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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执行渡海任务的黄金女。
（资料图片）

黄金女：
5次冒险护军渡海
文\海南日报记者 林诗婷

正值开渔时节，在临高新盈镇
头嘴村渡口，渔民们从渔船上扛着
一箱箱新鲜捕捞的渔获上岸，热情
好客的渔民们熟练地帮顾客挑选
不同海产品，若跟他们聊起当地的
历史人文，几乎每一位村民都会自
豪地介绍起同一个人物——黄金
女，“她是我们村的女英雄，先后5
次冒死护送琼崖革命领导人渡海
执行任务，为解放海南做奉献！”

渔家女投身革命

黄金女出生于1903年，其父
黄精良拥有一艘大渔船，其母经商
多年，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家
庭生活富裕。黄金女从小衣食无
忧，长大后嫁给了当地的一名教师
陈九有，日子过得安稳而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日
军占领雷州半岛，在一次捕鱼作业
中，黄精良的渔船被巡逻的日军烧
毁。不久，日军入侵临高，将新盈
地区的几百艘渔船封锁，禁止渔民
出海打渔，一下断了渔民们的生活
出路。眼看着曾经富饶而美丽的
头嘴村民不聊生，当地百姓受尽欺
辱，生活越来越困苦，黄金女萌发
出一个勇敢的念头——投奔革命！

1940年，在担任琼崖独立总
队四支队第三大队队长的侄子王
景星的动员下，黄金女正式成为临
高联络交通站的一名交通员，开始
深入社蛮村附近村庄及新盈沿海
一带宣传发动群众，筹集钱粮和枪
支弹药送往部队，支援前方。

“黄金女头脑灵活、机智勇敢，
人缘好，深得群众信赖。在当交通
员期间，利用自己渔家女的身份，
一家一户登门做思想工作，发动群
众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并冒着生命
危险，躲过国民党的岗哨检查，千
方百计将军用物品送往社蛮根据
地。”临高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
壮省说。

护送军政人员渡海

1949年，经过多年浴血奋战，
琼崖人民终于看到解放曙光。“当
时，国民党对琼州海峡进行了严密
封锁，琼崖党组织和中央以及解放
海南大军联系非常困难，经临高县
党组织慎重考虑，拥有多年地下交
通工作经验的黄金女成为接送渡
海情报和军政人员的第一人选。”
张壮省说。

接到任务后，没船只、没经费
等一连串难题接踵而至，机智勇敢

的黄金女想尽办法一一克服——
渔民船只被敌军封锁，禁止出

海，黄金女冒险登门做船主思想工
作，成功雇到船只、船工；

行动经费不足，黄金女一方面秘
密向大户筹款，同时通过父母筹得
1700元光洋，以此作为活动经费；

海上、岸上敌人设防重重，黄
金女先用小船接过海人员，再想办
法将他们运送至事先安排好的渡
海大船上，她有时假装护送病人去
治病，巧妙避开敌人岗哨……

就这样，自1949年4月起，黄
金女不顾个人安危，先后护送军政
人员渡海5次。其中，第五次偷渡
任务，是黄金女最为惊险的一次。
那是1949年12月，中共琼崖区委
派琼府财粮科长符英华等30多人
执行渡海任务。由于风声紧，黄金
女雇不到船员，便说服自己的姐夫
和弟弟亲自出征。出发当晚，天气
突变，海上风力忽强忽弱，黄金女所
搭乘的木帆船随激浪冲进了敌人布
设的“伯陵防线”，一艘敌人的巡逻
艇直逼木帆船。就在千钧一发之
际，黄金女急中生智，立即将藏在船
里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高高挂起。
敌人见旗子飘动，误以为是自己人，
便没有盘查，巡逻艇转向离去。3天
后，木帆船上一行人终于成功偷渡
琼州海峡，到达解放军第40军驻
地，为渡海部队带去详细情报，为日
后解放军大举渡海登陆战斗、解放
海南岛作出重要贡献。

“她的传奇故事新盈镇无人不
知。”年过半百的头嘴村村民黄磊
犹记得，在他上小学时，黄金女便
到其学校做报告，讲述革命故事，

“我们将把黄金女的故事一代代传
下去，让这份不惧艰险、不计得失
的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4月琼岛，暖意融融。儋州北
部的光村镇泊潮村，数公里沿海
而建的环村公路旁，一栋栋村户
楼房整齐排列，一艘艘渔船静靠
岸边，阵阵波涛轻柔地击拍海岸，
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艰苦卓绝的奋
斗岁月——70年前的解放海南
战争，这座静谧的小渔村，走出了
23名船工，他们不畏艰难夜潜琼
州海峡，多次引导、协助解放军部
队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登陆海南
岛，为解放海南立下不朽战功。

他们引航渡海先锋营

1950年1月，为协助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渡海南下，泊潮村的
23名船工接到琼崖纵队司令部
的命令——秘密偷渡琼州海峡。

“这23名船工是由琼崖纵队
司令部侦察科科长郭壮强秘密挑
选出来的，他们有对敌斗争经验，
会水性、会驾船，熟悉海南沿海的
水深、潮汐以及港口、海滩和礁石
分布情况，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
17岁，都不惧生死、十分勇敢。”
儋州市委史志办主任陈良荣说。
1月的某一天，船工们来到临高新
盈镇后咀村，趁着夜色，乘着一艘
木帆船潜行北上。

经过一夜一天，船工们渡过
海峡到达徐闻县，顺利到达解放
军40军118师师部。而后，船工
们一方面抓紧接受射击、投弹等
军事训练，另一方面负责指导官
兵们泅水、划船、使舵技术，为接
下来的登陆任务做足准备。

3月5日，第一次登陆作战终
于到来！当晚，林帝眷、黄神养、刘
吉春、黄当养、符女寒、黄华生、黄
土壮、黄神荣、林昌荣、万小井等儋
县干部、船工带领渡海先锋营799
名指战员，从雷州半岛灯楼角出
发，潜渡儋县白马井超头海滩。

战争比想象中还更残酷。经
过一夜划桨航行，3月6日14时

许，当登陆部队到达白马井附近海
面时，突然遭到敌机疯狂轰炸。枪
林弹雨中，船工们身负重伤、鲜血
直流，仍勇往直前，领着战士们拼
命地往岸上冲，最终以50余人伤
亡、船只全部被炸毁为代价突破

“伯凌防线”，首次登陆成功。

与解放军战士生死与共

“初次登陆损伤惨重，但船工
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又先后加
入到两场非常重要的登陆战中。”
据《跨海引航的泊潮人》一文作者
林斋介绍，当年3月26日，林扬
熙、黄华利、黄扬户、林黄养、黄华
户和周真朝（周振朝）等7名船工
跟随着部队出征。

这一次，船队规模达81艘，
人员2991人。然而，船刚在澄迈
玉包港靠岸，解放军很快就被国
民党军队发现，随即受到炮弹和
飞机的猛烈轰炸。敌军的一次次
突袭、一轮轮扫射，船工们和解放
军战士用血肉之躯与敌军殊死搏
斗，部队伤亡惨重。

“这次跨海作战中，船工林扬
熙因船沉落海，泅渡上岸后被国
民党军捕获，被押送到临高县国
民党军指挥部审讯。在严刑拷打
下，林扬熙守口如瓶，坚称自己只
是出海捕鱼遇险的儋州人，不久
惨遭杀害。”林斋说。

血的代价，也未曾磨灭中华
儿女解放海南的雄心壮志。仅隔
数天，4月16日，解放海南规模最
大的登陆战役终于打响！

4月15日晚，解放军40军、
43军数万将士跨海南征，尹华惠、
黄华户、张神农、陈王成、简长球、
刘华景、黄日美、黄德兴、黄金茂、
周真朝等船工随大部队一路浩浩
荡荡，第二天一早便到达海口以西
至临高角一线海岸。

这一次，解放军有备而来、声
势浩大，冒着漫天炮火，船工们背
水一战，部队强力横扫敌军，终于
胜利登陆临高角。

硝烟散去，但历史不会忘
记，在解放海南渡海登陆战斗
中，这23名勇敢的“水手”横渡海
峡、奋死拼搏的伟大壮举，其中，
林扬熙、林黄养、黄华利、刘杰
新、黄扬杜5名船工为了祖国的
解放事业英勇牺牲。海南解放
后，23名船工全部荣获“渡海有
功人员”称号。

“这些船工抱着对党的感恩之
心，带着贫苦乡亲的重托，义无反
顾地潜渡北上为大军引航，他们用
敢于牺牲的壮举在海南人民解放
斗争史上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勇
闯海峡的英雄赞歌。”林斋说。

泊潮船工：
勇闯海峡迎大军
文\海南日报记者 林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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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潮老船工万小井。李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