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 11 时左右，东海海域，闽霞 03220 渔

船上一名船员不慎被钢索伤着了头部和眼

睛，顿时血流不止，情况危急。

“先包扎伤口，快打 12395！”“12395”是

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此时船只离岸

较远，返航会延误伤者救治时间，船员们期盼

着海上救援。

没过多久，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

行队的一架救援直升机出现了……和时间赛

跑，为救援奔忙，这是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

工作日常。

“救生装备有 30 斤重，
刚开始很难驾驭”

当闽霞 03220 渔船的船员看到救援直升

机到达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对于东海

第一救助飞行队的队员而言，快速到达现场，

只是救援的第一步。

救援直升机在遇险船只上空盘旋片刻

后，救生员常德彪从舱门飞身跃出，降落到甲

板之上。常德彪一边环顾船体情况，一边询

问船员伤情。直升机迅速放下套索，常德彪

一边抬头观察，一边紧紧抱着伤员并尝试唤

醒他的意识。不一会儿，伤员被送进机舱，直

升机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上……

快速熟练的救援，离不开长年累月的艰苦

训练。光是穿救生员工作服，就是不小的挑

战。救生员工作服需要防水隔温，因此外层非

常紧实，颈部采用套头式设计，记者试了几次

都没把头钻进去。费了一番力气后穿戴整齐，

才发现起立下蹲都十分吃力。活动了不到 5分

钟，记者就已经有些喘不上气。“救生装备有 30
斤重，刚开始很难驾驭。”常德彪说。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救生员，首先要掌

握的训练科目就是摆腿。”记者挂在绳索上，

双脚逐渐离地吊在空中，担任救生员教员的

王新圻用手旋转绳索。“摆动双腿，身体停止

转动！”正高速旋转的记者虽然听得到口令，

但 真 执 行 起 来 ，身 体 还 是 不 听 使 唤 地 旋 转

着。回到地面的那一刻，顿感眼冒金星、头

晕目眩。

“海上风浪很大，这样反复训练，就是要

锻炼身体的控制能力。”王新圻介绍，救生员

在救援过程中常常要直面危险，需要通过吊

索下到甲板或海域进行面对面搜救，同时还

要判断周围情况，给机组成员反馈。“只有努

力训练，才能救更多人。”王新圻说。

聂敏辉是去年加入救生员队伍的新人，

“我当时看到招聘信息时，就非常喜欢这个岗

位。”小聂挠了挠头，“辛苦点没关系，希望尽

快练好本领，在搜救中承担更大责任。”

“当救起第三个人时，
救生员嘴唇已冻得发黑”

“训练马上开始，请各部门待命！”穿戴好

装备，记者以备份救生员的身份参与了飞行队

的救生训练。直升机桨翼飞转，强大的气流让

队员们只能弯腰靠近机身。一阵轰鸣声，直升

机缓缓离开地面，短短数秒便直入蓝天。

到达“搜救地点”后，紧张的“搜救”工作

随即开始。

“绞车手，观察周边环境。”

“收到，风力、云底高、能见度均在正常范

围之内。”指令一一下达，队员们各司其职，分

工明确，一名全程在机舱执行任务的绞车手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前三，后六，可放吊索。”绞车手通过挂钩

将自己与飞机机舱底部相连，左手握住绞吊手

柄，右手把住舱门，身体探出机舱，不断观察绳

索状态和救援进展，随时控制绳索方位。

从事海上救助工作 17 年之久，唐林已经

成为一名资深绞车手。“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绞车手需要将机身周围情况，分别反馈给飞

行员和救生员，做好搜救的调控指挥工作，不

仅 要 有 技 术 和 力 量 ，还 要 有 判 断 和 应 急 能

力。”唐林说。

8 年 前 ，在 完 成 例 行 任 务 后 ，队 员 们 接

到紧急任务，要去 20 海里外开展救援。唐

林回忆，当天海水温度很低，由于临时执行

任务，情况超出预期，救生员下水救援遇到

了很大的挑战。“当救起第三个人时，救生员

嘴唇已冻得发黑。”唐林至今仍有些心疼队

友。自此之后，只要飞机起飞，除了做好例

行的准备工作外，唐林都会多想几个预案，

携带全套的救援设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

突发情况。

多年来，工作中遇到的危险不计其数，可

唐林从未想过转行：“给他人带来安全感，苦

点累点没什么。”一次训练结束后，一位老人

来到队里向他致谢。原来，在 10 年前的一次

救援任务中，这位老人正是当时被救的伤员，

老人来到队里就是为了说一声“谢谢”。“那一

瞬间眼眶湿了，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

的。”平时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唐林总是

满心自豪地说，“我是一名退伍老兵，在部队

保家卫国，现在于危难之中给人援手。”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多
救些人”

“温度、压力。”

“正常。”

“空速管是否加温。”

“空速管已加温。”

…………

起飞前、飞行中、着陆前、着陆后，东海第

一救助飞行队的飞行员都要对直升机进行各

种系统检查，包括火警、综合电子仪表灯等多

项重要检查。“在飞行中，检查时间很有限，训

练时就要把飞机的每一个部分都牢牢印在心

中。”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搜救机长宋寅说，

刚开始学习时，光为了弄懂直升机飞行术语

和名词，她就用了整整 3 个月。

“飞的时间越久，就越小心谨慎”，这是宋

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海上天气变幻莫

测，不稳定气流、低云……每次出任务都是全

新的考验。“我们进入云层后，要依靠仪表飞

行。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还需要迅速判断、果

断反应。”宋寅说。

相较于普通航线飞行，搜救飞行需要在

遇险船只或人员周围进行巡查，进而悬停、施

救。但船在大海中无法保持绝对静止，飞行

员需要不断地调整飞行姿态。“驾驶舱的一次

细微偏移，在海风海浪的加持下，最后可能就

会导致十几米的偏差。”宋寅说。尤其是夜间

海上搜救，更是挑战重重。暗夜里，没有任何

参照，如果对周边的障碍和远处的地形不了

解，危险会随之靠近。

“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

自己”，这是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队员的工作

信条。

据了解，自 2001 年成立以来，东海第一

救 助 飞 行 队 在 责 任 海 区 共 执 行 搜 救 任 务

1190 起，搜救任务飞行总时间达 6189 小时，

成功救助 1561 名遇险人员。

作为我国第一批搜救直升机飞行员，东

海第一救助飞行队队长郭正伟很自豪：“20
多年来，咱们国家海上搜救力量越来越强，

救援水平越来越高，我们更要充分利用现有

条件，做好随时出发救援的准备。作为参与

海上搜救的飞行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多救

些人。”

执行搜救任务1190起，救助 1561名遇险人员，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海上救援，风口浪尖的考验
本报记者 白光迪

核心阅读

和时间赛跑，为救
援奔忙。自 2001年成
立以来，交通运输部东
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责
任海区成功救助 1561
名遇险人员。作为专业
从事海上搜救工作的空
中救助队伍，东海第一
救助飞行队做好随时出
发救援的准备。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R

■一线行走R

艳阳高照的西宁市、大雾蒙蒙

的青海湖、时常降雨的橡皮山，从西

宁市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乌兰县巴音村，5 个小时的路程常

常会经历多种天气。而这条路，对

于巴音村的驻村干部赵福昌来说，

已经走了 3 年。

“刚到村上时，也不认识人，为

了打开局面，经常去老乡家里聊天，

蹭个脸熟。”但让赵福昌没有想到的

是，大家却越聊越拘谨，“每次聊天，

基本上都是我问、他们答，他们从不

主动说什么。”

功夫没少下，可成效并不理想，

问题出在哪？赵福昌很困惑。“是不

是每次大伙给你倒的水你都不喝，

碰上饭点也不吃一口老乡递上来的

东西，说话也都是老乡们坐着你站着？”工作经验丰富的

村干部赵永龙说出了重点，“一些看似不给乡亲们添麻烦

的举动，反而让大家觉得你跟他们保持着距离。”

赵福昌恍然大悟。慢慢地，他摸索出了经验：入户时，

端上来的茶水想喝就喝；见了面，老远就主动打招呼；交流

时，一起坐着要比站着更放松……“只有跟乡亲们坐到一条

板凳上说话，才能听到真心话、贴心话。”赵福昌深有感触。

如今，巴音村借助靠近茶卡盐湖的区位优势，发展起

了民宿，大伙的日子慢慢富了起来。“乡亲们尝到了致富

政策的甜头，早已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赵福昌搓手一

笑，很是自豪。驻村干部离乡亲们更近、接触乡亲们更

多，工作时要多些细心、耐心和暖心，以真心换来真情，才

能让乡亲们拧成一股绳。

对此，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东拉卡村的驻村干部

庄德武也有同感。前几年，为了说服乡亲们从山区搬到

山下居住，改变大家“出行难、就医难、种地难、用水难”的

现状，庄德武和同事们挨家挨户做工作，逐条逐项做笔

记，动员工作很顺利，也为全村的产业发展聚齐了人心。

近来，新一批驻村干部陆续开始投入工作，相较之前，

他们开展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已有很大改观，但他们面临的

工作任务依然艰巨。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让各项好政策

落地，离不开驻村干部的“穿针引线”，更离不开乡亲们的

支持配合。驻村干部就要始终和乡亲们坐在一条板凳上，

为他们多想一步、多做一些，成为大伙心中的“自己人”，才

能齐心协力往前走，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作者为本报青海分社记者）

栏目投稿邮箱：yxxz84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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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干部工作
时要多些细心、耐心
和暖心，以真心换来
真情，才能让乡亲们
拧成一股绳

本报北京 7月 8日电 （记者张璁）最高人民检察院日

前发布消息，自 7 月 1 日起，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组织开

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为期 6 个月。专项活动主要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轻罪案件羁押率过高、构罪即捕、一押到

底和涉民营企业案件因不必要的羁押影响生产经营等突出

问题，以及羁押背后所反映的以押代侦、以押代罚、社会危

险性标准虚置、羁押必要性审查形式化等不适应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需要等问题，确定选择三类重点案件开展全流

程、全覆盖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专项活动选择的三类重点案件包括法定刑在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在办羁押案件、涉民营企业经营类犯罪在办羁

押案件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

者辩护人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的在办羁押案件。

根据统一部署，各地检察机关需结合实际情况，明确牵

头部门和责任分工，制定细化实施方案，对 7 月 1 日前上述

三类在办案件进行梳理排查，摸清底数。对在办未决羁押

案件，依职权开展一次羁押必要性审查。

最高检组织开展专项活动

三类重点案件实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厅长信箱，很快很有效！”日前，深圳市民印女士向广

东省公安厅厅长信箱发来感谢信。印女士是一名小微企业

主，不久前，她突然发现其名下的一张银行卡无法使用。查

询得知原来该卡当月汇入的一笔外商货款涉及电信诈骗案

件，该卡作为涉案账户被公安机关冻结。

“卡里有用于公司周转的 70 余万元，工人工资、供应货

款都等着这笔钱……”印女士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厅长信

箱写信求助。接到来信后，厅长信箱工作专班立即组织相

关办案单位对冻结涉案账户的款项数额进行核查，发现账

号确实与案件无关后，协助当事人办理了相关手续。

5 月 1 日起，广东省公安厅在互联网平台设立厅长信

箱，广泛收集群众对社会治安和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和

诉求。“处理群众来信，要立足为群众办实事的定位，深入分

析来信背后反映的体系类、政策类、机制类问题，系统性、根

本性地解决一批难题。”广东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广东全省 21 个地级市公安局网络平台同步设立局长

信箱，实行一体化运作。开通两个月来，厅长信箱、局长信

箱累计接收群众来信 36948 件，答复率 93.95%，进一步畅通

了群众办事渠道。广东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广东公安将始终着眼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以“老百姓的

事解决没有”“公安工作推动没有”为标准，跟进督促流转后

的办理、反馈等各个环节，切实办好群众来信。

广东公安畅通群众办事渠道

“厅长信箱，很快很有效”
本报记者 贺林平

7 月 8 日，武警广

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

工兵分队开展全要素

救援演练。此次演练

涵盖了人员搜救、破

拆顶撑、竖井救援等

10 余项训练课目，全

程构设实战环境，全

面提升官兵的应急救

援能力。图为武警官

兵在演练中。

余海洋摄

（人民视觉）

演

练

开车不再为停车难发愁，“弹性离校”服

务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接送难题……在江苏

省南京市江宁区，市民每天都能感受到身边

正在发生的变化。

走进江宁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排“快递柜”

引人注目，“这是我们刚启用不久的‘政务 e
巢’。”江宁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甘宁介

绍，办理业务的群众通过“选择存件—选择办

理事项—输入信息—存放投递”4 个步骤，便可

完成资料投递。很快政务服务中心服务专员

就会收到办件信息，取出申报材料，进入受理

环节，市民可通过手机实时查询办理进度，在

办结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放入柜内自取或快递

送证上门。“‘政务 e 巢’24 小时不间断服务，审

批结果同城寄送，为群众提供了极大便利。”江

宁区行政审批局办公室主任张文健说，“未来

200 余项高频业务将陆续接入，并在各街道投

放使用，真正做到服务送到家门口”。

据介绍，江宁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全区 3000 多个党组织、7.3 万余

名党员，坚持“一线访民意、一线解难题、一线

促发展”，用心用情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

众的烦心事，把实事办到人民群众心坎上。“在

为群众办实事中，我们始终坚持需求导向、问

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创新工作方法，广大党员

干部在为群众服务中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江

宁区委主要负责人说，活动开展以来，江宁区

各部门累计解决群众各类诉求 8236件。

来到江宁滨江江豚广场，绿植、鲜花随

处可见，清澈的江面上微波荡漾，沿江地段建

设了篮球场、足球场、游乐场等配套设施。“周

末我经常到这里跑步，现在的环境真是好！”

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市政工程部副部长张博

说，数据显示，目前长江江宁滨江段沿江生态

环境质量达到 5 年来最好水平。

过去，江豚广场沿线有滨江建材厂、陈塘

造船厂、二江船舶修造厂等大小企业 10 多家，

这些企业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近年来，江宁区在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的“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要求下，坚决做好长江生态保

护修复相关工作，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岸线整

治，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指引推进生态

修 复 。 目 前 ，江 宁 区 已 对 长 江 江 宁 段 沿 江

19.08 公里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修复，高标

准建设“临江、近江、见江”的沿江堤滨江公园。

在修复生态的同时，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

引进中兴通讯、格力等多个重大项目，逐渐形

成产业集聚，吸引上万名高端人才就业，推动

大量高素质人才向园区汇集。今年以来，江宁

滨江经济开发区加快推进 21 个省市重点项目

开（复）工建设，完成投资总额达 119.5亿元。

为激发党员干事热情，江宁区组织多种形

式的宣讲活动进社区、进一线。“志愿军战士尽

管干渴得厉害，却舍不得吃完一个苹果。”在江

宁街道新铜社区，59 岁的“百姓名嘴”宣讲成员

陈荣宝，正在给围坐在一起的市民做宣讲，这已

经是他的第十一场社区宣讲了。71岁的老党员

戴国龙已经参加了 6期，每听完一次，他都受益

匪浅，“现在日子好了，我们更要听党话、跟党

走，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为群众、为社区

做出自己的贡献。”

除了走进社区，江宁区还开设了“车间课

堂”，许多车间通过播放视频、摆放展板等方

式，为职工党员带来了一堂堂党课。“目前，江

宁区组建了多支宣讲队伍，开展线上微党课 60
多个，开展线下各类宣讲 1500 余场，线上线下

的观众参与约 70 万人次。”江宁区委主要负

责人介绍。“我们在每次宣讲学习活动中设置

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环节，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真正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江宁区

江宁街道新铜社区党委书记张兴明说。

南京市江宁区深入访民意、解难题、促发展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 刘书文 赵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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