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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梅

机器轰鸣的石油炼化车间里，
一群身着蓝色工装、头戴安全帽的
工作人员挥汗如雨——这是拿到宁
波作家邹元辉的新作《续航》后，浮
现在我眼前的一幕，一幅火热的工
业生产图景。作为邹元辉“工业文学
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又一次吸引
了广泛的关注。《续航》延续前两部
作品《启航》《远航》的写作方式，用
平实朴素的语言将工业的硬朗与文
学的柔美结合在一起。邹元辉创作
的工业题材作品因具有饱满的中国
工业叙事，已在文学界获得良好反
响。

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用精
准的笔触证明，真正的工业文明不
在高楼大厦间，而在每一个投身于
国家发展和企业变革的平凡身影
里，在技术人员反复修改的每一张
蓝图里，在前辈对后辈以身作则的
谆谆教诲里，在年轻一代义无反顾
攻克难关的决心里。那么，《续航》续
的是什么呢？

《续航》续的是石化精神的传承
和技术强国的尊严。

小说透过“李阿牛”等工业战线
小人物的视角，全方位展示改革开
放后镇海的工业发展图景，展示我国化工行业对依
赖进口的时代困境的强力突围。

这种突围在屡次的工作冲突中变得更为具象
化。是更换有问题的本地东海施工队，还是接受德
国专家凯恩的提议从日本进口大吊机？在面对这一
难题时，即便儿子被打、自己的个人尊严被挑战，李
阿牛还是果断放下个人恩怨，和许师兄等前辈一
起，齐心坚持用自己国家的施工团队和技术。当甲
醛洗涤塔顺利安装完成，施工队长呼延熠手中的指
挥旗帜放下，中国、日本和德国的专家检验完毕签
字后，面对凯恩竖起的大拇指，仿佛炼化厂立起的
不只是57米的吊杆，而是老一辈技术人员对外国
质疑中国团队和技术的无声反击。

李磊磊作为技术骨干的成长轨迹，恰是改革开
放初期产业技术人员生存智慧的缩影——从图纸
设计到商务谈判，从设备维护到技术攻关，他坚实
走来。

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人韩天，也经历着
时代发展和思维的变革，他在与领导李阿牛的辩论
中理解了“科技竞争是持久战”。这种顺应时代召唤
的精神和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代际传承，正是工
业文明转型的必经之路。

当李阿牛说起“要让每个人有事干、有理想追”
时，我们既能看到他对国企改革症结的诊断，也能
看到在技术自主的焊缝里，藏着“中国制造”最深沉
的浪漫。

《续航》续的是以史为鉴的智慧和开创未来的
魄力。

在子女的求学、恋爱、择业等问题上，李阿牛展
现出了深明大义的一面，他能引经据典又结合现实
来与人沟通。当李磊磊试图用“铅笔皮削出波纹”类
比设备保养的次要性时，李阿牛抛出“骄兵必败”的
歇后语，将“关羽失荆州”的典故与化工安全规程勾
连，点明工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工业生产必须严谨
踏实，不容一丝差错。走进高考考场之前，韩天向小
伙伴们展示了一个观察力敏锐的青年对历史的独
特见解。李家的准女婿毕栋能结合史实对所从事的
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现状进行精彩论述……

当李磊磊与韩天的工作设想不一致僵持不下
时，李阿牛巧妙地将军事攻坚转化为技术攻坚，用

“哈尔滨”号驱逐舰的故事、左宗棠造船的典故、“两
弹一星”等科学家的事例，启发韩天从“战场思维”
转为“工业思维”，同时阐述了他对从“借船出海”到
独立自主研发战略的辩证思考过程。

《续航》续的是两代人之间的教育理念和价值
观。

李阿牛的教育理念在父子对话中逐渐呈现。当
高考失利的李磊磊不顾母亲傅抱石的强烈反对想
要辞职继续备考时，李阿牛并未重弹“学而优则仕”
或“学历至上”的老调，而是让儿子亲身感受淬火钢
件的温度，让他明白，车床上的螺纹比试卷上的分
数更懂中国工业的发展。李阿牛的教育理念体现了
父辈对体制规训的超越：实践出真知，读书考大学
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扎根实践，才会找到用武之地，
实现自身价值，对社会作出贡献。

这种教育智慧在韩天父子身上得到反面印证。
韩天曾多次表达对“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的李氏兄
妹的羡慕。很有学识的韩父始终反对韩天从军，直
到韩天从军审核通过后，拿出一瓶酒和一瓶毒药逼
迫父母做取舍。在后来的工作冲突中，李阿牛开明
的教育风范在韩天那里也得到“续航”。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李阿牛为样本，展现了
人物的多面性。他对工作执着投入，但有时也疏于
照顾家庭；性格中有比较传统且固执的一面，为了
孝顺母亲，他坚持从当时发展比较好的东北移居宁
波；在家庭内部或与朋友相处中，他常扮演老好人
的角色。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在李磊磊、许师兄、瞿
永雷和傅抱石等人身上也充分得到体现，使小说更
具层次感，更贴近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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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中英谈判陷入僵局，香港股市暴
跌，移民潮涌现。在这风雨飘摇之际，王宽
诚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谈话，阐述香港与祖
国难以分割的道理，呼吁香港同胞和国际友
人为维护和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努力。

1984 年 5 月 23 日的香港 《明报》，曾刊
《王宽诚笑谈香港前景光如五千火》 一文，记
述王宽诚对香港回归后的憧憬：“我感到 （香
港） 前景就像五千支光一样明亮。香港能保
持繁荣和稳定是无可怀疑的。”王宽诚以他的
深刻见解和个人声望，对香港的稳定发挥了
积极作用。

1985 年 12 月 18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 咨 询 委 员 会 正 式 成 立 ， 王 宽 诚 以 “ 咨 委
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致欢迎辞，参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在以后形成的
400 多份意见和报告中，就有王宽诚提出的

《关于香港土地政策的意见》。
在王宽诚看来，国家的强盛，除了坚实

的经济基础，更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他有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比喻：“做面包光靠面
粉是做不大的，一定要有发酵粉，才会发得
又松又软。人才，就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发
酵粉’。”

正是抱着这种为国家找“发酵粉”的信
念，1985 年，78 岁的王宽诚出资 1 亿美元在香
港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本着“以
有限的资金办更有效益的事”的原则，为国
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对我国学者出国攻读博
士学位、开展博士后研究及学术交流提供资
助。此后，基金会又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及钱
伟长等著名学者合作，将资助范围扩大到支持
学者参加国际会议、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
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宁
波大学等知名高校设立“王宽诚育才奖”，为
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中国科教人才队
伍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8 年 10 月，为表彰王宽诚长期为中国
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国际
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决定，把第 4651 号小行星
命名为“王宽诚星”。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
王宽诚“改革先锋”称号，称其为“支持国
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香港工商界优秀代表”，
仅四位港人获此殊荣。

从甬港联谊会到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从
支持香港回归到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王
宽诚用一生诠释了“宁波帮”的精神内核，
也为新时代甬港合作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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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底，72岁的香港工商界代表王宽诚在香江之畔提笔疾
书。信笺飞越山海，送至宁波工商界元老俞佐宸手中，信中首次
提出了成立甬港联谊会的倡议：“甬港两地各成立联谊会，先由甬
方发动。”

很快，王宽诚的建议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短短数月后，香港与宁波两地“甬港联谊会”同期成立，开启了
在香港的宁波籍人士与家乡联络的通道。此举还得到了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高度赞扬，称“联谊会这种形式很好”。

正如王宽诚在宁波甬港联谊会成立致辞上引用的这句话一
样：“作始也简、将毕也巨”，45年来，甬港两会充分发挥甬港地
缘相近、人文相通的优势，广泛发动和引导广大宁波籍香港人
士，传承先辈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积极为祖国和家乡建设、为
香港繁荣稳定贡献力量，成为国家改革开放、宁波城市建设、香
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甬港联谊会采用“联谊会”的
形 式 ， 具 有 鲜 明 的 地 方 特 色 和 优
势，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独一无二
的，成为宁波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之一，被称为“联结海外同胞之纽
带、宁波对外开放之桥梁”。甬港联
谊会成立 45 年来，始终不忘建会初
心，厚植家国情怀，不断谱写着爱国
爱港爱乡的壮丽篇章，陆续促进了

“宁波被列为我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
市”“计划单列市”“开发北仑港”、
建设宁波栎社机场、建立宁波大学
等事关宁波改革开放大局的重大事
件。近年来，甬港联谊会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热心开展联络联谊活
动，积极实施兴医助学、扶贫帮困等
慈善公益项目，累计捐资 13 亿元。
进一步发挥新优势、拓展新领域、注
入新动力，聚焦甬港两地科创与产业
深度融合，推动港湾创新中心落地运
行。中心成立一年以来，已引进 10
个科创项目，深度推进甬港科创合
作。这些都离不开一代代宁波籍海
内外人士的鼎力相助。

2024 年 7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包陪庆、曹其镛等祖籍宁波的香港
企业家的重要回信中赞誉道：“多年
来，你们传承先辈爱国爱乡的优良传
统，积极创新创业、捐资助学，为家乡
建设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用实际行
动 诠 释 了 薪 火 相 传 的 爱 国 心 、桑 梓
情。”

在 甬 港 联 谊 会 成 立 45 周 年 之
际，香港甬港联谊会、宁波甬港联
谊会共同在宁波帮博物馆举办“甬
港同心 共著华章——香港、宁波
甬港联谊会成立 45 周年特别展”。本
次 展 览 分 为 “ 迎 春 启 程 ”“ 共 襄 盛
举”“美美与共”三个篇章，通过珍
贵的历史照片、文献资料和实物展
品，生动再现甬港联谊会 45 年来的
发展历程和广大宁波籍海内外人士
推动家乡经济社会发展与香港繁荣
稳定的突出贡献，全面展示了甬港
同心同行的往昔足迹。

其中第三篇章“美美与共”，从
“ 奋 进 甬 港 ”“ 共 富 甬 港 ”“ 科 创 甬
港”“融汇甬港”“活力甬港”五个
方面，展示了近五年来，甬港两会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创新载体机
制 、 拓 宽 联 谊 渠 道 、 推 动 科 创 合
作，为宁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和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

展览不仅是对甬港联谊会 45 年
光辉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更是对未
来甬港深化合作的美好展望，旨在
激励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主动融入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携手谱写甬
港合作新篇章。

据悉，本次特别展将持续至 8 月
底。

在宁波帮博物馆的展厅中，一根特殊的
跳绳静静地躺在聚光灯下，旁边墙上悬挂的
黑白照片记录着历史性瞬间：包玉刚与邓小
平握手畅谈香港未来，与撒切尔夫人笑谈航
运合作。这件看似平凡的展品，却承载着改
变香港命运的历史重量。

故事的起点，在 1981 年的伦敦，唐宁街
10 号。当时中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包玉刚
带着一份特殊的礼物，敲开了英国首相撒切
尔夫人的办公室门。

当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根跳绳时，这位
素以强硬著称的“铁娘子”，竟被这份东方
式的幽默与关怀逗得开怀大笑。笑声未落，
包玉刚亮出了真正的“王牌”：两份巨额造
船合同。包玉刚随即向她建议：自己定制的

“世谊号”即将下水，希望她以非官方身份
到上海为轮船下水剪彩，同时看看上海，看
看中国。1982 年，撒切尔夫人如约来到上
海，初步了解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这次访
问最终促使中英谈判出现了转机。

历史的聚光灯很快打在 1982 年 9 月的北
京。当撒切尔夫人访华的专机降落于首都机场，
随行代表团中，包玉刚的身影赫然在列——他
是其中唯一的民间人士。此刻，他的使命已
超越商业范畴，被赋予了沉甸甸的历史分
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凭借其国际声望
及与双方领导人的高度信任，在中英之间奔
走斡旋，传递信息，消弭误解。他既是香港
工商界的代言人，更是心向祖国的“无冕外
交家”。

1984 年 12 月 19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当 《中英联合声明》 正式签署，雷鸣般的掌
声响彻大厅。包玉刚作为特邀见证人，在台
下静静凝视着这决定香港命运的历史性一
刻。两年后，他再担重任，出任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一国两制”这一伟
大构想的落地倾注了无数心血。

船王的赤子情怀不仅在国际舞台闪耀，
当西方媒体称他为“海上的统治者”时，他
更在意另一个身份，“我是宁波大使，宁波
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愿意为宁波的事跑腿。”

1984 年，阔别家乡 30 多年的包玉刚回到
宁波。彼时的宁波有 500 万人口，却没有一
所大学，这一直令包玉刚耿耿于怀。两个月
后，包玉刚捐资 2000 万美元决定筹建宁波大
学。

这次寻根之后，包玉刚回故乡的脚步更
勤了。1984 年至 1989 年间，包玉刚先后 6 次
回到宁波。每当见到国家领导人，他都会积
极地为宁波的发展建言献策。有一次，邓小
平同志问包玉刚个人有什么需要帮助时，包
玉刚恳切希望宁波计划单列的想法能得到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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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甬港联谊会成立大会上，王宽诚（左一）
向宁波甬港联谊会首任会长俞佐宸赠送锦旗。

1987年，包玉刚一行到访宁波大学，受
到师生热烈欢迎。

1985 年，王宽诚在上海为王宽诚教育基
金会考选委员会工作会议做准备。

包玉刚在宁波大
学开学典礼上题字。

锐观察
家国天下 与时偕行

展览海报。

宁波博物院（宁波帮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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