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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次组团漂流长江，到再接再厉完成黄河漂流，到积极筹备雅鲁藏布江漂流，再到余非登顶珠峰，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洛阳人壮举不断

自强不息，不畏险阻，敢于挑战，勇于追梦。
洛阳人，从来不缺乏这种敢为天下先的

豪情和行动。
在余非成功登顶珠峰之际，我们不由得

想起，那些年我们洛阳人用生命、意志、信念
和勇气完成的一个个壮举；我们心生感动，
一种精神在河洛大地传承……

■自信自励勇漂长江

1985年，当美国激流探险家肯·沃伦买下我国长
江首漂权、准备漂流长江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热血
青年坐不住了。

当得知中美联合漂流队将于1986年6月开始漂
流时，洛阳青年郎保洛、王茂军、雷建生、张军、杨红
林、孙志岭、李勤建和霍学义8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洛
阳长江漂流探险队”，并于1986年5月27日加入漂
流行列。

后来，这支增加到17人的队伍成为当年长江漂
流探险活动队伍中最耀眼的一支。他们闯过金沙江，
穿越虎跳峡，终于在同年11月抵达上海吴淞军港码
头，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无动力漂浮器材
征服6300多公里长江全程的壮举。但洛阳漂流队也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红林、张军、孙志岭、雷志（云
南籍）4条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滚滚长江中。

■再接再厉完成黄漂

如果说长江漂流是被动、仓促的，那么黄河漂流
则属于民间自发行为。1987年，以原洛阳长江漂流探
险队部分队员为主力的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成立，
他们决定一鼓作气完成黄河漂流。同年4月底和5月
月初，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的两个支队分别从黄河
的两个源头——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出发。

洛阳的黄漂队员们战胜了严酷的高原气候、险
峻的拉加峡，用普通敞开式橡皮船突破壶口瀑布，于
当年9月25日胜利完成黄河漂流。在漂流拉加峡的
过程中，朱红军、郎保洛、张宁生、雷建生4位洛阳青
年不幸遇难。

在此次黄河漂流过程中，洛阳队员们不但对黄
河沿岸的风土人情进行细致考察，还留下了宝贵的
文字、图片等资料。

■挑战极限筹备新科考

2007年，为了挑战极限、增强国人信心，由当年
的洛阳黄漂队主力成员倡议，一群有志于探险漂流
事业的洛阳人积极筹划雅鲁藏布江的全程漂流，并
对沿岸人文、自然环境进行科学考察。

2008年，中国洛阳雅鲁藏布江科考漂流探险
活动正式在洛阳启动。雅鲁藏布江有三大世界之
最——落差最大、海拔最高、峡谷最长，至今未能有
一个国家的漂流队完整漂流该江。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我市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
漂流探险队正在筹备资金、制订方案、选拔队员。

河洛儿女自古就有不畏艰难、探索自然的精神。
日前，记者联系采访了当年亲历长漂、黄漂等漂流活
动的袁世俊、郝景川、王少天等人。当他们谈起往事
时，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那永不消退
的激情与梦想。

■“当初漂流，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1日下午，重提黄漂，快要退休的郝景川一时语
塞。或许，那次有些沉重的经历，令他终生难忘。

“当洛阳青年进行长江漂流时，我们就想着应该
一鼓作气再完成黄河漂流，这样就能彻底掐断了外
国人征服中国大江大河的念想。”郝景川说，那时候
大家都没有探险、挑战极限的概念，首先想到的就是
要争一口气，就是捍卫民族尊严。

于是，长江漂流尚未结束，郝景川他们就开始筹
划黄河漂流。

和郝景川一样，王少天也是黄河漂流的发起者之
一。他说，1986年10月，去长江漂流的勇士还没返回，
他们就前往青海省玛多县进行实地考察，成立了中国
洛阳黄河科学考察漂流队，并开始积极筹备漂流物资。

次年4月，中国洛阳黄河科学考察漂流队更名为
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队员们从郑州出发，乘坐火车
前往青海省。

此时，王少天正在陕西省咸阳市的一家橡胶厂，
监制漂流队的最后一批物资。“1987年5月下旬，我
带着物资赶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与完
成河源地区漂流探险的队友们会合，加入到黄河漂
流的队伍中。”王少天说。

20位洛阳青年，踏上了挑战极限的行程。

■“不畏牺牲、追求梦想，这是永不褪色的时代
精神”

“黄河万里哟有九十九道湾，九十九道湾哟有九
百九十个滩，九百九十个滩哟有九千九百个难，九千

九百个难哟有一个胆……”
从这首信天游中，我们就能感受到黄河漂流的

凶险与艰难。
“与长江漂流相比，黄河漂流的危险在于很多河

段河道狭窄，礁石暗藏，水流急且水温很低。”郝景川
说，尤其是堰塞湖湖口，极具挑战性。

他回忆，位于青海省的拉加峡，是黄河中最惊险
的一段。他们当初打算两三天完成漂流，为防万一，
特意带了5天的干粮。

“没想到一进入拉加峡，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严
峻。”郝景川说，隔不远就有一个堰塞湖，每次过堰塞
湖十有八九会翻船；5天过去了，连拉加峡的1/3都
没漂完，漂到第10天时已经翻了6次船。

然而，不幸还是发生了，在第8次翻船时，包括郎
保洛、雷建生在内的4位队员，不幸遇难。

在黄河漂流中，负责后勤供应的王少天，同样遇
到很多挑战。“黄河沿岸道路崎岖，运送补给物资难
度很大，一不留神就会连人带物一起跌入河中”。

在完成了松巴峡的漂流之后，漂流队员们分别
开始对黄河沿岸的风土人情进行考察。他们用文字、
照片等记录了黄河沿岸的人文、自然风貌。他们这次
考察的成果，为后来《黄河文化百科全书》的编撰提
供了宝贵的资料。

经过这次生死考验后，郝景川、王少天对生命
和自然有了更多的感悟。在他们看来，黄河漂流的
社会意义远大于探险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
都渴望走出去。我们的探险活动激发了人们探索、
追求的激情，这种时代精神应该永不褪色、与时俱
进。”王少天说。

■“漂流精神是洛阳人敢为天下先的代表精神
之一”

时间又到了2007年，在完成黄漂20年后，中国
洛阳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成立，王少天

任队长，挑战世界上最险恶大江的科学考察漂流探
险活动正式启动。随后，王少天等人从西藏自治区阿
里地区普兰县出发，对中国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流域
进行了实地考察。

这次考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雅鲁藏布江流
域落差极大，河道礁石、瀑布很多，如果进行雅鲁藏
布江漂流探险，将会比长江漂流和黄河漂流更加困
难，在技术上要求更高。

但这并不表示雅鲁藏布江漂流没有可行性。王
少天等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了特殊船只设计、特殊
地段通讯、特殊状况救援和补给等方案。

“漂流精神是洛阳人敢为天下先的代表精神之
一，我们将不断传承这种精神，继续努力创造条件，
为完成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雅鲁藏布江全程漂流而继
续奋斗。”王少天说。

如今的郝景川，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漂流，但他
依旧在市二十六中从事教学工作。这所学校，曾是他
和雷建生并肩战斗过的地方。

为纪念雷建生等牺牲的战友，他们在龙门西山
的一个陵园内建了一座雕像。在2米多高的黑色大理
石底座上，镌刻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谷
城洒脱遒劲的题字：“黄河之子”。

每年“6·19”这个日子，幸存的长漂队、黄漂队队
员都要到此扫墓；队长袁世俊都会带领当年的队友，
从孟津黄河大桥处乘船，顺黄河而下从洛阳漂到郑
州，以此寄托他们的哀思。

如今，距当年举国振奋的漂流活动已过去26年
了。时间带走了当年漂流探险者的青春，却没有带走
他们的精神。

时光如梭，冲不走这些荡气回肠的豪情；岁月荏
苒，剪不断这股催人奋进的力量。

这种力量，也在一代代洛阳人手中传递，汇聚成
新时代的洛阳精神。

本报记者 李东慧 见习记者 郭秩铭

青春梦想 他们用生命谱写草根史诗

精神力量 他们用行动激励人们奋进

“余非，洛阳的骄傲！”近日，45 岁的洛阳汉子余非从南
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在峰顶的皑皑积雪上，印下了第
一个洛阳人的脚印，余非登顶珠峰成功，在网上引起了强
烈反响。

洛阳网网友“自凡”说：“作为第一个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的洛阳人，余非不愧是洛阳人的骄傲！他那种不放弃、坚持到
底的精神，值得各行各业的人学习！”

洛阳网网友“阿香”说：“丰富的人生是因为有丰富的体
验，站在世界之巅的那种感觉肯定特别棒。由衷敬佩余非的勇
气，相信他的这一壮举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勇敢者去追梦、探
索、圆梦！”

洛阳网网友“COLE”是一名高校学生，他说：“在今后的
学习工作中，一定要以余非为榜样，脚踏实地，坚韧不拔，不管
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松劲，努力攀登事业的顶峰。”

洛阳网网友“江中鱼”说：“好一个余非，你为我们洛阳
人争了光！祝贺你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登顶珠峰。你比别
人多付出数倍的汗水，才有今天的实至名归。为了实现梦
想，不顾一切地付出，非常人可，非常人可比。只能说佩服
佩服！”

洛阳网网友“宁静的心”说：“余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
攀登珠峰的过程中，克服路段艰险、环境恶劣等重重困难，凭
借个人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最终实现了登顶。勇气可嘉，
敬佩！”

洛阳网网友“景行高山”说：“山高人为峰，余非好样的！冲
击珠峰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不过，不断征服自己人生险
峰的勇气，这个我们可以有。”

洛阳网网友“老姜”说：“成功登顶,令人敬畏；安全下撤,
让人踏实。” 本报记者 戚帅华

网友热议：余非，洛阳的骄傲

为了进一步了解余非，我们寻找着余非生活中的点滴，从
同学、战友、“山友”那里打探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同学眼中：能吃苦、肯坚持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于海涛是余非的初中同学，他总结余

非的特点：第一能吃苦，第二不爱出风头。
“余非家教很严，除了能吃苦，成绩也不错，在班里也是好

学生。”于海涛认为，余非学习刻苦，不爱出风头，很少犯错误，
做事有条不紊。

余非的家庭条件不错，但除了平时吃饭，他很少向家里要
钱。于海涛回忆，有一年暑假，余非计划和几个同学出去旅
游，为了挣路费，他跑到当时的耐火厂找了一份装卸煤炭的工
作，和许多成年男子一样从事人工装卸煤炭的体力劳动。虽
然工作繁重，但是余非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而且他吃苦耐劳
的精神赢得了工友的尊重。

战友眼中：很勤奋、有孝心
贾瑜峰曾和余非一起在陕西武警总队服役4年。回忆起

当年，他说，在训练场上，余非很勤奋，很认真，关注每一个细
节、每一个动作，是连队里数一数二的业务尖子，还曾多次代表
陕西武警总队参加全国散打、拳击比赛，并取得好成绩。

“除了平时训练勤奋外，余非还喜欢音乐、爱交朋友。”同

为余非战友的梁毅说，余非是个很阳光的人，多才多艺，亲和
力强。在部队时，余非喜欢弹吉他、唱歌，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是部队里的文艺积极分子。

余非对父母孝顺有加。让贾瑜峰和梁毅印象最深的是
1990年他们退伍时，部队给每位退伍军人发了300元的退伍
费，余非一个人坐车到西安，给父母买了许多礼物，只给自己
留了几十块钱。

“山友”眼中：人踏实、敢挑战
熟悉余非的人，都习惯称他“老余”，“山友”圈子里的人也

喜欢叫他“老余”，因为他的性格很沉稳，办事踏实，更因为他
阅历丰富，攀登高峰从来没有失败过。

在郑州某企业工作的陈明泽是余非的“山友”。给他印象
最深的是，老余这个人见识广，很幽默，一坐下来聊登山就滔
滔不绝，时不时引得大伙开怀大笑。

登山需要付出大量时间，还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
“余非这些年挣的钱大多花在了登山和探险上，但他没有后
悔。”陈明泽说，通过余非，他们知道，最令人享受的并不是登
上山顶的那一刻，而是过程。

“对于余非来说，登山就是对自己的不断挑战，每座山都
有独特的美，只有不断挑战，生活才更有意义。”陈明泽说。

本报记者 戚帅华

感悟余非：能吃苦、肯坚持、敢挑战

■记者：你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便成功登顶，有什么秘诀
吗？

余非：秘诀谈不上，不过倒是有些个人感受。
一是个人体力要充沛。由于我有常年户外探险的经历，

因此体能比较符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要求。
二是登山团队队员之间的信任很重要。登山过程中难免

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险情，队员要相互关爱。大家有一个共同
目标，就是一同登上珠穆朗玛峰。

另外，登山团队这次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除了登山前
对天气情况进行了周密分析，我们专门利用一天时间进行登
山拉练，让身体提前适应周围环境。

■记者：在你的QQ空间里，记录了不少以前探险的经
历，你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种极限运动的？又为什么如此着
迷？

余非：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喜欢旅行。那时物质条件不丰
富，周日，自己带着简单的食物、水壶和全套的修车工具，骑着
自行车到洛阳市周边的山区游玩，感觉在大自然里很舒心，可
能从那时已经逐渐形成亲近自然的习惯。不过，我真正开始

到各地探险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我在我市一
家银行做保卫工作，每次值班之后可以换休。于是，我与同事
商量好，平时不休息，攒够一周或10天时间，就一个人到各地
的大山中徜徉，去得最多的是我省与山西或陕西交界的山区。

这些年，我驾驶越野车穿越过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内
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徒步探险西藏雅鲁藏布江无人区，先后两
次徒步和驾车进入西藏墨脱地区，登顶新疆海拔7546米的慕
士塔格峰……

■记者：你是第一个征服珠峰的洛阳人，也是迄今为止成
功登顶珠峰的第七个河南人。这次成功登上珠峰，对你来说
算不算是人生目标的一个节点，有何感悟？

余非：很小的时候，我收藏过一套喜马拉雅山的主题邮
票，从那时起，我就期待有一天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我曾告诉
自己，要在45岁前完成这个愿望，如今我实现了梦想，此生无
憾。我此次登上珠峰后的感悟是，男人都需要具备信念坚定、
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懂得取舍的精神，只要心中有目标，就会
有动力促使自己去实现它。希望有更多具有探险精神的年轻
人，也能多去亲近大自然，挑战自我极限。 本报记者 王蕾

对话余非：男人，需要无所畏惧精神

希拉里台阶是一段高12米、几乎垂直的裸
露山体岩石断面，世界著名登山家埃德蒙·希
拉里和丹增·诺盖所带领的登山队是第一个翻
过这个断面而登顶的队伍，因而这段岩石断面
台阶被登山界永久命名为希拉里台阶。

“希拉里台阶上一道又一道岩壁和雪坡
仿佛颇有耐心地考验着我的意志。”余非说，

“我腿部的旧伤此时复发，时不时刺痛，在最
后的冲刺时刻，我当然不能放弃，只有咬紧牙
关忍着。”

拉克巴觉察到余非走路吃力，默默地将
自己的安全锁与余非的安全锁扣在一起。

不知走了多久，突然，拉克巴用手拍了
一下埋头前行的余非。顺着拉克巴手指的方
向，余非看到天际间第一道光——尼泊尔时
间5月19日6时33分，余非终于登上了珠峰
顶端。

“终于登上魂牵梦萦的地方，那一刻，我
仿佛置身天堂。”余非说。

本报记者 王蕾

余非从小梦想登上珠穆朗
玛峰，他做到了——

地球之巅
留下洛阳脚印印

今年 3 月 28 日，余非从洛阳出发前往
尼泊尔，与登山团队中的另外 9 名来自云
南、重庆、辽宁、湖南等地的登山爱好者
会合。

5月15日，余非和队友从珠峰南坡海拔
5380米处的大本营出发，向珠峰顶部进发。

“出发前的晚上，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太
兴奋，竟然失眠了，一直折腾到凌晨3点多才
似睡非睡地迷糊了一会儿。”余非说，4时20
分，大家起床，用餐后为登山作准备。

5 时 38 分，登山团队正式进入孔布冰
川。这是登珠峰的必经之路，也是珠峰上最
危险的地段之一。历史上在此处发生过10
余起登山悲剧，可以说是珠峰的“死亡地
带”。在这里，高海拔带来的不适感渐渐加
强，而且经常出现雪崩。

当地一名向导协助登山者拉克巴在选定
的路线上放置绳索，帮助大家越过冰壁上的
裂缝。余非当天的运气不错，在通过孔布冰
川时，并没有遇到太多阻碍。

由于晚上没有休息好，登山第一天余非
的体力明显受到影响。出发2小时后，他便
感到身上的背包越来越沉重。拉克巴发现余
非走得越来越艰难，便要帮他拿多余的装备，
但余非拒绝了。他知道，每个人肩上的背包
都很重。

“登山的前3天我都坚持没用氧气瓶，想
试试自己的耐力如何。”余非说，18日5时38
分，大家开始向海拔 7920 米的 4 号营地进
发，这时他才用上了氧气瓶，效果真是不一
般，仅用了6个小时便抵达目的地，而且他是
全队第一。

18日19时38分，登山团队开始最后一
段行程。

出发前，余非给发热防水手套测量电量，
显示是满格，即便开到最大挡位也能使用 8
小时。然而，出发后，意外发生了，仅用了4
个小时，手套便没电了。起初余非没有察觉，
等到左手中指发痛时，他才发现两只手套的
指示灯都灭了，说明电量已耗尽。无奈之下，
余非拼命地揉搓左手中指，然后赶紧取出备
用的羽绒手套换上，才避免手指冻伤。

在海拔8700米左右处，余非戴的头灯又
突然灭了，试了几下后，灯还是打不开，而备
用头灯又找不到，他只有硬着头皮借其他队
员的灯光勉强前行。黑夜里，余非踩着脚下
凹凸不平的岩壁，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希拉里
台阶。

通过“死亡地带”没有遇到太多阻碍

发热手套没电，又遇头灯出故障

终于登上魂牵梦萦的地方
如果说余非的逐梦让我们领略到一个洛阳汉子

的“勇敢而坚强”，那么，对长漂、黄漂的回忆则告诉
我们，洛阳从来就是个敢于追梦、英雄辈出、自强不
息的城市。

从余非登顶珠峰，到“那些年，洛阳人完成的壮
举”，让我们再次思索梦想对于一个人、一座城市，究
竟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
幸福的东西。”

站在这个角度，追逐梦想的人何其有幸！在浮躁
和喧嚣中独守心灵的宁静，为着既定的目标孜孜以
求，因为让人感动的坚守、坚持、坚忍，即便是在逐梦

征程中磕磕绊绊、跌跌撞撞甚至狼狈不堪，也有着别
样的精彩和美丽。

站在这个角度，追逐梦想的城市何其有幸！688
万河洛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古都复
兴、文明强盛的洛阳梦披荆斩棘、执着向前，“千军万
马战犹酣”，何等波澜壮阔，何等鼓舞人心，更加激发
了我们心中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但“敢于有梦”，还要“勇
于追梦，勤于圆梦”。我们和这个城市都需要的，正是
这种“一约既定，万山无阻”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正
如张靓颖歌中所唱：“我相信梦想就是最好的信仰，指
引我们向前不会彷徨，拥有梦想的人一定势不可当。”

“终于登上魂牵梦萦的地方，那一刻，我仿佛置
身天堂。”余非说。

“我们的探险活动，激发了人们探索、追求的激情，
这种时代精神应该永不褪色、与时俱进。”王少天说。

“脚踏实地，坚韧不拨，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
都不松劲，努力攀登事业的顶峰。”网友“COLE”说。

您呢？您会怎么说？

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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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非和妻子团聚 记者 陈占举 摄

登上珠穆朗玛峰——家住涧西区的余非，从小就有
这个梦想。他当过武警，在银行干过保卫工作，却从未放
弃这个梦想。2004年，他放弃工作，踏上了追求梦想的
探险旅途。

近日，这位45岁的洛阳汉子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
我市第一个、河南第七个完成这一壮举的人。在消息传
开后，引发众多市民和网友关注。昨日下午，返回洛阳的
余非，向我们讲述了此次攀登珠峰的经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徐晓帆提供）

1987年，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队员在约古宗列曲

1986年，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引发关注 （资料图片）

2013年5月19日，余非登顶珠峰 （资料图片）

1987年，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队员在漂流中

余非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