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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泗马迹山港口，海天一色。每当
海潮涨起，一艘艘如同航母的巨轮满载
铁矿石驶入港口。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铁矿石中转基
地，亦是中国国门。海岛之上，一群来自
五湖四海的人坚守在此——中华人民共
和国马迹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
警察。

随着《关于服务促进三角航运枢纽
建设十项举措》推进实施和 144 小时过
境免签政策范围扩大，马迹山港来往船
舶和人员的查缉验证压力陡增。

驱车、乘船，四换交通工具，从杭州
出发 6 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登上这座距
离陆地 50 多海里的东海小岛。漂洋过
海，我们跟着这群“艰苦不怕苦，离岛不
离心，偏远不偏安”的移民管理警察一起
守国门。

半夜登船，逐一核验
船员身份

站在巨轮脚下，才知登轮不易。从
岸边登船，舷梯长 10 余米，坡度近乎 60
度，侧面和脚下皆为镂空，虽然四周设有
防护网，但汹涌的海水每一次拍打岸边，
仿佛都是在提醒着我们不要轻易松开两
旁的扶手。

凌晨，手表指针已指向 1 时。距离
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马迹山边
检站的3名民警早已等候在1号泊位。

这一晚，我们的目标是对一艘刚刚
靠港的新加坡籍货船登临检查。

按照出入境管理规定，只有完成人
员身份核验，船才能开始作业。而在只
有两个泊位的马迹山港，受限于航道安
全，船舶只能在涨潮时进出泊位。错过
时间，可能就要多出上万美元的支出成
本。

为了让进境船舶无需等待、靠港即
可作业，马迹山边检站直接将入境检查
搬到了船上。

看着我们颤颤巍巍“爬”过来，民警
高艳志一溜烟地先跑了过去。“抓牢扶
手，一个一个过！”操着一口标准东北口
音的他，扯着嗓子，拼命挥手，示意我们
抓紧时间。

戴好头盔、口罩，在入口处登记好个
人信息后，我们终于进入船舱。听闻检
查人员到来，船员们早早等候在会议
室。高艳志负责与船方进行沟通，查验

对方证件。
“您好，请问您的姓名是什么，国籍

是什么？”在高艳志的鼓励下，我们拿起
一本船员证，打开个人信息页，用不太熟
练的英语与船员交谈。

“朱安特，来自菲律宾！”对方一字一
句回答。

我们将证件举起，与眼睛平齐。一
边仔细核对着船员证上的每一个字母，
一边隔着桌子，望向对面的船员，仔细观
察表情，生怕出现一点差错。

22 名船员查验完成。紧接着，高艳
志又从桌面上拿起早已备好的船舶证
书，对邮轮基本信息、航行轨迹、货物装
载一一核对。确认无误，他指着表格上
的空白处，让船长签字。

所有检查完成后，高艳志从背包中
抽出一张中英文双语的《告船长书》。一
张 A4 纸，正反两面，分别用中英文写明

“申报船舶情况、不得擅自改变出入境时

间地点航线”等6条注意事项。
“这是给你的。”高艳志一边递给船

长，一边叮嘱着停留期间的注意事项。
完成交接，入关的手续就结束了。

船上船员不下船。原本需要来回奔
波才能办成的业务，现在不到 15 分钟，
就可以完成船上全部 22 名船员的入境
信息申报。“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和作业
成本。谢谢你们！”离开会议室时，船长
简德蒙冲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检查船舱，每个角落
都不放过

结束了船员船舶查验，我们又来到
船舱，与另一组民警杨宏超和林金泽汇
合，与他们一同进行船舱检查。

相比办理快速的通关手续，查验船
舱就要仔细许多。

坐落于中国南北运输必经的黄金

水域，嵊泗马迹山港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它是亚洲最大的铁矿石中转基
地。出入的船舶，90%以上来自澳大利
亚、巴西两条航线。作为移民管理民警，
守好国门是最重要的主责主业。

此时室外温度已经不到20摄氏度，然
而舱内却仿佛蒸笼一样“烤”人。狭窄的通
道、复杂的机械结构、堆积如山的货物，每
一处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的藏身之所。

跟着走进船员生活区，我们先趴在
船员床底看了看，再走到驾驶室内，查看
边边角角，甚至一些隐藏的角落。

“这些可不够。”杨宏超颇有经验。
在他的指点下，我们掀开隐藏在地毯下
的机舱挡板，然后顺着梯子爬到里面。

“你是怎么找到的？”我们吃惊地
问。杨宏超说，常年的船舱检查中，他们
早已摸清每一种类型邮轮的每一个重点
部位。哪里有隐藏的空间，哪里便于藏
人藏物，他们都了然于胸。

爬下去后，我们接过林金泽手中的
红外线扫描仪，对可疑之处进行检查。
当扫到摆放在角落里的一个箱子时，突
然，仪器“滴滴”响了起来。

“什么情况？”我们的眼睛不由瞪大，
“莫不是这箱子里塞了什么东西？”船员

赶忙打开箱子，里面装满船员的备用物
资。罐头、汽水⋯⋯“虚惊一场。”林金泽
松了口气，向我们解释，“大概是温度有
点高，机器太灵敏了所以发出警报。”

一圈检查下来，我们背上的衣服早
已被汗水浸湿。站在甲板上，我们忍不
住问：“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仔细检
查？”

杨宏超告诉我们：“这几年，外轮偷
渡案例屡见不鲜，走私物品也偶有发
生。”去年，一艘邮轮停靠在岱山码头，
夹带了违禁物品。最初的常规检查中
民警并没有发现异常。然而在夜晚的
临时检查中，民警通过船员微妙的表情
变化，察觉出异常，最终凭着经验在船
底搜出了违禁品。“要是没有查出，后果
不堪设想。”

当最后一处检查点确认无误后，我
们揉着惺忪的眼睛打道回府，此时时钟
已经指向3时。

结对学习，提升英语
对话能力

由于每天都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船
员交流，英语成了每个移民管理警察的

必修课。
听闻当天下午是雷打不动的英语课

时间，临走前，我们主动申请也去“充充
电”。

一进马迹山边检站执勤一队办公
室，立刻就被浓厚的英语学习氛围所吸
引。大家两两结对，一问一答，互相纠正
发音，提醒对话要点。

“这个词怎么读？”盯着教材上的英
文单词“mutual visa-free”，我们有点
纳闷。本以为自己已经通过六级考试，
英语单词对我们来说不是难题。但当看
到这些涉外英语的专业词汇时，我们也
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是‘互免签证’的意思。”在读出
标准发音后，坐在一旁的民警自豪地解
释。

从民警口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原本
的英文水平并不高。最初得知要学习英
语并必须通过专业考试时，许多民警流
露出畏难情绪。“英语基础差、底子薄，若
是完成不了任务，面子上也过不去，心理
压力非常大。”一位民警说。然而，由于
每天要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是必备工
具。于是边检站建立了每周学习和定期
考试制度。两年多来，大家的英语水平
被“逼”了出来。

令我们意外的，授课老师并非专业
的英语教师，而是去年刚来的新人闫晓
晓。一年前，闫晓晓从河南来到岛上。
这个中国人民大学英语专业的优秀毕业
生，怀揣梦想考进当时的浙江边防。

得知同事们要学习英语，她主动申
请当起老师。每周二下午，雷打不动的
英语课是她和大家的约定。“在‘勤学为
荣懒学为耻’的氛围里，大家结对学习，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她说。

离开马迹山边检站前，民警告诉我
们，从部队转制的马迹山边检站，80%民
警都来自外省。20 年来，有人把妻儿接
到了身边，一家人都成了新嵊泗人；也有
人和家人分居两地，见面次数屈指可
数。一批又一批民警，把这片土地当家，
在学习中不断充实自己，渐渐找到了这
份职业的意义。

在亚洲最大铁矿石中转基地港口，记者凌晨登上万吨外轮——

跟着移民管理警察守国门
本报记者 王逸群 李 攀 通讯员 徐雪芹 张以成

泰国的榴莲、智利的车厘子、大西洋
三文鱼⋯⋯近年来，越来越多家庭的冰
箱，被进口生鲜占据一角。进口生鲜走
入寻常百姓家，少不了一台公共“超级冰
箱”——冷链仓储。

日前，历时三年建成的宁波梅山国
际冷链供应链基地迎来首票进口货物，
意味着这个全省最大的“超级冰箱”，开
始面向全球囤货。

这台“超级冰箱”有多大？会给我们
带来哪些新奇好物？在一个气温接近
30℃的秋日，我们走进“超级冰箱”，感
受它的独特魅力。

查验香蕉，发现霉点
要剖果送检

车子驶入梅山保税港区的检查站，
海水的咸腥味越发浓烈。一转弯，银白
色外观的“超级冰箱”已经映入眼帘。

“真大！”我们不由脱口而出。说是
“超级冰箱”，其实由数幢建筑组成，看起
来延绵壮观，仅临港一侧，就有3个供车
辆进出大门。

从第三道大门进入，就是海关的指
定监管场地。这个场地具备进境肉类、
水果、冰鲜水产品监管资质，是进口商品
进入“超级冰箱”的安全管家，也是整个
宁 波 海 港 口 岸 最 大 的 进 境 水 果 查 验
基地。

“货刚刚到，我们马上要开始查验
了。”在监管场地内，查验关员张永乐正
低头查看当天的查验指令。他身后，工
人们已在叉车上严阵以待。

趁着等待的功夫，我们抬头观察了
一下身处的这个方盒子。这是一个占地
7000 多平方米的巨大仓库，没有窗户，
却有10多个门，每扇门的上方都装着摄
像头。

这时，最右侧的 4 个卷闸门缓缓打
开。门外停着的4辆集装箱货车往后一
倒，把车尾精准倒进门内。地面的铁板
抬升延长，形成了一条坡道，叉车可直接
驶入集装箱取货。

“这是我们的查验道口，整个监管场

地有 58 个，也就是说可以容纳 58 辆车
同时作业。”张永乐介绍。

车辆信息核对无误之后，工人依次
解开铁链、黄色封条以及银色的铅封。
车门一开，一股寒气夹杂着香蕉的香味
迎面而来。这批香蕉来自“香蕉之国”厄
瓜多尔，货物重 80.5 吨，货值约 33.7 万
元，当天上午刚从宁波舟山港提出。

张永乐说，对于香蕉这类进口水果，
查验的重点是检疫性有害生物。“这个香
蕉有霉点，需要进一步剖果检查、取样送
检。”他和搭档陆燕江配合默契，借着灯
光细细查看。我们也凑上去仔细观察。

“看，这串香蕉也有一个霉点！”听到我们
的提醒，张永乐接过香蕉仔细辨别。“霉
点出现在这个位置，可能是路途中磕碰
导致的。”张永乐边说边把我们发现的那
串“问题”香蕉放入保温取样箱里，等待
进一步“手术”检查。香蕉查验完了，会
送去哪里？张永乐指了指查验仓另一侧
的一个通道，“里面就是冷库，如果货主
需要，可以就地存储。”

这个海关指定监管场地除了场地
大、设备新，最大的特点就是查验和存储
一体化，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冷链货物不
断链。张永乐告诉我们：“今后，查验合
格的进口冻品，就可以通过这个传送带，

直接送入全自动立体化冷库。”

走进冰柜，冻得脚底
仿佛粘了胶

立体冷库是全封闭的，人无法进
入。听说我们想进冷库看看，宁波梅山
国际冷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徐鹏指着旁
边的另一栋建筑说：“那就去 8 号冷库
吧。”

考虑到可能要进冷库，出门时我们
特意多穿了一件外套。但在冷库门打开
的一瞬间，寒气迎面而来，我们不由打起
哆嗦。

“这算啥，还没到零下呢。”见我们缩
手缩脚的模样，仓库运营经理张玉成一
边递上加厚长款棉衣，一边淡定地说。
原来，这只是装卸货物的穿堂，温度在
5℃左右。

等我们从头到脚包裹严实，张玉成
启动开关，打开了一个“冷藏柜”。虽然
有了心理准备，但是里面的温度还是让
我们破了防。门一开，脸上立马有了针
刺感，冷气从大衣的下摆不断往上涌，我
们的双手不由自主往袖子里缩。

“冷不冷，看地上粘不粘脚就知道
了。”听张玉成这么一说，我们走了几步，

果然脚底仿佛粘了胶，走起来沙沙作响。
跟想象中货物堆积如山的画面不

同，冷库里成排的货架井然有序，就像一
个仓储式大型商超。不过，这里的货架
可比超市的能装多了。一排排深蓝色的
货架“拼命”向上延伸，我们要使劲仰头
才能看到顶，粗略估算，5 层货架高度超
过10米。“这里边是牛肉、猪肉等肉类冻
品。”张玉成戳了戳整齐码放在货架上的
货物说。

这样一个冷库能放多少冻品？“如果
说把大象装冰箱里，我们这个‘冰箱’装
几百头大象没问题。”他笑说，他们一般
都按照叉车搬运的托盘数来计数，仅这
个冷库，就能放下3000托的货物。而像
这样的低温冷库，园内一共有7个，总的
仓储容量约为2.5万托。

不敢让我们在冷库中多待，走了一
圈，他便匆匆领着我们往外走。“我们平
时在这里工作，也是隔一会就要出来‘缓
一缓’。”张玉成解释。

走出冷库门，我们眼前一片雪白，原
来是眼镜镜片结了霜。我们看了下冷库
的温控屏幕，显示为-19.5℃。

“这个仓库要控制在-20℃上下两
度的区间，如果温度超出，就会发出警
报。”精准的温度控制，不仅关系到品质，

也关系食品安全，在张玉成的手机里，一
张不同货物的存储温度表，总被时时翻
阅。每次有新员工进来，这也是培训的
第一课。“比如冰鲜的肉类要严格控制
在-2℃到2℃，超出了，可能整批货就报
废了。”

占地 387 亩，相当于
35个足球场

从冷库出来，我们注意到门口还停
着观光车。“园区太大，没有观光车走不
过来。”徐鹏解释说。说话间，他跳上车，

“我带你们去转转，就知道为什么说是全
省最大的‘冰箱’了。”

观光车在园区中穿行，道路两侧的
建筑显得更加高大，我们的车子穿梭其
中，仿佛推箱子的小人走在迷宫中。一
圈转下来，时间超过了10分钟。

车子停在了办公区，隔着门，远远我
们就看到了一个超大沙盘。围着沙盘，
我们对这个“超级冰箱”的整体布局有了
概念。

“你看，这就是刚刚海关查验的地
方。”顺着徐鹏手指的方向，我们发现当
时感觉规模宏大的海关指定监管场地，
只是沙盘右侧的两栋小建筑。

“我们整个基地占地387亩，相当于
35 个足球场。”徐鹏略带得意地说，全省
最大还是保守的说法，实际上，在整个华
东地区，也是规模最大的单体冷链物流
基地。“目前启用的是一期，二期预计最
快年底能建好，冷库容积大约有 72.9 万
立方米。”

见我们对这些数字没感觉，他形象
地描述说：“冷库全部建成后，光是里面
的优质肉类和蛋白，就能满足长江经济
带及周边 3000 万人口的消费需求。”而

“超级冰箱”完全建成后，还能提供冷冻
冷藏、保税查验、加工配送、商品展示交
易、供应链金融等“一站式”服务。

不仅如此，“超级冰箱”的投用，还
能让餐桌上的新奇美食更加丰富。“整
个基地配备 13 座现代化多温层仓库，
能 够 实 现 从 -60℃ 至 20℃ 全 温 区 覆
盖。”徐鹏说，这意味着能够覆盖更多品
类的食品存储，比如，对于存储条件苛
刻的金枪鱼。“金枪鱼必须储存在零下
40℃到 60℃之间，这就必须要有超低
温冷库。”他指着沙盘左侧的一幢两层
建筑介绍说，这里是超低温冷库和加工
库，未来，计划开展金枪鱼的存储加工
业务。

趁着天没黑，我们赶紧放飞无人机，想
给“超级冰箱”拍个“全身照”。因为占地
面积太大，无人机像往常一样飞到100多
米高度时，只能捕捉到部分园区的房顶。
把飞行高度提高了一倍，才勉强把“冰箱”
全貌装进镜框里。天渐渐黑下来，整个园
区依然灯火通明，不时
有集装箱车辆进出。这
个“超级冰箱”里的各类
生鲜水果，正源源不断
发往各地，最终进入万
千家庭的小冰箱。

记者走进全省最大的单体冷链物流基地——

“超级冰箱”有啥不一般
见习记者 王妍妍 本报记者 李 华 通讯员 应 俊

王妍妍

王逸群王逸群

李 华

李 攀

记者（右二）
跟随移民管理警
察高艳志检查外
籍船员证件。

拍友 张以成 摄

夜晚的马迹山港。 拍友 张以成 摄

“超级冰箱”全景。 本报记者 袁佳颖 摄 记者（前右）和海关关员一起查验香蕉。本报记者 袁佳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