旗，可

是王继才却永远离开了她。 

在王继才去世后，被追授了烈士称号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而王

仕花回到了岛屿上，继续着丈夫未完成的事业。 

但是考虑到王仕花的身体状况，组织决定让她担任名誉所长，没有必要

再去岛上巡逻。 

 



而守岛的人则由当地民兵自愿轮换，十到十五天一换，极大地减轻了守

岛人的心理负担。 

王继才虽已离去，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流传了下来。 

许多人听闻王继才的事迹，都来到了开山岛瞻仰他的事迹。 

而在开山岛上，存放着王继才的遗物和多年守岛留下的各类物品。 

它们记录着王继才在岛上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是王继才意志的传承。 

现在岛上的淡水可以自给自足，还通了电，厨房里也安装了煤气灶，所

有的房屋都被翻新，条件有了极大地改善。 

守岛人永远不会缺少，王继才的事迹在不断影响着后来人，而他的美好

品格，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去体会学习。 

 

“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爱岗敬业”这些形容词用来描述王继才的事迹，显

得太过平淡。 



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卫开山岛，守卫祖国的边疆。 

王继才经历的困难，在常人看来都是无法忍受的，而他却因为一个承诺，

坚守了三十二年。 

“君子一诺重千钧”，王继才言行合一，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何

谓“无私”，何谓“信仰”。 

做一个像王继才那样的人，或许很难，但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时刻保

持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生贵在坚持，只要能够保持一颗坚定的心，不忘自己的初心使命，那

么再普通的事情，都会绽放出属于它的光彩。 

除了王继才，还有千千万万坚守在自己岗位的“奉献者”们，正是因为他

们的存在，才有了我们现在安定和谐的社会。 

向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 

 


	临危受命
	坚守岗位
	鞠躬尽瘁不忘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