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怨无悔的坚守——追记“时代楷模”王继才

开山岛全貌。

王继才夫妇巡岛。（资料图片）

北纬 34 度 31.47 分，东经 119 度 52.15 分，距离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
燕尾港镇 12 海里，有一处只比足球场稍大的弹丸之地——开山岛。

岛上气候恶劣、常年海风肆虐，当地人称之为“水牢”。这里鸟兽绝迹、
植被难生，唯有苦楝树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如今，苦楝犹在，当年亲手种下它
的人却走了。



7 月 27 日，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时代楷模”王继才在岛上执勤时突发
疾病去世，离开了自己守护 32 年的开山岛，离开了毕生为之奉献的海防事业。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
守岛 32 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华章。

“中国的领土，就该升起中国的国旗”

在燕尾港镇副镇长、武装部长姜驹的工作笔记上，清楚地记着建军节前夕
的工作安排：7 月 25 日，《解放军报》记者上岛采访“开山岛夫妻哨”；7 月
29 日，市、县两级领导上岛慰问……

按照职责分工，姜驹是王继才的“直接领导”，近年来，只要有人上岛采
访或慰问，他都负责安排行程。

“我来镇上工作不久，就和王继才成了好朋友，十多年来，我们俩几乎无
话不谈。”谈到王继才的离世，姜驹惋惜不已，“他要早听我劝就好了。”

有年夏天，姜驹上岛检查，看到王继才的胳膊和腿上布满了铜钱大小的白
斑。问他原因，王继才淡然一笑：“这不算啥，身上的毛病多了。”姜驹劝他
离岛休养，王继才却说：“早把岛当成家了，离不开了。再说我走了，谁来升
旗啊？”

升旗，是王继才眼中天大的事。

每天早晨，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 5 点起床，6 点半准时升旗，365 天无论
刮风下雨从未间断。一人升旗、一人敬礼，没有国歌伴奏，却庄严肃穆。

岛上湿度大，国旗容易破损，32 年来，王继才自费购买了近 200 面国旗。
而作为民兵，他和妻子每年的工资加补助也才 3700 元。

“他把国旗看得比命还重”。对此，灌云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刘军深有
感触。有一年刮台风，王继才生怕国旗被刮跑，顶着风雨爬到山顶收国旗。下
山时，脚底踩空，整个人从几十米高的台阶上摔下，摔断了两根肋骨，还差点
掉到海里，但国旗被他护在怀里愣是一点没破。

刘军曾问王继才：“没人监督、没人要求，你为啥每天坚持升旗？”



“中国的领土，就该升起中国的国旗。”说这话时，王继才的眼中充满了
执着和坚定。

不仅坚持升旗，巡逻，看管航标、测风仪，写海防日志……每件事都认真仔
细、一丝不苟。翻开王继才的海防日志，上面详细记录着岛上发生的事情，离
世前一天他记录道：“2018 年 7 月 26 日，多云转晴，上午有 3 艘渔船经过，
下午有 1 艘货轮经过，晚上四盏海面航标灯正常照明，无其他异常情况发生……”

守岛 32 年，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王继才夫妇却越干越有劲，他们的
坚守不仅被多家媒体宣传报道，也感动了无数的身边人。当地渔民包正富，每
次出海捕鱼都会从开山岛附近经过，“出海时，看到岛上的国旗，就觉得心中
有力量。”包正富说，这么多年习惯了，只要看到那个岛、那面旗，就知道王
继才还在坚守。

“开山岛是海防前哨，你不守，我不守，谁来守？”

对妻子王仕花来说，王继才的离去实在太突然，她至今无法相信。

“老王走的这些天，是我这 32 年来离开开山岛最长的时间，也是最难熬的
日子。本来我俩已经约好，今年的建军节要为岛上再换一面新国旗，但他一句
话也没留下就走了。”

1986 年 7 月，王继才说去执行任务，一走便杳无音讯。后来王仕花才知
道，丈夫是去守开山岛了。分别 48 天后，她随船来到开山岛，看到了胡子拉
碴、衣衫褴褛的王继才，心一下揪了起来。想让他回家，王继才却执意守岛，
“仕花，你回去吧，照顾好老人孩子！开山岛是海防前哨，你不守，我不守，
谁来守？”

面对丈夫的坚持，王仕花毅然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陪他一起守岛。从
此夫唱妇随，开山岛上有了家的气息。“老王是个好丈夫，这些年他对我很好。
只是我们对亲人亏欠太多。”

2005 年 10 月，王继才大哥突然去世。当时正值战备执勤，等到执勤结束，
又赶上刮风下雨没有船，王继才回到家时，只看到一个新坟。父母去世时，他
也因守岛不在身边，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不仅没能为父母尽孝，在大女儿王苏的记忆里，父亲也是个“陌生”的词
语。“父母上岛时，我只有两岁，和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大了，就开始操持家
务、照顾弟妹，因为家庭原因我很早就辍学了。”

比起这些，最令王苏不解的是父亲曾亲口答应，在婚礼时一定要亲手把她
交到新郎手上。可等到结婚当天，父亲却失约了。礼堂里没有出现父亲的身影，
眼泪弄花了王苏的新妆。

对王继才的“冷漠”，儿子王志国也深有感受。高三那年，他摔断了胳膊，
姐姐王苏请渔民把消息带到开山岛。结果，王继才托人捎来 100 元钱和一句话，
“开山岛离不开我。”这句话，让王志国心里很不是滋味：“在父亲的心中，
开山岛比儿子更重要。”

不是无情冷血，而是职责在身、使命重大。王仕花说，王继才看似“冷酷”，
却有一颗无比慈爱的心。王苏结婚那天，他一遍遍抚摸着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那是上岛前他们三人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一边看一边默默流泪。王志国摔断胳
膊那次，他更是愁得一夜没有合眼，望着家的方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后来，儿女长大，渐渐明白了王继才的苦心。2012 年 9 月，王志国研究
生毕业，放弃了进入高薪企业工作的机会，选择成为一名边防军官，和父亲一
样卫国戍边。而他工作的第一站，就是与开山岛隔海相望的灌南县边防大队。

“我多想亲口告诉爸爸，儿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如今在部队也立了功、
受了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边防军人。”

“守岛别说倒贴钱，就是出血我也干”

一身绿军装，是王继才夫妇多年的固定着装，打开他家的衣柜，像样的衣
服屈指可数。“老王舍不得吃穿，一件汗衫都是缝缝补补，一直穿到不能穿为
止。”王仕花回忆道。

即便这样，王继才也从未向歪风邪气低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他智破偷渡
大案的故事。1997 年，一名“蛇头”带着 49 名偷渡客上岛，掏出 10 万元现
金，让王继才“行个方便”，允许他们停留一段时间后借机偷渡日本。当时，
10 万元对王继才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但他毫不犹豫、断然拒绝，并借机拖
延，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最后“蛇头”被当场抓获。



据灌云县公安局燕尾港镇边防派出所所长李志敏介绍，32 年来，王继才夫
妇先后向公安边防部门提供线索 50 余条，发现并协助破获走私、偷渡案件 9
起，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

上世纪 90 年代，王继才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去南方打工发了财，也想带他
出去赚钱。“你守个岛，能赚多少钱，还尽倒贴钱，不如跟我们去南边闯闯。”
“你赚你的钱，我守我的岛。守岛别说倒贴钱，就是出血我也干。”

常有人问王继才，要守到什么时候，他总说，守到守不动为止。如今，他
用生命践行了这一质朴誓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江苏省委、连云港市委随即发出向王继才学习的号召，连云港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迅速行动，掀起了学习热潮。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我们要以王继才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忠诚干净担当
的精神，把它践行到纪检监察工作中来。”连云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刘海涛说。

……

8 月 6 日，王继才离世 10 天后，王仕花在子女的陪伴下，正式向灌云县人
武部递交继续守护开山岛的申请。8 月 10 日，由 3 名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组
成的值勤班，上岛协助王仕花进行常态化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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