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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运珠获得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王妍馨 摄

年轻时的杨运珠。
（受访者提供）

杨运珠手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的纪念章。 王妍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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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公搞建设
为海南电力发展撒汗水

海南岛解放后，百业待兴。杨运珠来
到海南，到这个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工
作，他脱下军装换蓝装，成为一名电力工
人，以满腔的热血继续光明的事业。

解放初期，海南电力发展极不平衡，有
些市县仅有几十至几百千瓦的小火电厂给
县城供电，农村用电仍是一片空白。

“当时，向整个海口供电的只有厂里3台
不到500千瓦的老式柴油发电机，只有解放
路、得胜沙路、新华南路一带有电。那时候我
就盼着，能建起新的电厂，用起更大型的发电
机，把整个海口点得更亮。”杨运珠回忆1955
年他刚到海口电厂工作时的情形时说。

海南建省前，电力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电力装机容量仅为36万千瓦，年发电量8.7
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还不足全国人均用
电的1/3。

当时不仅电网建设落后，就连电力设
施也极其匮乏。

“那时候全岛的电线杆都是用杉木树
干做的，要到广东省高州市采购。后来海
南供电公司成立了水泥杆生产车间，才开
始生产水泥电杆。”杨运珠回忆说，他1974
年被分配到水泥杆生产车间担任主任,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用水泥和石子浇筑的电线杆很坚
固。”杨运珠说，石子都是从海口长流用车
运过来，生产依靠推斗车，工作十分繁重，
但是一想到能让全岛用上水泥杆，他就全
身充满了力量，白天晚上都一头扎在车间
里，带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父亲一辈子不争，一心都扑在了工作
上。我记得他常常是早上出去上班，晚上
10点左右回家，遇到物资紧缺时，还会在厂
里干通宵。”杨运珠的儿子杨光敏说，父亲
工作太忙，根本顾不上子女的功课，但是对
子女品德教育却是高标准、严要求。1975
年有人给家里送了10个鸭蛋，年仅12岁的
他还不怎么懂事，就收下了，父亲回家后严
厉批评了他，还责令他将8毛钱给人送去。
这件事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当时的海南环境比较艰苦，不像现在
处处充满盎然生机，但是能有机会建设海
南，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杨运珠说。

舍生忘死为革命
5次“偷渡”琼州海峡

杨运珠1930年生于广东
省徐闻，1948年，从小受革命
思想熏陶的杨运珠加入革命
队伍，成了琼崖纵队的一名战
士，跟随琼纵独立团开展革命
工作，时常往来琼州海峡两
岸，对航海路线十分熟悉。

1949 年 3月，杨运珠被
调回徐闻县工作并参与渡海
解放海南岛的准备工作。当
年12月，解放军开抵徐闻，准
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此时，党组织将一份绝密
电报密码交予徐闻县委，要其
设法派员过海交予琼崖党委
和军事领导机关。徐闻县驳
壳队骨干、熟悉海南情况的杨
运珠被挑选出来与战友苏周
才共同完成此次重要任务。

“出发前领导交代，此次
任务，只准成功，不许失败，人
在不失密，遇险要毁密。为完
成任务，我们做好了随时牺牲
的准备。”杨运珠说。

1949年12月17日，杨运
珠和苏周才扮成生意人，在徐
闻博赊港雇了一只帆船，满载
木炭于夜间偷渡过海并在琼
山曲口港上岸。为了躲避敌
人，杨运珠几经周折才在后塘
村找到相关负责人送出了这
份密码。

然而，危险紧随而来。
“当船返航出海不远，就

遇到敌舰远远直冲过来。我
让艄公把向北的船头转向西，
敌军看到后，以为是向海口开
去的生意船，没有太在意，逃
过一劫。但没想到的是，船靠
近博赊港时，又遭3架敌机轮
番俯冲扫射轰炸。”杨运珠说，
艄公当时吓得丢开船舵，他和
苏周才冲上去稳住船舵，继续
向前行驶，最终，小木帆船得
以脱险。

1950 年 3月，人民解放
军第四野战军发起海南岛战
役，在琼崖纵队配合下偷渡成
功，并于4月17日大举突破
敌人封锁强渡琼州海峡，在海
南岛北部胜利登陆。

“1950年 5月 1日,海南
岛全岛解放！”听到这胜利的
消息，杨运珠激动不已。

“为解放海南出过一份
力，这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使
命。”送密电、运电台、领先锋
……海南解放前夕，杨运珠将
生死置之度外，先后5次带着
不同的任务“偷渡”琼州海峡。

初心不改本色不变
重温党的伟大历程

“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
立70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今
年海南电网的喜事也特别多，这
在过去想都不敢想。”作为一名
老电力人，杨运珠思路清晰，仍
为海南电力事业的迅猛发展感
到自豪。

杨运珠离休后还曾任海口
供电局离退休党支部副书记，每
次都积极组织好支部活动。他
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这些
年，他仍经常拿出党徽佩戴在
胸前。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个
美好的新时代来之不易。”在家
人的陪伴下，杨运珠还专程多次
重走了当年渡海登陆的地点，在
岸上遥望海对面的湛江，回忆当
年渡海的惊险。

“准备解放海南时，徐闻的
群众将自家的门板拆下供解放
军睡觉，提供柴草帮忙做饭，还
用自家的牛到深山运毛竹，帮着
伐木制作救生圈……与解放军
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杨
运珠说。

退休后，他热心家乡的公益
事业，2000年，杨运珠把个人节
俭出来的1.5万元捐献出来给村
里修路，解决村民行路难问题。

2017年，在儿子的陪同下，
杨运珠来到了他梦绕魂牵的革
命圣地——延安，重温了党领导
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
的伟大历程。

“那些为解放海南岛英勇牺
牲的战士们，我们要永远记住他
们。”怀念曾经一起浴血奋战的
战友，杨运珠双目饱含泪水。

“过去，作战部队装备很落
后，渡海作战时，解放军用小木
船战胜了国民党的军舰，靠的是
英勇和机智，现在我们靠的是科
技。”杨运珠说，国庆70周年阅
兵式上，展示了国防装备中的先
进武器，他为祖国国防力量的强
大深感自豪，同时也希望后辈继
续奋发图强，把国家建设得更加
强大。

国庆已经过去快
一个月了，但89岁的
海南电网离休老干部
杨运珠还时不时回看
一下国庆 70 周年大
阅兵。老人看得聚精
会神，不时发出一声
声赞叹，曾经历过战
火的洗礼，他举手投
足间仍透着军人的朴
实与刚毅。

祖国现在的繁荣
昌盛，人民过上幸福生
活让杨运珠感慨这一
切得来不易。“当时万
分危险，临近我的商
船在遭受敌机扫射后
被炸沉，我们的木帆
船躲过敌舰队，胜利
归来。”他的思绪飞回
到解放海南岛战役
前，他护送情报海上
归来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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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运珠获得的徐闻县老游
击战士纪念章。 王妍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