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名

叫禾源河，那是江西赣江的

一条小小支流。它由山溪、

洞溪、黄背三条小溪合流而

成，由南至北，流入泉江、赣

江后，最终注入鄱阳湖。这

三条小溪分别发源于罗霄山

脉中段的三座大山，山上蕴

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我家就在禾源河畔的一

个秀丽山村。我至今记得，

嘴馋的我，常常会跟着父母

在清澈见底的河里洗果蔬，

春洗枇杷和梨，夏洗黄瓜和

李，秋洗红薯和柿子。父母

一边洗，我一边吃。那种刚

从岸边果树上、地里头采摘

下的新鲜果蔬，在清凉的河

水里洗过即食的鲜美滋味，

我至今想起来都会流口水。

长大一些，这条河便成

了 我 和 小 伙 伴 们 玩 耍 的 地

方。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电

子玩具，孩子们最感兴趣的，

就是爬树玩水、彩蝶蜻蜓、蛙

喧蝉鸣、鱼虾泥鳅，在天光云

影下编织五彩斑斓的童趣。

每年一放暑假，我和小

伙伴们就开始在禾源河尽情

嬉戏。白天，在河边戏水；晚

上，大家用稻草扎成草船，船

上插半截点着的蜡烛，让其

随波逐流，玩“火烧连营”“草

船借箭”，不亦乐乎！

我最难忘怀的，是在禾

源河里学会了游泳。在三条

小溪的汇合处，有个齐腰深

的水潭，潭水碧绿碧绿，清澈

得可以看见潭底游来游去的

鱼虾。潭岸边有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树上有条手腕粗细

的枝丫贴着潭面。我两手抓住树枝，两腿上下使劲打水，一

周后，双手松开树枝，改在河里划水，整个身子借助水的浮

力，便可以自由游泳了。

离家参加工作多年后再回家乡，发现禾源河变了，乡亲

们不敢再亲近它。一打听才知道，上世纪 90 年代，禾源河

发源地的三座大山有两座用以开采大理石。沿河 20 多公

里开设了 30 多处大理石采矿点和加工厂，还开办了造纸厂

等一批企业。这些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污

染。尤其是大理石加工厂，石浆、石粉和边角料等废水残渣

直接入河，使河床一天天变高。河水变得浓稠，河里的鱼、

虾、蟹、龟等没了踪影。有些沿岸村民，选择了搬离。我小

时候背着竹篓可以下河捕鱼捉虾，捧起河水能够直接解渴

的快乐情景，成了遥远的记忆。

这几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家乡有了

明显变化，禾源河又泛起了盈盈清波。

不久前，我回到老家，漫步禾源河畔，只见几十家大理

石加工厂没了踪影。当年助力我学会游泳的古香樟，依然

枝叶婆娑，绿荫如盖，偎依着碧波荡漾的水潭。放眼河流两

岸，“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意境随处可寻。不远处的

河心滩上，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河水在蓝天的映衬下，更

加清碧，有时还能见到小鱼小虾游来游去。石砌的河岸被

阳光照得暖暖的，偶尔会有成群的白鹭、灰鹭、牛背鹭、翠鸟

站在上面晒羽或寻机觅食。附近的村庄，房前屋后都建起

了小型菜园、花园或果园。特别令乡亲们引以为傲的是，在

禾源河发源的三座高山上，都建起了风力发电机，沿河安装

了不少光伏发电板，村村户户都用上了太阳能照明灯。在

地处下游的禾源冲还建起了百米高的大坝和水力发电站，

河两岸修建了供游客行走的栈道。村民们说，禾源河变清

了，生态环境改善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我走在大坝上，边走边瞧，为禾源河的变化而感慨。同

行的禾源镇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年，镇村两级实行河长

制，搬走了几十家污染河水的乡镇企业，实行“谁采矿、谁砍

树，谁复绿”的责任制；每年春天，村民都会去禾源河的发源

地和沿河两岸植树造林，绿化美化生态环境；沿河配齐了河

流、水库的巡查保洁员，及时清理水面垃圾。这样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河水能不复清吗？

又是一个明媚的春天，我来到禾源河岸边。一群鸭子

跳入碧波荡漾的禾源河，激起朵朵浪花。我凝视着浪花，它

仿佛在向我微笑，向我歌唱，歌唱禾源河的变迁。

下图为江西禾源河风光。 林佩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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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与蒋永伟在同一班子前，两个年轻

人都已是江苏省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小有名

气的“尖刀队长”。

2016 年 6 月 23 日下午 2 时许，盐城市阜

宁县遭遇等级为 EF4 级、风力超过 17 级的龙

卷风，大量民房、厂房倒塌，部分道路受阻。

时任阜宁县消防中队中队长的蒋永伟带着队

员一赶到现场，指挥部就下达一项紧急任务：

受灾的某厂房内存有大量三甲基铝，必须尽

快找到并销毁。

这是一场步步惊心、直面生死的硬仗！

三甲基铝是高度易燃化学品，受到碰撞

或者受潮、受热，都会引发爆炸。眼前，1.2 万

平方米的轻钢结构厂房在龙卷风的袭击下已

成一片废墟，轻钢龙骨被拧成“麻花”状，风一

吹，凌乱的轻钢板“嘭嘭”作响，天空还不时飘

着雨点……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随时会成为

诱发三甲基铝爆炸的导火索。

破拆、掘进；掘进、破拆。蒋永伟带着队

员小心翼翼地在废墟中摸索前行。这时，一

名队员听到一阵轻微的异响，急忙提醒蒋永

伟：“队长，你听，什么声音？”

蒋永伟侧耳一听，声音是从前面一堵墙

后传来的。他的心立马悬了起来，他担心是

破拆时撬动了支撑的骨架，如引发屋面的二

次塌方，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他担忧时，“吱呀”一声，他面前的钢

板墙被轻巧地挪开了，墙后出现一个穿着隔

热服的“大高个儿”。蒋永伟冲“大高个儿”喝

道：“谁让你们进来的？赶紧退回去！”

对方回道：“情况紧急，指挥部命令我们

协同作战。”

蒋永伟还要劝阻，“大高个儿”却蹿到他

面前，把他往前一拉。就在这一瞬间，一根数

百公斤重的钢架“砰”的一声砸到了蒋永伟刚

刚所站的位置。

好险！这一拉，救了蒋永伟一命。这个

“大高个儿”，正是赶来支援的时任建湖县消

防中队中队长赵毅。

两支队伍会合一处，经过连续 4 个多小时

的奋战，终于从一片废墟中找到了三甲基铝

储罐。

接下来，该怎么办？指挥部拿出一套应

急方案：对三甲基铝进行引流控烧。

所谓引流控烧，就是从三甲基铝储罐中

引出一根导管，通过阀门来控制导出速度。

每导出一小部分，就放进现场紧急搭建的防

护堤放空燃烧，直到全部烧完。

引流控烧的难度，不亚于拆弹。指挥部布

置任务时，赵毅与蒋永伟争上了。赵毅说：“我

熟悉化工知识，我第一个上，为队友们探路！”

蒋永伟说：“我熟悉地形，我第一个上！”

考虑到三甲基铝储量较大，指挥部决定

赵毅与蒋永伟各带一个“尖刀班”轮流上阵。

对于这次救援，赵毅留有一张同事在现

场拍的照片。照片上，只有他和另一个队友

的背影，他们面前的防护堤内，喷吐出近一人

高的烈焰。

照片是静态的，远不足以呈现现场的

惊心动魄！

当时，天气闷热，

赵 毅 和 队 友 穿 的

是密不透风的隔热服。他们从罐体内小心翼

翼地导出三甲基铝，稳健地转移到防护堤，而

后点燃，同时要精确控制燃烧速度。

烈焰前，高温炙烤，汗水浸透全身，而他

们的操作一丝一毫也不能出错。如果稍有不

慎，三甲基铝会将现场炸得片甲不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现场救援者无不

屏气凝神。“尖刀班”轮流奋战 4 个多小时，第

二天凌晨，这一“重磅炸弹”终于成功拆除。

二

2020年 2月，赵毅调任盐城市消防救援支

队西环路特勤站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

与党支部副书记、站长蒋永伟在同一班子。

西环路特勤站的前身是消防特勤队，

始建于 1960 年。这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

英雄集体，几代消防人在这里奉献了青春

和热血。那天一见面，蒋永伟就与赵毅交换

情况：整个特勤站现有 44 名队员，平均年龄

27 岁。“我们共同努力，实现你的心愿！”蒋永

伟拍着赵毅的肩头说。

说到心愿，赵毅微微一笑。原来，2018 年

11 月 9 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式成

立。这一天，他通过媒体得知：新中国成立以

来，先后有 636 名消防官兵在挽救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过程中壮烈牺牲。

看着这血与火染成的数字，时任响水县消

防救援中队中队长的赵毅眉头紧锁，心情沉

重，他很想做点什么。2019 年元旦，他在微信

朋友圈写下新年愿望：“每年出警兄弟们都一

个不少，平安归来！”

他的愿望写下后不久，当地一家化工厂

发生重特大爆炸事故，赵毅以最快的速度集

合队伍前往救援。上车后他下达了第一道命

令：所有队员卸掉个人防护装备里一切跟金

属有关的物件。多年积累的经验告诉赵毅，

他们即将投入的战斗中，这些物件随时可能

触发意想不到的危险。

赶到现场，两个苯罐、一个甲醛罐，将近

4500 立方米的物料同时燃烧，释放出巨大的

热量；燃烧的危化品液体和五颜六色的气体

四处蔓延；地上到处是瓦砾废墟和裸露的钢

筋……

赵 毅 紧 急 下 令 ：“ 大 家 跟 紧 我 ，听 指 令

行事！”

现场危机四伏，步步艰险。赵毅临危不

乱、冲锋在前。他细细查看每一处着火点，哪

些在稳定燃烧、哪些仍存安全隐患，他都逐一

记住。在准确判断暂时不会发生二次爆炸的

危险后，他果断下令：“救人第一！”

紧接着，赵毅带领队员在距离火罐仅 50
米的地方，紧急营救遇险幸存者。就在赵毅营

救出第五位幸存者时，一个年轻人踉踉跄跄跑

到他跟前，焦急地说：“那儿还有伤员，快救！”

顺着年轻人手指的方向，赵毅看到几百米

开外的一处着火点由于处于下风位置，烈焰冲

天、浓烟滚滚。赵毅正欲冲过去，两名队员挡

在他前面，主动请战：“队长，让我们去吧！”

赵毅喝道：“服从命令，我去！”

说罢，将他们往旁边一推，自己冲进火

海。快到救援地点时，赵毅突然感觉呼吸困

难，他暗呼不妙，空气呼吸器的氧气不够了！

正常情况下，空气呼吸器的氧气可用 1 个多小

时，而自己在现场连续奔跑，加速了氧气的消

耗，才十几分钟，氧气就已告急。而眼前的着

火点面积较大，烟雾弥漫，冲进去搜索救人随

时会遭遇不测。

紧急关头，赵毅没有丝毫犹豫，他一边小

口吸气以节省氧气，一边大跨步前行以节省

救援时间。着火点内高温炙烤，能见度

极低，而且随时会有二次爆

炸的危险，赵毅的心

提 到 了 嗓 子 眼 。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时间一点点过

去，赵毅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就在赵毅快支撑

不下去时，突然被绊了一脚，低头一看，地上

躺着一个人，赵毅赶紧背起他冲出了火海。

到了安全地点，赵毅换上队友递来的空气呼

吸器，又急忙问正欲转移出去的伤员：“里面

还有人吗？”

“还有一个……跟我在一起的。”伤员虚

弱地说。

有名队员闻听此言后，转身就准备冲向

火海救人，却被赵毅拉住道：“里面我熟，还是

我去。”

说着，赵毅再次返身火海，又救出一名伤

员。在这次救援中，赵毅与队员共救出 13 名

群众，并疏散 50 余名群众。

40 分钟后，第一支增援队伍到达。面对

陌生的环境和尚不清楚的事故原因，增援一

时无从下手。赵毅根据进入现场的最新印

象，紧急绘制出宝贵的事故现场地图，一一标

明相关险点，对增援队员进行安全指导，确保

救援工作有序进行。

这次危急险重任务，所有队员都如他所

愿，平安归来。

三

特勤站，是干什么的？带着这个疑问，

初 夏 的 一 个 上 午 ，我 们 走 进 西 环 路 特 勤 站

探访。

“注意身后，注意协同。”特勤站训练场

上，身着“火焰蓝”训练服的特勤队员们依次

排开，听从赵毅的示范和指挥，他们甩水带、

攀爬、操作器材……一遍遍重复练习着各项

专业技能。

这样的训练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在和平

年代，消防救援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平时

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镌刻在每个消

防救援队员心里。训练塔窗台上的齿痕、高

空设施上的脚印、磨损报废的水带，见证着特

勤队员们训练的刻苦。

“特勤是应急救援队伍里的尖刀。俗话

说：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特勤队员必须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赵毅一边抹着汗一边

告诉我们，在历次救援中，特勤队员们握过水

枪、爬过高楼、提过煤气罐、捅过马蜂窝，灭

火、抗洪、抢险、救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

他们无处不在，又好像无所不能。

95 后崔慕 8 年前入伍时，体重较重。成

为特勤队员后，他下决心挑战自己的体能极

限。中短跑、俯卧撑、单双杠、障碍板等一系

列训练课目，让他一步步从“达标”练到了“优

秀”。如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肌肉结

实、身体健壮的训练尖兵。

2019 年，崔慕参加全国首届“火焰蓝”消

防救援技能对抗比武。集训时，崔慕的膝盖

意外受伤，他硬是在膝盖上打上绷带，咬着牙

坚持集训，并且训练强度丝毫不减。当年 11
月，他在正式比武的百米障碍救助操项目中

获得第四名。“那次要不是膝盖受了点伤，我

肯定能进前三名。”在训练场，崔慕一边拉着

单杠做引体向上，一边对我们说。

“这小伙子不说大话，他定下的目标几乎

都实现了。”一旁的赵毅告诉我们。2020 年，

崔慕果然就在全国第二届“火焰蓝”消防救援

技能对抗比武中，力夺百米障碍救助操第一

名，并且夺得国际消防救援技术交流竞赛百

米障碍救助操第二名。

四

2021 年 7 月 ，河 南 暴

雨。西环路特勤站接到上级

命令，迅速行动，组建由蒋永伟

带队的“最强战斗班组”，连夜驱

车 700 公里，奔赴河南抗洪一线。

到达河南新乡抗洪现场，道路全部

被淹，被淹村民家中的积水高达 1.4 米，1000
多名村民被困在三村交界处的仅存高地。

“快看，救援队来了！”村民们喊起来。

水灾救援与火灾救援不同，火灾救援拼

“快”，水灾救援拼“快”更拼耐心。根据现场

情况，蒋永伟将队员兵分两路，一路用舟艇救

人，一路用水泵抽水。

泵不停，船不停，人不停。他们连续奋战

100 多个小时，成功疏通了从新乡到卫辉的交

通大动脉，为被困群众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搜救群众时，最大的舟艇只能坐 6 个人。

群众坐满后，救援人员立即跳下舟艇，在水里

推着艇走。到了轮班休息时，95 后队员毛宏

杰想起该给远在浙江的父母亲打个电话了。

母 亲 心 疼 儿 子 ，非 要 跟 毛 宏 杰 视 频 通 话 不

可。通上视频后，看到黝黑消瘦的儿子，母亲

舍不得了，又一次劝说毛宏杰回家工作。

毛宏杰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公司，一

心盼望着毛宏杰能回来助自己一臂之力。这

次，母亲又在电话里劝。毛宏杰说：“妈，您别

劝我了，我想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妈，快看。”毛宏杰将手机镜头一转，镜

头中，出现了一艘救援舟艇，上面坐着七八个

刚刚解救出来的群众。

舟艇驶过后，毛宏杰转回了镜头，他还没

开口，母亲已在那端说：“孩子，妈懂你了，你

好好干，注意安全。”母亲挂了电话，毛宏杰安

心地笑了。

同为 95 后的刘泽文前年随队到江苏淮安

市的淮河流域沿河村备勤，当时正处于防汛

关键阶段，队员们连续几天几夜坚守在堤坝

上没合眼。为了赶走瞌睡，一帮年轻人聊起

了各自的家乡。轮到刘泽文时，他有点不好

意思地说：“我的家就在沿河村。”

“这么巧？快带我们去你家瞧瞧。”有队

友跟刘泽文调侃道。

刘泽文认真地说：“那可不行，我们正值

勤哩。”

第二天中午，领队的蒋永伟将饭菜带到备

勤点。刘泽文吃着吃着突然停下了筷子。

“刘泽文，你怎么不吃了？”蒋永伟问。

“报告站长，这饭菜味儿让我想起了我爸

妈。”刘泽文低着头说。

“这就对了。”蒋永伟放下筷子，向队友们

身后招了招手，只见刘泽文的父母从远处走

了过来。“泽文，爸妈看你来了。”一声呼喊，让

刘泽文泪流满面。这顿饭菜，正是刘泽文的

父母做好托蒋永伟带到堤坝上的……

那天上午，我们在西环路特勤站，听到了

许多这样动人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

年轻人的青春力量。

正是这一个个奋斗的年轻人，续写着西

环路特勤站这个英雄集体的荣光：2020 年 5
月，西环路特勤站被应急管理部荣记集体一

等功；2021 年 6 月，西环路特勤站被表彰为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 5 月，西环路特勤站

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

支部”称号。

走进特勤站荣誉室，我们看到荣誉墙上

的 一 个 个 名 字 和 一 组 组 数 据 ：一 等 功 臣 赵

毅，先后参与灭火救援 4000 余起，抢救遇险

群众 200 余人，保护群众财产近亿元；全国青

年 岗 位 能 手 蒋 永 伟 ，15 年 时 间 出 勤 6000 余

次，解救受困群众 200 余名，抢救财产价值超

2 亿元；“训练尖兵”崔慕，先后荣立三等功 5
次……

图①、图②、图③为江苏盐城消防救援支

队西环路特勤站特勤队员工作训练场景。

胡万春 曹兆龙摄影报道

制图：赵偲汝

青春青春，，在在““火焰蓝火焰蓝””中淬炼中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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