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金鹭 通讯
员陈帅 宋兵）“以前，船舶要
回船籍港——安徽进行年检，
来回至少要两天。这次在宁波
检验，只花了半天。”近日，在
宁波梅山国际集装箱码头，安
徽蚌埠籍敞口集装箱船“远翔
66”轮完成年度检验后，船东
王年生点赞道。

记者了解到，这是长三角
“通检互认”试点全面启动以
来，首艘在浙江享受该便利举
措的外省籍船舶。“以前，大多
数国内航行船舶在营运期间，
每 年 需 在 特 定 时 期 返 回 船 籍
港，接受船舶检验，或由船籍
港船舶检验机构指派验船师远
赴其船舶营运地进行检验。”宁
波市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对船舶而言，回船籍港检
验，流程周期长、成本高。今
年 5 月 1 日起，长三角三省一市

（浙江、江苏、安徽、上海） 的
船舶在营运期间，可就近选择
区 域 内 地 方 船 检 机 构 进 行 检
验，检验结果在长三角区域船
检机构间互认，和小汽车异地
检验类似，打破了检验的地域
限制，实现长三角区域内船舶
检验“就近申请、就近检验、
就近发证”。

试点全面推行期间，船东
可向长三角区域所有船舶检验

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申请“通检
互认”。主要受理的船舶为船龄
10 年以内的海船，以及船龄 12
年以内的内河船，受理的检验
种类为年度检验和临时检验。
据悉，长三角区域内超 1.4 万艘
船舶将享受该项高效便利的服
务。

全面实施“通检互认”试
点后，船东可根据船舶靠泊地
点，随时向当地船检部门申请
检验，整个检验过程只需半天
即可完成，相较于以往的检验
模式，节省了 75%以上的时间
成本，以及上千元的交通、食
宿费用。

自“通检互认”试点在长
三角区域推行以来，宁波港航
船检验部门积极响应，主动排
摸长期在外地运营的宁波籍船
舶和长期在宁波运营的外地籍
船舶，有针对性地指导“通检
互认”工作，为全国范围内的
船舶检验“通检互认”工作提
供探索经验。

实现船舶检验在全国范围
内“通检互认”是交通运输部
2024 年 民 生 实 事 项 目 。 业 内
专家表示，“通检互认”政策
的 实 施 ， 有 助 于 优 化 长 三 角
区 域 的 营 商 环 境 ， 将 吸 引 更
多的航运企业和船舶前来长三
角区域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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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奖章”获得者，现任
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
长 ， 曾 获 “ 中 国 好 人 ”

“ 全 国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四个 100’先进典型最
美志愿者”“全国最美拥
军人物”等荣誉称号。

孙嘉怿：因为敬佩与感动，所以坚持

记者 徐丽敏

为 烈 士 寻 亲 、 为 烈 士 修 复 遗
物、陪同烈属祭扫⋯⋯7 年间，孙
嘉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足
迹遍布 7 个国家、25 个省份，完成
了 1400 多 位 烈 士 的 寻 亲 工 作 ； 搜
集 、 整 理 烈 士 安 葬 地 信 息 4 万 余
条；拍摄烈士陵园及纪念设施 724
座。

每一个案例
激励我们前行

记者：您为烈士寻亲，应该是
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当时出
于什么原因，让您坚持走在为烈士
寻亲的路上？

孙嘉怿：刚开始时，我并没有
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去为烈士寻亲，

我接触了很多参加过抗战的老兵，
也看了很多与战争相关的书籍，从
心底里敬佩那些上过战场的英雄，
后来我去过的烈士陵园多了，就有
一些烈士家属在网上关注到我，尝
试着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帮助他
们寻找亲人的安葬地。

起初，我们都是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做成或坚
持做下去。后来，我看到很多烈士
家属因为寻亲成功，跪倒在墓前失
声痛哭等场景时，才觉得这件事情
要坚持做下去。

其实，除了自己坚持做以外，
我还要带动更多人去做，因为一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大家的力量
聚在一起，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得更
大、更好、更有意义。

记者：您和伙伴们的足迹遍布
7 个国家，完成了 1400 多位烈士的
寻亲工作，这中间一定遇到过许多
困难，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
么？在这一过程中您和小伙伴在精
神上受到了怎样的感染？

孙嘉怿：在为烈士寻亲的过程
中，每一阶段都会有事情让我很受
触动，比如最近给舟山的一个烈士
陵园的烈士寻找亲属，当我们找到
一位叫宁顺华的烈士亲属时，整个
团队以及寻亲的志愿者都很感动。
为什么呢？因为烈士还有直系亲属
—— 女 儿 ， 目 前 女 儿 、 女 婿 在 老
家，女儿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安
葬 在 浙 江 。 其 实 ， 他 们 也 曾 经 到
浙 江 找 过 很 多 次 ， 但 是 ， 都 没 有
找 到 亲 人 。 他 们 一 直 寻 找 ， 没 有
放 弃 ， 终 于 在 暮 年 找 到 了 父 亲 的
安息之地。

我还接到了一位烈士家属的电
话。他非常感谢浙江人民，在这么
多年里让烈士有很好的长眠环境，
每年还有很多人前去祭奠。

每一个案例都不断地激励着我
们志愿者一次次努力前行，因为不
是每一次的寻找都会成功。当我们
寻找失败感到特别沮丧时，每每想
到被找到的烈士背后的故事，以及
他们的亲人为了寻找他们经历了几
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艰辛，我们就

会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

像家人一样
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记者：从最初的一个人，到现
在的 400 多人并肩同行，您是如何
团结天南地北的“追星人”，开展
烈士志愿服务工作的？

孙嘉怿：在这么多年为烈士寻
亲的过程中，我特别感谢这么多志
愿者，我们走到一起，互相信任，
互相帮助，去完成一件又一件在以
前看起来不可能做成的事。

志愿者或者志愿服务团队，是
因为有共同的爱好、理念、心愿，
所以自发聚集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在团队中，我会把自己放到很低的
位置，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做同
样的事情，没有高低之分。

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
在互联网上我们就是一家人。因为
是 一 家 人 ， 所 以 ， 大 家 心 往 一 处
想，劲往一处使。互相帮助、互相
支持，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也才
能管理好团队。

我也一直和我们的志愿者讲，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都是社
会中小小的一朵浪花，但是我们每
个人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就足够了。一个人、两个人、十个
人、一百个人、几百个人⋯⋯汇聚
在一起，就形成了磅礴的力量。

更好发挥
宁波人“热心肠”的特性

记者：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我
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您在志愿服务
过程中是如何弘扬烈士精神的？

孙嘉怿： 为 烈 士 寻 亲 只 是 第
一 步 ， 在 认 识 这 些 以 前 从 来 都 没
有 听 说 过 的 烈 士 的 过 程 中 ， 我 们
去翻阅一些史料，查找一些信息，
会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
故事。我们会把烈士的事迹、家人
寻 找 的 经 历 及 烈 士 的 精 神 融 合 到
一 起 ， 写 成 一 章 章 的 烈 士 故 事 。
这些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你觉得很遥远，但是又很近。把这
些零散的故事整合在一起，就成为
党 史 、 军 史 的 一 部 分 ， 也 是 很 好
的思政教材。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我会采
用不同的讲述方式。比如针对低龄
段孩子，我会通过动画片或者他们
喜欢的电影去切入，再引出一些烈
士故事；如果是到部队或者是向老
兵讲烈士故事，我会从一些战役的
打法、过程去切入，他们相对比较
了解，更容易接受。

宁波本身就是一块红色土地，
有革命老区，在为烈士寻亲的过程
中，我遇到过许多很感人的红色故
事，比如“三五支队”的交通员，
曾经发生在四明山中的感人故事，
这些故事就是活生生的宣讲案例。
讲述家乡的烈士故事，会让听众产
生亲近感，从而让他们沉下心去听
这些故事。我认为好的宣讲方式，
就 是 跟 老 百 姓 坐 在 一 起 边 聊 边 宣
传，这样的宣讲效果更好。

记者：志愿者是城市文明的一
张名片，作为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
秘书长，您认为一个文明城市应该
如何去推动志愿服务事业？

孙嘉怿：我去过很多地方，但
是绕一圈回来后，发现宁波的文明
程度很高。以慈善为例，只要有人
需要帮忙，大家就踊跃参与。这正
体现了这座城市市民的特性——热
心肠。志愿服务同样如此，就是很
多“热心肠”聚在一起，做一些有
意义的事。

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如何发挥
好宁波人“热心肠”的特性是一个
重要课题。我认为，要让老百姓有
机会亲身参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我相信生活中很多人愿意搭
把手，无形中他们就会有获得感。

志愿服务对大家而言，是生活
中方方面面的热心人伸出手，做力
所能及之事。

宁波是一个有大爱的城市，我
特别热爱我的家乡，希望有更多人
关 注 为 烈 士 寻 亲 、 参 与 为 烈 士 寻
亲，一起关心关爱烈士的家庭、烈
士的遗属。

长三角“通检互认”启动

首艘外省籍船舶在甬检验

敞口集装箱船“远翔66”轮在宁波接受检验。
（严健中 摄）

孙嘉怿近影
（吴冠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