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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恩情我们永远铭记
——“里斯本丸”英俘后代赴东极开展缅怀纪念活动纪实

□记者 郭杰 陈璐瑶

6月18日清晨，东极渔嫂陈
雪连在厨房里忙碌，灶台上，番
薯干汤在锅中翻滚，散发出诱人
的香气。陈雪连说，听说被救英
军战俘的后代在岛上的消息，她
特地早起，熬制这锅番薯干汤，
招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陈雪连的父亲陈永华参与
过“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营救
行动。2005年8月18日，沉船事
件幸存者查尔斯?佐敦带着妻儿
及另外两位英军遇难者亲属来
到东极寻访当年的救命恩人，和
父亲在码头亲切拥抱，那个画面
让陈雪连非常感动。

“营救英军战俘的故事，我
从小听父亲讲了很多遍。”陈雪
连一边搅拌着锅中的番薯干汤，
一边向记者讲述起那段历史。
她说，当时已是10月深秋，岛上
家家户户都没什么余粮，救上来
的英军战俘有300多人，吃饭怎
么解决成了最大难题。

“那些战俘上岸时，有些人
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家中能吃、
能用的都拿出来给他们。”陈雪
连告诉记者，在那个年代，虽然
自己家也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但
家人仍然对英军倾囊相助。

“听我爸爸讲，村里人把家

里剩下的番薯干都拿出来熬煮
成汤，分给他们喝。”陈雪连说，
她想请英军战俘的后代也尝下
他们祖辈、父辈，在东极尝到的
味道。

当天上午，东极渔民后代和
“里斯本丸”英军战俘后代在岛上
举行交流会。当年营救英军战俘
的渔民后代胡亦芳、梁银娣、吴布
伟上台讲述了从父辈那里听到的
“里斯本丸”营救故事，英军战俘
后代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们
的诉说感动着在场人。

“这是我自己煮的番薯干
汤，拿来给你们尝一尝。”交流会

接近尾声，陈雪把番薯干汤热情
地分给大家品尝。“味道非常好，
而且我确信，对于当时被中国渔
民救上来的英军士兵来说，这就
像是天降甘露。”英军战俘后代
尼里?伊丽莎白?佩尼卡特感慨
地说。

随着现场响起《友谊地久天
长》的音乐声，
交流会接近尾
声。这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
了，只剩下温
暖和感动在大
家心头荡漾。

一碗汤 番薯干曾是渔家珍贵口粮

6月18日上午，在馆长梁银
娣的带领下，15名“里斯本丸”英
俘后代参观了东极历史文化博
物馆，了解“里斯本丸”沉船事件
相关藏品背后的故事。

一走进博物馆，大厅中央的
木船就吸引了众人目光。“当年，
我们的祖辈、父辈正是划着这样
的渔船在海上营救。”梁银娣娓
娓道来，将大家带入到了当年的
场景当中：“当时很多渔船比这
艘还要小，为了救更多人，他们
只能多次往返……”

在二楼的“里斯本丸”沉船
事件纪念馆，入口处，一个栩栩
如生的雕塑映入眼帘，雕塑展现
的是2005年8月18日，英国老
兵查尔斯?佐敦来到东极时，在

码头与东极救人老渔民深情相
拥的场景，那一刻的感动与感
激，仿佛穿越了时空，再次触动
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而雕塑非常像洞穴的设计，
也勾起了不少人的好奇。“雕塑
设计结合了青浜‘小孩洞’的造
型。”梁银娣解释说，当时情况危
急，青浜岛渔民冒着生命危险，
在“小孩洞”设法救助、隐藏了3
名英军战俘，帮助他们躲过日军
抓捕。

英国战俘使用过的饭桶、脸
盆、药罐、油灯、餐具，临走时留
下的衣服、海上飘来的木梯等也
被精心保存，成为那段历史的重
要实物见证……听着梁银娣的
讲述，英俘后代百感交集，他们

用相机和手机记录下了这些物
件。

梁银娣还重点向英俘后代
介绍了两个物件——一个菜篮
子和一个木梯子。“这个菜篮子
就是当年东极渔民，冒着生命危
险，偷偷给藏在‘小孩洞’的英军
战俘送饭菜的工具。”梁银娣说，
当时的渔民不图回报，只希望战
俘们能活下去。

木梯子则是“里斯本丸”沉
船上的一个部件，是英军战俘逃
生时用过的工具。“幸运的是，这
架梯子被曾救过战俘的庙子湖
老渔民吴兰芳发现并在家中保
存了60多年，在2009年纪念馆
建成后，这架梯子成为馆内的珍
贵藏品。”梁银娣说。

参观过程中，一位英俘后代
家属激动地表示：“我们一直都
知道这段历史，但今天亲眼看到
这些展品和听到讲解，让我们更
加深刻感受到了那份深厚的友
谊。我们很感激东极人民当年
的无私救助，这份恩情我们将永
远铭记在心。”

梁银娣告诉记者，她的外
公张小庆和爸爸梁益卷都曾参
与过英军战俘的救援，虽然当
年参与救援
的渔民都已
离世，但他们
身上勇敢和
善良的品质
永远不会过
时。

一个馆 每件藏品都有段感人故事

木 船 的 棕 色 、蓑 衣 的 蓝
色、军服的绿色……伴随着一
笔一划认真地涂抹，一片片空
白色块被渐渐填满，一个个灵
动形象跃然纸上。6月 18日
上午，在“里斯本丸”英俘后人
丹尼斯?维尼和东极渔民后代
吴小飞的携手合作下，一幅题
为《大爱无疆》的渔民画精心
绘制完成。

这幅画作以82年前东极渔
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英俘这
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创作，形
象生动地刻画了东极渔民摇橹

渡海救助落水英军战俘，渔家妇
女儿童拿出家中所剩不多的衣
服、粮食帮助英军战俘等多个生
动的历史场景。

作为东极“寻亲”之旅的
其中一站，15名“里斯本丸”英
俘后代当天受邀来到了东极
渔民画展厅，与部分东极渔民
后代、渔民画创作者一起，近
距离欣赏东极渔民画这一扎
根海岛的独特艺术，并亲身参
与创作。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英俘后
代们参观了展厅内精美的渔民

画作品，其中的很多幅都是以
“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为背景创
作。

活动中，吴小飞耐心指导丹
尼斯?维尼填色绘图，两人边画
边聊，如同久别重逢的好友。今
年2月，吴小飞前往英国，参加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为“里斯本
丸”幸存者家属及相关人士举行
的 2024年新春招待会。活动
中，她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幸
存者丹尼斯?莫利的女儿丹尼
斯?维尼首次见面，并将自己潜
心创作的渔民画作品《幸福一家

子》作为礼物送给了对方，以此
为契机开启了两人的跨国友
谊。如今，她们在东极再会，也
通过渔民画这一艺术形式加深
友谊，表达两国人民追求和平与
发展的美好愿望。

“我们的父辈在战争年代缔
结了生死友
谊，两国人民
间的这份深厚
情谊要在我们
这些后代中继
续延续下去。”
吴小飞说。

一幅画 架起两国民间友谊桥梁

本报讯（记者 王若琦 通讯员
贝蕾）近日，区税务局联合区工商联
举行“春风化屿 向新而行”政企恳
谈会。

会上，与会企业代表就税务政
策、税收优惠、纳税服务等方面提出
意见和建议，区税务局和区工商联
相关负责人现场解答企业提出的问
题，还就如何扶持特色产业、优化营
商环境等方面与企业代表进行了深
入探讨。

“税务部门和工商联共同为我
们现场解答了很多疑难问题，讲

解了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希望
能起到更好的桥梁作用，共同的
构建和谐的政企环境。”舟山易融
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林
洞国说。

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恳谈会的形式，坐下来面对
面交流，及时发现企业服务、办税缴
费的难点堵点痛点，找准培优税收
营商环境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使企
业代表的困惑得以解答，政策口径
得到明确，对税务工作的信任与支
持也进一步增强。

政企恳谈会举行

为企业涉税事务“精准把脉”

本报讯（记者 谢骋）6月18日下午，浙
江大学——普陀海洋预制菜产业联合研究
中心签约仪式在我区举行。普陀区人民政
府与浙江大学签订共建合作协议，双方将
围绕应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
等内容，全面完善海洋预制菜全产业链发
展，助推普陀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委
副书记、区长徐炜波出席仪式并讲话。

徐炜波在致辞中说，普陀拥有得天独
厚的海洋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希望双方充
分挖掘利用普陀区位产业优势，加快推进
传统渔业产业迭代升级，积极培育新兴海
洋产业，提升产业能级，持续做大做强“一
条鱼”全产业链。普陀区政府将全力支持
预制菜产业联合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
希望浙江大学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人才优
势，在海洋科技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海洋
产业转型、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普陀
更多宝贵支持，携手谱写校地合作新篇章，
共同耕耘普陀这片发展热土。

据悉，浙江大学——普陀海洋预制菜
产业联合研究中心建成后，将积极举办高
水平发展高峰论坛和产业博览会、打造成
果转化合作示范基地和新产品展示重要窗
口、攻克海洋预制菜精深加工技术以及协
助培养海洋预制菜高水平技术人才等，全
面发挥“产学研用”合作优势，对海洋预制
菜产业“卡脖子”共性关键技术和创新模式
进行联合攻关，为海洋预制菜产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根据协议，双方将立足各自优势，全面
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预制菜产业建设，强化
科研成果共建共享，携手开展海洋预制菜
产业的创新研发、系统集成、成果转移转化
和产业化，助力海洋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普陀科技创新事业和海洋产业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周吉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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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励佳 通讯员 叶
晨晓）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今年
来该局针对多个在建工程，开展住
宅工程质量四项专项治理行动，进
一步提升我区住宅工程质量和建设
品质水平，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美
观的居住环境。

近日，在夏新未来社区，区住建
局工作人员深入施工场地，仔细检查
了各建筑材料质量、施工质量及各类
台账。“对于住宅工程的检查，我们主
要围绕建筑材料质量、外保温墙施
工、后续外墙开裂、渗漏等常见问题
的跟踪观察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检
查。”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住宅工程质量四项专
项治理行动主要聚焦建筑材料和实
体质量、外墙外保温施工质量、开裂
渗漏等常见问题、住宅分户验收方
案四大关键领域。今年上半年，区

住建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监督抽
测20组建筑材料，合格率90%；实体
抽测99套户住宅楼板厚度，合格率
95%；36个墙柱梁构件的混凝土强
度和钢筋保护层厚度，合格率
100%，均满足设计要求。同时，针对
外墙外保温施工质量，重点检查了
材料性能和关键环节质量控制，针
对开裂、渗漏等常见问题，重点检查
了方案编制和功能性试验情况。对
已经完成建设的住宅工程，重点检
查“业主开放日”等落实情况。上半
年，区住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32套进行分户检验监督抽测，一次
合格率100%。

下步，区住建局将继续深化住
宅工程质量四项专项治理行动，加
强日常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工作力
度，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
手段，提高住宅工程质量监管水平。

住宅工程质量治理深入开展

6月 18日，15位“里斯本
丸”英军战俘后代乘船前往东
极青浜岛附近海域。到达预定
点位后，他们集体站在甲板，神
情肃穆，将手中花瓣撒向大
海。片片花瓣随着海浪渐行渐
远，英军战俘后代饱含热泪，诉
说思念……

82年前，正是在这片海域，
日军“里斯本丸”客货船押运
1800多名英军战俘途中被美军
击中。沉船时刻，英军战俘跳
海逃生，东极渔民拼死渡海展
开营救。抚今追昔、继往开
来。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但
战火中淬炼的这份深厚情谊却
没有随着幸存者与救援者的故

去而淡化，而是绵绵不绝，永不
褪色。

据了解，这场海上悼念活
动，是本次“里斯本丸”英军战俘
后人东极行程中的最后一站。
前一天，当他们乘船跨海来到东
极时，面对这些小岛、这片大海，
还带着些许陌生，但随着与东极
渔民后人交流接触，倾听东极渔
民英勇营救英军战俘的往事后，
再一次回望这片海时，他们心中
又多了份牵挂和留恋。

临行前的座谈会上，“里斯
本丸”英军战俘后人与东极渔民
后代们相聚一堂，讲述了那片海
上发生的故事。

“在这场不幸的灾难中，我

的叔叔被日军射杀，永远沉眠在
东极海底，那年他只有 24岁。
我这次来到东极，想向未曾蒙面
的叔叔表达敬意，也想亲眼看看
他最后葬生的地方。”林赛?阿彻
在现场动情地诉说了对遇难亲
人的思念。

“我的父亲是幸运的，他躲
过了日军追击的子弹，遇到了勇
敢的东极渔民。如果没有他们
当年的英勇营救，现在的我也不
会站在这里。”肯尼思?安德鲁?
萨蒙表达了对东极渔民的感激
之情。

结束了青浜岛海域的悼念
活动，为期两天的“里斯本丸”英
军战俘后代东极之行也迎来了

终点。这片海上曾经发生过的
历史故事，那些曾在这片海上拼
死参与营救的东极渔民的大爱
精神，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远去而
消散。

“这次东极之行对于我们来
说非常具有意义。回到英国后，
我们会将这片海上发生的历史
故事，东极渔民的大无畏精神告
诉给自己的后代，也告诉给更多
的人。”“里斯
本丸”英军战
俘后代克里
斯 托 弗?约
翰?霍金斯?
哈钦森在采
访中说。

一片海 见证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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