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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宇

“坐海河游船拍夜景太出片儿了，必
坐，必坐，必坐，重要的事说三遍！”“假期
一 定 要 提 前 预 约 ，你 会 回 来 谢 我
的！”……如今，在各大社交媒体和短视
频平台上，乘坐游船畅游海河成了游客
在天津的打卡方式之一。记者在最新的
海河游船上看到，59岁的“老船长”崔德
祥驾驶着游船，载着一批批游客、市民畅
游在海河中央，感受流动的“海河记忆”。

“老船长”的“海河岁月”
“来，咱们上这最里面那艘电船感受

一下，里面凉快还宽敞。”上午10时，大
悲院码头未进入客流高峰，工作间隙，记
者在崔德祥指引下登上了有玻璃外壳的
“新纪元01”号游船，浓重的天津口音和
风趣幽默的话语处处显露着“老船长”开
朗的性格。望着阳光下的海河，崔德祥
回忆起年轻时的经历。崔德祥年轻时是
一名军人，1987年退伍后，来到当时的
海河游览区管理处海河水上运动俱乐部
学习驾船。起初，开快艇的崔德祥主要
负责打捞海河上的漂浮物，当时海河上
漂浮物较多，他每天都十分忙碌。直到
1992年，崔德祥由五等船舶驾驶员升级
为四等船舶驾驶员，正式开启了游船“船
长”生涯。不过，提起早期的海河游船，
崔德祥坦言：“那时候海河上只有海河
号、黄莲圣母号、迎宾号等几艘稍微大点
的船，我都开过！两岸没那多高楼大厦，
晚上也黑黢黢的……”

1998年，崔德祥转向负责“海河到
天津港一日游”的游船驾驶工作，那时的
游客们从天津站码头出发，坐船到海河二
道闸再上岸乘车到天津港游览。“那会儿，
咱天津人管这段海河水叫‘咸淡水儿’，
二道闸以上才是真正的淡水。”与城里的
海河主线游览比起来，这段游船从内河开
到海上成了“海轮”，“老船长”的“海轮”生
涯也一直延续到2012年。伴随着津旅
海河游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游船不断
升级换代，游客猛增，崔德祥再次回到海
河游览的主线路上，此时经验丰富的“老
船长”，已经不仅仅是负责驾驶游船，而
是担起了游船安全、服务、船舶保养维
修、应急处理等一系列艰巨的责任，并逐
渐开始培养下一代船长，为数量越来越
多，功能越来越强的游船提供保障。
“现在，我带的很多徒弟也都已经是

船长了，他们培养的下一个梯队都是二三
十岁的年轻人，学东西非常快！”提起“船
长”梯队的培养，崔德祥深有感触，他坦
言，如今的年轻游船驾驶员，有了智能手

机、互联网的辅助，吸收知识的
速度更快，举一反三的能力更
强。作为授业解惑的“师傅”，崔
德祥和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也
通过案例教学的模式，更生动、
更精准地为新学员们讲解，相比
早期学习的标准化教材，如今的
案例型内容，代入感更强，培养“新船长”
的效率也事半功倍。
“新冠疫情期间，我们船长和船员也

没闲着，没有游客的时候也正是练内功
的时候！”在崔德祥的眼里，这段时间给
海河游船留下了一个调整的“时间机
遇”，设备的调整和升级、工作人员的培
训，充分的准备和提升为他们从容应对
游客爆发式增长打好了基础。“以前直接
卖票、检票，也没想到码头上会排那么长
的队伍，排队的人多了难免会担心安全
问题。”崔德祥指着以前售票和检票口经
常排队的位置说，海河游船的售票模式
也经历了数字化升级，现在实行线上实
名制预约购票，从很多方面减少了乘客
排队、上下船和乘船的安全隐患。

海河船海河景不断升级
无论是快艇、内河船还是海轮，“老

船长”的从业生涯也伴随着海河船、海河
景的不断升级和优化。“你看现在咱海河
这水，看着就透亮！”在游船甲板上，崔德
祥指着水面说，“以前可不是这样！”刚刚
成为游船驾驶员时，崔德祥的工作就是
主要负责打捞海河上的漂浮物，他回忆
道，原来海河沿岸很多地方都是土坡，是
工厂，没有那么多住宅和办公楼。下游
更是有一些钢厂、造纸厂，还有纺织厂、
发电厂，这些厂都是用海河水进行水处
理和水循环，所以以前的漂浮物也多，海
藻、蓝藻、绿藻之类的，如今的海河治理
效果明显，不只看上去视觉感受好了，行
船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对于船的变化，崔德祥就更有发言
权了，“过去，海河上还有‘班轮’，听说过
吗？”崔德祥笑着细数起早期海河上的各
色船只。所谓“班轮”其实当时是给在天
津一个船厂员工上下班通勤的一艘船，
船厂位置在杨柳青，“班轮”负责送市里
的工人上下班，就像路上的班车一样，当
时工人上下班坐船只需要半小时，比在
城市路上绕来绕去的班车还要快。

除了“班轮”之外，首批海河游船在
天津也一个比一个“洋气”，比如最早的
“海河号”外观是“鲸鱼”的造型，当时大
家叫它“大鲸鱼”“鲸鱼船”，另外一艘是
古代画舫式的造型，叫“黄莲圣母号”，紧
接着又有了第三艘、第四艘，当时的海河

游船定位是“为市民提供一个
休闲纳凉的去处”。早期的海
河游船少，需要提前一个半月
预订，船上的娱乐项目并不算
多，航程比较长，时间要一天。
不过当时船上有卡拉OK，也
可以吃喝，也吸引了不少想尝

鲜的市民游客。
其实，早期游船也有所谓夜景游，但

游客比较少，因为当时的海河两岸到晚
上并没有现在这么多霓虹灯，能看的夜
景不多，所以大多数人只是单纯体验一
下坐船。“后来通过学习其他地方的经
验，对游船进行了改造，在船的两侧安装
了高亮度的探照灯，一直可以照到海河
两岸，那时游船经过两岸也被照亮，算是
实现了早期的夜景观光！”提到船本身的
一步步升级，崔德祥如数家珍。

直到后来，新的游船公司组建，海
河游船也迈上了新的台阶，游船数量增
加到十余艘，无论是船的外观还是内部
的设备都在不断升级换代，“早期，夏季
船上降温还是靠电扇，呼呼的来回吹，
现在全船都是空调了！”崔德祥边说边
用手模仿起早期电扇摇摆的动作，他告
诉记者，船员多了、船多了，管理也更科
学了，比如如今船上空调大都使用水
冷，通过水循环来降温，大量水流过制
冷系统，时间长了就会积累很多杂物。
在“老船长”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看到
了复杂而神秘的轮机舱，“这有个温度
计，一旦温度过高很可能就是这过滤网
该清洗了！”崔德祥指着机舱里众多仪
表中的一个向记者科普，负责轮机的船
员要随时关注机舱的温度，根据温度情
况适时将机舱里的过滤网拿来进行清
洗，保障游船的安全运行和乘客乘船体
验的舒适。像这样平时游客关注不到
的幕后细节、幕后英雄其实还有很多，
海河游船的整体体验提升，是强大的团
队协作下的综合体现。

从乘船看景到乘船入景
2023年，海河游船的观光需求迎来

井喷，游船数量已经达到22艘，其中包
含了5艘先进的电船，即便如此，在刚过
去的暑期，游船观光依旧是一票难求。
“尤其夜间观光，有的游客远道而来，再
晚也要坐上游船打卡一圈天津夜景，增
加班次对我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坐在
“新纪元01”游船上，崔德祥还向记者揭
秘了几个新船的隐藏细节，他告诉记者，
这几艘新船都是游船公司根据游客的需
求设计的，比如船的驾驶舱以及周边的
玻璃下沿都尽可能做得更低，玻璃面积

尽可能做大，让游客不用站起身，坐着就
能将前方景物甚至水面一览无余，提高
视觉上的体验。
“咱们船越造越好，越来越先进，其

实也是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崔德祥回
忆起以前的游客，早期坐船的游客大部
分都是拍合影，“比如在码头、船头，还有
在船舱里面照个相，就是留个纪念，可不
像现在都是在拍两岸的景色，甚至还有
直播的。”“老船长”分析说，以前相机一
方面不是那么普及，另一方面以前海河
两岸也没那么多可以照的景色，所以大
部分人照个自己和船的合影为了留念。
现在的游客“长枪短炮”的专业摄影器材
都用上了，或者一部手机就能直播，就能
拍出“大片”，所以现在游客上船有很大
一部分时间都在拍照、拍视频。以前上
船能看的景色少，所以只能在船上吃吃
喝喝、唱个歌，现在听着船上的讲解，看
着两岸的建筑，这几十分钟航程很充
实。海河游船还把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的
馆长请上船担任讲解员，游客们坐完游
船，再下船去参观展馆，旅游体验更加丰
富。“把天津海河沿线的文化也带到船
上，就不光是单纯坐船了，说明游客对文
化内涵也有需求了！”
“看现在海河两边，尤其是这晚上的

夜景，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儿！”天色渐暗，
海河两岸建筑的霓虹灯勾勒出清晰的线
条，背后的“天津之眼”也成了游客来过
天津的必要“证明”。“以前两岸景观少的
时候，游览路线也短，最早只有解放桥到
大光明桥这边一段，因为有时候水面一
高，解放桥就无法通过。如今，咱们游船
上也都有了自己的霓虹灯，很多河边遛
弯儿的市民，桥上拍照的游客，也会把游
船拍进自己的朋友圈。”崔德祥说。

夜幕降临，游船上的灯光照亮了海
河，与海河两岸的景色融为一体。船上，
游客们举起相机拍摄岸上的美景，却不
知，自己和游船也成了别人眼中一道靓
丽的“风景”。

崔德祥的从业生涯伴随着海河船、海河景的不断升级和优化

“老船长”带您感受流动的“海河记忆”

“老船长”崔德祥驾驶海河游船“新纪元01”号。 崔德祥检查船舱过滤设备。 本报记者 刘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