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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岛 首任气象报务员的珍贵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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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西沙群岛气象站第一
任报务组组长孙孟辉的名字理应
被记住， 他的一份遗稿记录了

56

年前西沙群岛气象站（今三沙市气
象局前身）创建始末。 这份文稿，娓
娓道来新中国南海气象事业的发
端，字里行间也透露了：西沙岁月，

正是他人生中拥有的最为难忘的
那一剪光阴。

西沙是他灵魂的家，

8

年光阴
或许是他永不会老去的一段年华。

这是从孙孟辉文稿中读到的感受。

孙孟辉是谁？

2013

年
3

月，海南省气象局为
编纂一本新时期三沙气象人风采
的形象画册，赴广东省气象局寻找
史料素材。 海南省老气象人李树广
意外地在广东省气象局研究室工
作人员处理库存资料时，发现了一
份特殊的文稿，开头“西沙”的字眼
吸引了老李的目光，随后见到“署
名孙孟辉”更让他深感震惊。

这个名字， 为何让从事
40

余
年气象工作的李树广如此惊叹？ 文
稿落款

198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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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了，西沙群岛气象站第一任报务组
组长孙孟辉的名字理应被记住，他
记录了

56

年前西沙群岛气象站
（今三沙市气象局前身）创建始末。

这份文稿，娓娓道来新中国南海气
象事业的发端，虽然描述了西沙建
站生活的艰辛异常，但字里行间也
透露了：西沙岁月，正是他人生中
拥有的最为难忘的那一剪光阴。

建站任务由两位年轻人担负
文稿写于孙孟辉参与西沙站

创建的
25

年后， 已经历了四分之
一个世纪，他对西沙的点滴生活仍
历历在目。

在西沙群岛气象站建立之前，

孙孟辉在北海气象站任报务组组
长，气象站成立后被任命为西沙群
岛气象站报务组长，他在文稿中写
道：西沙群岛气象站建于

1957

年，

7

月
1

日
8

时开始发报，

11

月
26

日
开始发高探空报。 我省（指广东省）

气象工作者中很多人在那里工作
过，仅在省局的就有十多人，人事
变迁是频繁而大量的，但应当说岛
上的变化更大。

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的
视角上， 孙孟辉首先写到与

60

年
代相比较下的西沙变化。 “在交通
上， 已从当年

60

吨、

100

吨的木质
渔船， 发展到现在的

500

吨、

2000

吨的海轮，以海南岛文昌清澜港—

西沙永兴岛之间
195

哩（英里，

1

英
里约等于

1.6

公里）而论，船速也从
当年的

32

至
36

小时（约每小时
6

哩）有了大幅提高，建了码头后，来
往轮船、军舰可以直接停靠，这给
货物装卸提供了方便，由船舶运来
的淡水，随着机器的开动直接注入
单位的水池，有供电的电厂和商业
供应站。 岛上有驻军，安全有了保

障；从气象站来说，也从开始的茅
棚，到木板房，再到钢筋水泥结构
的平顶房，变化之大，令人瞩目。 ”

在西沙永乐和宣德两大岛群
中，孙孟辉文稿中写，很遗憾，他没
有去过珊瑚岛， 只是

1960

年
7

月
的一次，因天气能见度差，船舶寻
找岛困难，错把珊瑚岛当成了永兴
岛，走到附近时才发现不对又转头
北行，就这样从船上看了一眼珊瑚
岛。 “当时的感觉是珊瑚岛比永兴
岛建设要好，房子虽比永兴岛少但
要比永兴岛的房子新，白白的挺好
看。 ”

1965

年
8

月，孙孟辉从西沙被
调回广州。

1974

年西沙海战收复珊
瑚岛后， 我国接管珊瑚岛地面站，

开展气象工作， 而没能去到珊瑚
岛，成为孙孟辉人生的一个遗憾。

对于永兴岛，孙孟辉在文稿中
写，“

50

分钟至
1

小时可绕岛一周，

它的东面便是石岛， 海拔高度
10

至
12

米，为西沙最高的珊瑚岛礁。

石岛与永兴岛之间距离
1300

米，

退潮时，人可轻易涉水而过。 永兴
岛，说它以国民党永兴号军舰收复
西沙得名，但英国海图标为‘多林
岛’，顾名思义，树木十分多，长得
最粗大而又最大棕的是抗枫桐，其
他还有黄节树、 羊角树等灌木，长
得不高，可用作烧柴，但抗枫桐不
能烧。 ”

1957

年
2

月初，广东省政法干
校全省气象工作会议举行，时任广
东省气象局局长刘铁平对孙孟辉

和汪海泳（西沙群岛气象站第一任
副站长）说，按照国家部署，西沙准
备建站。 孙孟辉在文稿中写：“新中
国的西沙气象资料不能永远是空
白， 我们二人当即向刘局长请战，

要求去西沙建站， 保证完成任务，

按时发出报来。 刘铁平说那里环境
艰苦，条件差，比不上大陆，困难一
定不少， 但从预报上说有非常需
要，你们两个青年人行吗？ ”

那一年，孙孟辉
23

岁，汪海泳
才

21

岁， 如此重的担子放在两个
年轻人的身上，似乎太重了。 孙孟
辉文中回忆，为此，建站一事当时
并未最后敲定下来。 “会后，我们回
到了广西北海台和涠洲岛站。

4

月
初接到通知， 要我们来省局报到，

我们
4

月
4

日离开北海市，汪海泳
先从海口去西沙，尔后再返回海口
联系基建等问题。 我来广州后着手
买桌、椅、床、柜等办公、生活用具，

并将西沙建木板房的木料买齐，按
要求的规格、尺寸锯好，租用一条
120

吨的船运往海口， 再加上在海
口购买的砖瓦、石、水泥等一起运
往西沙，运到时已是

8

月的事了。 ”

艰难的登岛建站历程
孙孟辉还到广东省水产局

“借”了两个报务员，名叫邱文展和
罗勤忠（二人后都成为湛江渔业公
司工作人员），

1957

年
5

月
24

日，

孙孟辉与邱、 罗二人带着电台和桌椅
板凳等用具登上了水产局西沙水产资
源调查队雷珠号船开往西沙。

当时气象通转报台设在广西
南宁， 双方约定

5

月
28

日
8

时进
行联络试通。 但因遇强风，船开出
珠江口便开进上川岛避风，避了两
天又开往海南清澜港继续避风，孙
孟辉在文稿中写道：“只记得在清
澜给南宁发个电报， 要求推迟至

6

月
2

日
8

时再试通。 三天的航程，

结果走走停停用了一个星期还多，

6

月
1

日中午才到了西沙。 七八天
来深受晕船之苦， 人已疲惫不堪，

一听西沙到了， 顿时振作起来，走
向甲板望去，正是‘海浪唾弃银盘
数，鱼飞鸟叫到西沙’。 ”

上岸后他们不敢有丝毫耽搁，

更没有休息一刻，在调查队工人们
的帮助下，将随船带去的东西都运
上了岸，没屋子，其他东西都只得
露天堆放了，仅把电台放进了调查
队的小木屋里，晚上睡觉时犹如睡
在船上一样， 还觉得在左右摇晃
着。 第二天早上

8

点准时进行了试
通，一切顺利，先用电台沟通联络，

这便是上岛后的第一件首要工作。

文稿中记录， 随着工作的开
展，选好观测场地后，他们盖房子、

安装仪器，赶上台风暴雨，宝贝一
样地先护好精密仪器千万不要被
雨淋。

孙孟辉记录，这期间又遇到许
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比如没有码
头，船无法停靠，只能停外海，怎么
装卸器材、货物？ “有船单位肯借船
使用已算是很大的支持，而每次都
请人摇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在岛
上，每个单位的每个人都有一份工
作，所以要自己学摇橹！ ”

孙孟辉文稿中记录了一个细
节， 他与另一位叫王法顺的报务
员，一起学起了摇橹划船，“鸟肥公
司的人给了很大的帮忙，我们就利
用工人装运鸟肥， 随船学摇橹，如
何用力、如何拐弯、如何转向……”

以一颗当渔夫的心去用功， 很快，

孙孟辉跟王法顺便都掌握了摇船
技术，这为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
便利。

孙孟辉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
是油机出故障。 建站两年只有一部
天津

26

型
2.5

千瓦的小汽油机，这
部油机不仅通信联络，还要供探空
仪抽校检定使用。 开始时大家就只
会使用，没一个人懂维修，一出故
障全都束手无策。 孙孟辉文稿中记
录，“岛上连找个螺丝都难上难，更
不要说请人修机器了。 船两三个月
来一次，十分被动，只得等来船时
请船上轮机长帮忙。 ”手捏着一个
简单的使用说明书，再无其他资料
可借鉴，孙孟辉就一次次地向轮机
长请教，几次后便摸索着自己动手
修理。 轮机长不在时，遇到实在不
懂的地方，干脆几个人一起研究琢
磨……“在我的带动下，我们搞报
务的几个同志都先后掌握了油机
的使用与一般维修维护修理技术，

并很快做到了利用三个小时一次
联络的间隙，在两个半小时抢修成
功，不让机器带病运转。 ”

1961

年后，广东省气象局又发
来了一部柴油机，孙孟辉等人也是
用“啃骨头”的办法掌握了维修技
术。 “一个不懂油机理论的人，却懂得
修油机， 这种技术就是在特定条件下，

特定的工作环境中逼着自己学来的。 ”

文稿中，孙孟辉这样写道。

孙孟辉
1965

年离开永兴岛，

8

年的守岛时光，让他几乎成了一名
气象全能选手。

文稿的故事中，流淌过西沙第
一代气象人的汗水；而文稿故事的
延续，分明那么遥远，又好似就在
昨天。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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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健康、就喝仙灵红；

仙灵红茶酒、提神又养生；

饮后口不干、风吹头不痛；

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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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市，诚邀信阳八县两区合作代理商，

共同创造白酒神话，为中国喝酒人的健康，提供
一份满意的答卷！即日起，到信阳市各烟酒门店
购买任何一款仙灵红茶酒， 凭酒瓶盖到公司可
免费兑换价值

380

元的仙灵红茶酒一瓶。

另：面向白酒市场，招聘业务精英
10

名，市场总监
1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