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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舅舅的故事“种了草”
甘做母亲河“守护者”

2003年6月，三峡水库首次
蓄水，坝前水位达135米。尽管这
只是三峡工程“小试牛刀”，但“截
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长江，
已然改变着亿万年来奔涌的态势，
水流速度减缓，江水自洁能力降
低，导致各类垃圾漂浮物增多。

如果不及时清除，势必会影
响峡江段的水质和航道通畅，甚
至冲击着三峡大坝。重庆沿江
各区县，纷纷组织起各自的清漂
队，“不让垃圾流到下游去”，一
场保卫母亲河水质与生态的“持
久战”就此展开。

刘松说，他当清漂队员的想
法，是舅舅给“种的草”。“舅舅是
我们万州的第一批清漂队员。”刘
松说起舅舅的事，颇有些自豪，

“看到他和那些老队员每天在江
上成船成船地打捞垃圾，很辛苦，
真的让我很受教育和感动，我自
己也想为母亲河尽一份力。”

2009年，对于刘松来说，是
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之前，刘松
在重庆市主城区从事广告行
业。也就是那一年，万州区江洁
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大
规模向社会招聘清漂队员。得
知这个消息后，刘松经过反复考
虑，下定决心辞掉了工作，收拾
好行李返回万州，应聘成为一名
清漂队员，担当起长江生态“清
道夫”的角色。

从2009年到2023年，一晃
14个年头，刘松掰着指头算了一
下，“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在
江上度过，只要江面不起大风，
我就要和同事们驾驶清漂船准
时出航。”而多年的清漂工作，把
这位原本皮肤白皙的小伙子，磨
成了古铜肤色的中年大叔。

“我刚加入清漂队的时候，清
漂船多数是由普通渔船改装而
成，每条船上一般配备3人，掌舵
人在船尾操控方向，另两人站在
船舷边用网舀一瓢一瓢地打捞垃
圾。”在讲述自己多年前打捞经历
的同时，刘松还来到一艘人工清
漂船的船头，抄起一杆网舀，顺水
网起一大片树枝，翻倒进装垃圾
的船舱，动作一气呵成。

“原来的人工船条件很差，
特别是夏天很恼火，甲板上的温
度可以达到六七十摄氏度，不仅
烫脚，还把大家个个晒得黢黑。”
刘松说，比起风吹日晒，清漂工

作远比想象中更辛苦，因为是人
工作业，清漂队员们必须用网舀
一瓢一瓢地把垃圾从江中捞出，
提竿、打捞、装船……简单一套
动作，他们每天都要重复上千
次。“一网舀垃圾大概有二三十
斤重，每天打捞完垃圾，双手都
酸痛，工作完回到家，累得饭都
不想吃，只想倒头睡觉。”

刘松总结了12个字来形容
自己的工作：“风里来、浪里走、
水上漂、船上捞。”

装备自动化清漂船
清漂不仅是工作更是责任

“我们要负责长江干流万州
段80.3公里以及万州辖区内25
条次级河流的清漂工作。重点打
捞作业点包括长江支流武陵河、
瀼渡河、新田河、沱口河、苎溪河、
猫儿沱、大周溪7个区域。”谈起
清漂作业，万州这片水域的每个
犄角旮旯，刘松都“门儿清”。

辛苦的人工清漂，着实让刘
松和同事们吃了不少“苦头”，好
在他们终于迎来了“鸟枪换炮”

的时刻。2013年，万州区从德国
引进了第一艘自动化清漂船，投
入到长江清漂工作中。刘松和
同事们由此告别了人工打捞，变
为全新的机械化操作。

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刘松仅用10来天的时间，便学会
了如何驾驶和使用机械化清漂
船。操作台上“左摆臂”“右摆
臂”“摆臂运转”等数十个按键，
刘松把它们的位置熟记于心。

驾驶着清漂船，刘松和同事
们在江面上巡查，很快，他们就
发现了不远处漂浮着的一堆树
枝。伴随着轰鸣的马达声和机
械履带“咔咔”的转动声，也就几
分钟时间，漂浮的树枝被“抓进”
垃圾舱内。

“这种机械化专业清漂船是
通过履带滚动循环作业进行清
漂，特别擅长清理成片的漂浮垃
圾，就如同在江面‘扫地’一样。”
刘松介绍，特别是“江洁003号”
和“江洁006号”，履带宽度达到了
2.5米，一般只需经过一次，就可把
履带覆盖范围内的成片垃圾“一扫

而光”，换来一江清水。
在刘松看来，江面清漂工作

就是和垃圾“赛跑”，如果没“抓
住”它们，“垃圾就会顺着江水

‘跑’到下游去，那就是我们工作
的失职。”刘松还算了一笔账，“机
械化作业让我们现在的清漂工作
比以前轻松了不少。万州区原来
有30至40条人工打捞船，每条
船的日打捞量在10吨左右。现
在，一艘自动清漂船一天就可以
打捞40吨左右的垃圾，大大提高
了效率！”可即便机械化清漂船提
高了工作效率，刘松也丝毫没有
压缩自己的工作时间。从早上6
点半登船检查，7点出船，一直忙
到垃圾装满整船，他们才会返航。

并不太善于表达的刘松，是
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的：“长江
是我们的母亲河，儿子为妈妈洗
头，我们为长江清漂，这都是应
该做的事情。”

清漂码头陆续建成
清澈江水浩荡出三峡

据万州区环卫处负责人介
绍，目前万州区共有20艘船只用
于清漂作业，包括2艘全自动化清
漂船、2艘小型机械化清漂船，以
及1艘垃圾中转船和部分人工打
捞船。仅在长江万州段，负责江河
清漂的工作人员就有40余人。

数据显示，近3年来，万州水
域清漂队共出动清漂船只1.2万
船次，作业人员3.9万人次，打捞
转运清漂垃圾2.8万吨，清理消落
区各类垃圾0.8万吨，保证了万州
水域“江清岸洁”的工作目标。

而进一步提升清漂作业效
率，改善三峡库区重庆段的垃圾漂
浮物问题，重庆正在沿江区县建
设清漂专用码头。目前，奉节县、丰
都县、石柱县、忠县等多个沿江
地区的船舶废弃物接收处置暨
清漂专用码头相继建成投用。

站在长江边举目眺望，东去
的江水与两岸青山结伴对映，美
丽的江山画卷，正是对清漂工人
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傍晚时分，刘松结束了当天
的清漂作业，他站在船头回望着江
水，喃喃自语：“苦点累点不算什
么，长江上没有垃圾漂流就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茂佳罗惟巍

每年七八月，正
值长江主汛期，浑浊
的江水裹挟着各类
漂浮物奔涌东流。

早上7点，长江
重庆万州段江面，清
漂工人刘松身着橘
色反光条工作服，走
进清漂船操作室。
在做完一系列安全
检查工作后，刘松启
动“江洁003”自动化
清漂船，与岸边的同
事打完招呼，清漂船
缓缓地驶出码头，开
启了一天的清漂打
捞工作。

万州，位于长江
三峡库区核心，也是
库区最大的城市。
这里产生的生活垃
圾，与上游江水带来
的各类垃圾汇聚在
一起，给江面的清漂
工作带来了不小的
麻烦。作为年轻的

“老清漂队员”，刘松
早练出一双“火眼金
睛”，透过船舱内的
挡风玻璃观察数秒，
他便能精准发现哪
个方向有垃圾需要
清理。

“从人工打捞到
机械化清漂船的引
入，清漂作业方式发
生了很大改变，变得
轻松、高效了不少。”
原本有些拘谨的刘
松，一说到他的工作
经历，一下子就打开
了话匣子。

三峡库区“清道夫”
用坚守换来一江碧水向东流

过去的清漂作业主要靠人工打捞。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李茂佳摄

刘松正在操作机械化清漂船。

机械化清漂船正在作业。

机械化清漂船已成为长江万州段清漂作业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