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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仃洋大桥上，建设者在进行猫道面网拆除施工。 陈旭彬 摄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粤交集
宣 陈旭彬）9月 25日，广东交通集团发布
消息，随着最后一根猫道承重绳顺利下
放，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猫道拆除完毕，
为后续桥面铺装、鞍罩吊装、附属设施等
施工提供了工作面。

2022年 4月 22日，随着最后一块面网
安装到位，伶仃洋大桥猫道架设完成，为
后续主缆架设、主缆紧缆、索夹吊索安装、
钢箱梁吊装等关键工序施工提供了稳定、
安全、可靠的作业平台，确保施工稳步高
质量推进。随着主缆防腐等后续工序相继
完成，“服役”一年多的世界最高海中猫道
也完成其使命，光荣退出建设舞台。

看着最后一根承重绳顺利拆下来，保
利长大深中通道S05标项目副经理吴育剑
紧张的神情稍有放松。他介绍说：“伶仃洋
大桥猫道拆除采用从塔顶向低处、逆序拆
除的方法。首先整体拆除门架相关构件，
包括门架承重绳及底梁等，然后从东、西
主塔顶部开始向中跨和边跨两个方向逐
段拆除猫道面层系统，最后再拆除变位钢
架、猫道承重绳、支架及预埋预留件等。整
个猫道拆除主要依靠卷扬机、滑轮组与塔
吊等机械设备的相互配合。”

猫道拆除属于高空高危作业，加上伶
仃洋大桥地处高温、多雨、多强风等天气
的珠江口开阔海域，未知风险因素多，为
猫道拆除的安全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为确保猫道拆除作业安全、高效地
完成，项目管理团队精心组织，全方位演
练，编制猫道拆除专项施工方案，并进行
多次专家评审，全程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

全技术交底和培训，加大对安全防护措施
的投入力度和检查督导力度。”深中通道
管理中心副主任姚志安说，建设团队耗时
15天完成了 3公里猫道侧网和面网的拆
除，约40天完成了整个猫道系统拆除。

在伶仃洋大桥建设现场，来自重庆的
工人杨斯林正和同事一起盘卷最后一根

猫道承重绳。“再见咯，在这条猫道上走了
一年多，一开始还有点恐高，走多了就健
步如飞了。”杨斯林告诉记者，“走一趟大
概是 3公里，经常一个来回下来步数就上
万步了，最忘不了就是在猫道上看到的日
出，照得整座大桥亮亮的，心里也是暖暖
的。虽然不舍得，但是在这里看着大桥桥

面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现在施工车辆都可
以在上面走了，内心还是很激动的。”

目前，深中通道建设正朝着2024年建
成通车的目标全力冲刺。东、西人工岛正
推进房建、机电等附属工程施工；海底隧
道、桥梁工程已合龙，正推进沉管隧道内
的管沟附属、路面、机电交安等工程建设。

“服役”一年多功成身退

世界最高海中猫道拆除完毕

今年7月，来自中山西区街道

的居民谢如祥入选中央政法委发布

的2023年第二季度全国见义勇为

勇士榜。近日，他又被评为2023年

第二季度“中山好人”。

据了解，今年5月中旬，身为珠

峰登山队队员的谢如祥在距离珠峰

峰顶不到400米时，发现了一位生

命垂危的中国籍攀登者，他毅然放

弃了宝贵的登顶机会，选择救人。9

月22日，谢如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放弃登顶珠峰从不后悔，救人
是第一位的。”

本报记者 周映夏 冯明旻
通讯员 吴嘉明

■放弃登顶，他决定救下遇险者
今年 5月 14日，谢如祥和队友一起开

始攀登珠穆朗玛峰。5月 19日晚 9时许，
谢如祥在海拔 8450米的冰岩混合地带遇
上了湖南省登山队领队范江涛，他告诉谢
如祥，刚才发现一个女登山者倒在雪中，
生命体征微弱，但尚有意识，氧气用完了，
手也被冻伤。

走近躺在石板上的人，谢如祥喊了女
子几声，发现她还有回应后，便一边喂她
喝水，一边安慰她。看着女子慢慢地喝下
水，谢如祥对向导说：“她还有救，我不登

顶了，我要救她回去。”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向导连问了

几声。谢如祥坚定地说：“是的，我要救她！”
看到谢如祥救人的意愿如此坚决，向导同
意了，他爬过去，把女子的胳膊架到自己肩
膀上，谢如祥紧紧跟着，和范江涛及两名向
导一起护送着女子下山，最终，在几人的共
同努力下，次日0点30分左右，他们安全抵
达C4营地，成功完成了这个在海拔8450米
极端环境下的、耗时4小时的救援行动。

“做出救援的决策是非常迅速的，毕
竟在 8000多米的皑皑雪山上，每一分每
一秒都意味着风险。”谢如祥说，在海拔
8000米的生命“禁区”，连拧开瓶盖都很
困难，一旦身处这个高度，如同置身“死亡
地带”，救援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充满风险
的事。高寒、空气稀薄，救援者除了要牺牲
氧气、食物、体力外，还要一同承担死亡的
风险。据悉，获救女子姓刘，是独自报名攀
登珠峰，由于体力透支、补给物不足等原

因遇险。在谢如祥和队友相助下，刘女士
当天晚上身体已恢复，第二天被登山公司
接走。

■救人一命比登顶的意义更大
今年 54岁的谢如祥是北大 1987级地

质系的校友，他大二那年，和同学们一起
创立了北京大学登山队，即如今的北大山
鹰社前身。自那以后，谢如祥多次以队长
身份带领登山队攀登雪山。从那时起，登
顶珠峰就成了他的一个梦想。

在生命禁区救人，对谢如祥来说并非
首次。在 1991年冲顶新疆慕士塔格峰时，
他就曾为了搭救一名韩国登山者而放弃
登顶。去年6月，谢如祥在登云南哈巴雪山
时又帮助一名山西小伙脱险。

从北大毕业后的谢如祥忙于工作，暂
时搁置了自己对登山的热爱。直到 2018
年，北京大学山鹰社成功登顶珠峰，让谢
如祥再次重燃热血。近几年，他一直在为
登顶珠峰积极训练，他曾先后登上玉珠
峰、雪宝顶、乞力马扎罗、哈巴雪山等5000
米以上的雪山，并在2022年成功登顶慕士
塔格峰，弥补多年前未能登顶的遗憾。

在这次距珠峰峰顶不到 400 米的时
候，为了救人，谢如祥决定放弃登顶计划。

“营救中最艰难的，是决定要放弃自己多
年的梦想。但对于我而言，登珠峰是个人
理想，这没法和生命相比。”谢如祥说，在
户外这种艰险的环境中，只要有能力、有
条件都要先救人。登顶珠峰是他几十年来
的梦想，因救人未能实现，是有些遗憾。但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奇迹般地救人一
命，他觉得比登顶的意义更大。

“救人一命比登顶珠峰意义更大”
在距离珠穆朗玛峰峰顶不到400米时放弃登顶机会，转而救助遇险的中国籍登山者，

谢如祥被评为2023年第二季度“中山好人”

谢如祥分享自己的登山故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