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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早日完成勘界工作，每天早
上四點鐘就要起床，先是坐車，等到了
車也走不了的地方，背上測量工具只能
下車步行，一天三十公里的路是最少
的，有時候要走上五十公里，翻過眼前

這座山，再上車駛入下一座山下。」王
萬貴說，爬山的過程中最讓人頭疼的是
按國界線走山地的直線邊界路，一腳高
一腳低，為此自己的腿至今留下了毛
病。孫春齋當年勘界已56歲，腰疾非

常嚴重，走路都吃力，但仍要工作在第
一線。
回憶起第一次去勘界，王萬貴與孫春

齋一同前往，兩人隨身帶的水很快喝光
後，等到了界碑所在地，孫春齋精準地

找到一處窪地，用手把上面一層綠色植
物撥開，隨手在身邊找到一個空心的植
物根莖，開始喝起來。
王萬貴看半天也沒動，孫春齋說，

「快喝吧，這是我們冬季運界碑時準備

的，都是天然積雪化的水，不喝再往前
走這個也沒有。」 山林、沼澤、平原
當時每天走的路都不一樣，勘界回來的
人都有種「兩個耳朵都是多餘的」的感
受。

勘

「長征路」飲雪水 腿頑疾伴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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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烏蘇里江沿着中俄兩國
邊境線由西向東奔流不息。上

世紀九十年代初，一群由中國人組成
的工作隊與俄方相關人員為中俄國境
線劃定，穿梭在白山黑水間的叢林、
高山、江河、小溪中，他們不畏艱
辛、不辱使命，最終完成了中俄國界
線的勘定並立下界碑，為兩國間的合
作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吃同住八年完工
黑龍江省外辦原副主任王萬貴、
省外辦邊境處原處長孫春齋、省航
道局原局長夏鴻祥、省航道局測繪
大隊原隊長馬文超、省航道局原局
長柯長潔因勘界相識，現閒暇時仍
會相約酌酒憶事，談起當年共同承
擔重任時，每段故事、每座界碑、
每組數字都銘記於心。
「從133到369號中國界碑，主
界碑和輔助界碑共300多塊，除黑
瞎子島外，都是由我們勘測後設立
的。」當年任水文組組長的王萬貴
回憶起勘界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從1992年開始到1999年，我們
工作人員基本上是天天吃住在一
起，共同完成了歷史使命。」

物資匱乏壯漢消瘦
中俄邊境線共有4,300多公里，
黑龍江佔了3,000多公里。被稱為
「活地圖」的孫春齋對邊境地形了
如指掌，他說，「黑龍江省內的邊
境地區地形複雜，江河山地樣樣俱
全：有黑龍江、烏蘇里江和興凱湖
等界江界河，也有一步能邁過去的
小水溝；有兩點長達70公里的直線
陸地國界，還有下雨後存水，過幾
天水就乾涸的地方，可以說當時所

面臨的情況是各種各樣，困難重
重，壓力巨大。」
水路勘界的工作是最重的，因多數

中俄國界是由江河湖泊組成，水文工
作組的人員要長年吃住在船上。
「當時雙方要互派觀察員到對方的
船上工作，剛巧俄方物資相對匱
乏，在俄方船上的中國工作人員吃飯
都成問題，原來二百斤的壯漢上船兩
個月，回來瘦得看着都心痛。」王萬
貴說，「就連每天要穿的衣服，都要
提前準備，在山裡勘測一趟回來就被
樹枝劃出很多口子。」
除水界外，中俄國界勘測的區域

還有山地、沼澤和平原等地勢，很
多地方根本沒有路，野草都要沒過
大腿，在這些地方豎立界碑要費一
番功夫，而且只能等冬季結冰後才
能運輸界碑，一米多高的界碑加上
包裝，重量都要重達一噸，只能在
冬季由六個人一組輪番抬着運到指
定地點。王萬貴說，在勘界最繁忙
的時候，僅中方就有五百多人在中
俄邊界上忙碌。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勘界工作完成後，中國外交部在

釣魚台國賓館對全體工作人員進行
了表彰。
國界劃清後，中俄兩國的合作不

斷取得新突破，目前已提升至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2018年
中俄雙邊貿易額歷史性突破了
1,000億美元。今年兩國務實合作
將迎來豐收之年，標誌性項目「一
管（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兩橋
（首座邊境公路橋——黑河公路橋
及首座鐵路橋——同江鐵路橋）」
將落成。

黑龍江省航道局原局長夏鴻祥被稱為「智多星」，在中俄
東段勘測過程中，用他的智慧和專業技術，讓俄羅斯專家深
感敬佩。一位參與當年勘測工作的俄羅斯專家表示，「中國
的勘測技術水平非常高，在測量和繪圖方面，我們通過這次
勘測學到了很多新技術。」

地方主動承擔工作
「中俄邊境東段勘測共分為四段，其中第一、三段共1,228公

里由中國負責，第二、四段由俄羅斯負責。四段路主要以水陸為
主，但困難和問題也是最多的。」測繪大隊原隊長馬文超介紹。
夏鴻祥回憶起當年接受任務時的情況說：「原本這項任務是由

國家相關部門負責，但黑龍江省航運局更熟悉所勘測水界情況，
而且勘測和繪圖水平完全達到勘界要求，所以我們主動提出要承
擔這項工作，特別是第一段的勘界工作最為複雜，也是我們主動
要求承擔負責的。」

省維護費編成圖集
在興凱湖上70公里的國界線上，最初中俄兩國計劃要按放浮標

方便日後的邊境管理。夏鴻祥了解後，提出此法將會對兩國的人
力與物力造成巨大浪費。俄羅斯專家為此作了一年的試驗，最終
認同夏鴻祥的說法，並決定設定為固定坐標。馬文超說，「僅此
一項，為兩國每年節省維護建設的開支，更為日後的邊境管理帶
來方便。」
中俄東段勘界工作完成後，工作組將資料整編成圖集，詳細地
記錄了黑龍江上、中游和烏蘇里江三套2,000多公里水域情況圖
集，又分為國界圖版和航行圖版。黑龍江省航道局原局長柯長潔
說，「編排圖集時最困難的就是地名，因歷史原因當時很多地名
都是東北土話甚至未有名字，為此我們特意與國家地名處聯絡，
很多地名都是重新確定的。」圖集編好後水利、農業及邊防等部
門先後使用，為黑龍江發展及中俄兩國合作起到推進作用。

1993年正好趕上女兒考大學，那
一天王萬貴要赴莫斯科談判。老伴
說，「非得你去不可嗎？」女兒沒
有留爸爸，「爸爸現在的工作意義
多重大，需要我們的支持，再說他
留家也不能替我考，如此光榮的工
作，一定會為我的高考帶來幸運，
爸爸你走吧。」
「家人對我們的工作都非常理
解，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的
工作就不會如此順利地完成。」王
萬貴說，「當時工作組共分為六個
小組，都是在各相關單位抽調精兵

強將，每一位工作人員都深感責任
重大，絕不能辜負祖國人民的信
任，要是因為自己工作的失誤，導
致國土流失，那就將成為千古罪
人。」
大連測繪大隊隊員杜明奎為保護

山頂的GPS設備不被風颳下來，自
己摔了下來；雞西市外辦副主任毛
憲章得知父親病重，只能白天處理
好工作，夜裡趕回去看望，第二天
早上馬上又回到崗位；第九組隊員
張富國被蜱蟲咬後整條胳膊腫得發
黑，仍在一線工作。

2008年7月21日，中俄外長代表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段的

補充敘述議定書》，標誌着中俄邊界問題得到徹底妥善的解

決，中俄長達4,300多公里的邊界線就此全部確定。「看到新

聞時，無數種感覺剎那間湧上了心頭…… 」近日，香港文匯

報記者與平均年齡已過70歲的五位老人共同回憶起27年前中

俄國界東段劃界、勘界、立碑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哈爾濱報道

勘測技術專業
俄專家表敬佩

訂立邊界條約或協定，按情況補充

根據條約或協定實地勘界、測繪邊界線

豎界碑，精確測量坐標、高程等數據

數據經審核驗收後標繪地圖

■根據網上資料整理

■中俄界碑設立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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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界成員與俄方成員合影勘界成員與俄方成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翻拍翻拍

▲▲柯長潔柯長潔、、馬文超馬文超、、夏鴻祥夏鴻祥、、王萬貴王萬貴、、孫春齋合孫春齋合
影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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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北極環衛隊沙洲隊隊員張秀娟清掃138界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初春，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位於北緯53度，中
國邊境線上最北端的城鎮北極村，這裡仍被白雪覆
蓋，顯得天空格外藍。

冬季早上8點，夏季早上5點到晚上8點，漠河北
極環衛隊沙洲隊小隊長孫艷艷負責中國最北界碑138界

碑區域清潔工作。她說，工作雖然很累，但看到南方遊客體驗馬拉
耙犁時，來到界碑前合影興奮的表情，感覺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

春天清理融化的冰雪，夏天撿拾白色垃圾，秋天清掃落葉，冬
天清理積雪，在2014年至2018年負責138號界碑清掃工作的環
衛隊員張秀娟說，「每天都會遇到很多來自天南海北的遊客，給
他們指路照相講北極村的歷史故事。身為北極村的一名清潔工能
為遠方的客人來北極村找北，創造一個衛生乾淨的環境，能讓客
人享受美麗的北極村風光，更是驕傲和自豪，一年四季再辛苦工
作是值得的。」

漠河市景區管理委員會景區管理部部長于洋說，近年來漠河市
景區管理委員會對界碑的保護趨於完善，不僅安排了工作人員每
天進行維護，並且清潔工全天不間斷地進行清潔和擦拭，並且在
2017年的時候，專門安裝了攝像頭對界碑進行24小時監控，防
止遊人或其他人員破壞界碑。

國之最北界碑 天眼全日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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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界人員在叢林中工作勘界人員在叢林中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翻拍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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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界人員勘測中俄國界勘界人員勘測中俄國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翻拍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