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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
设一支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
强的应急救援队伍。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国家综
合性救援力量建设，采取与地方专业队伍、志愿
者队伍相结合和建立共训共练、救援合作机制等
方式，发挥好各方面力量作用。要强化应急救援
队伍战斗力建设，抓紧补短板、强弱项，提高各
类灾害事故救援能力。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打
造尖刀和拳头力量，按照就近调配、快速行动、
有序救援的原则建设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要加强

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完善应急救援空域保障
机制，发挥高铁优势构建力量快速输送系统。要
加强队伍指挥机制建设，大力培养应急管理人
才，加强应急管理学科建设。

……

习近平指出，应急管理部门全年 365 天、每
天24小时都应急值守，随时可能面对极端情况和
生死考验。应急救援队伍全体指战员要做到对党
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成为党
和人民信得过的力量。应急管理具有高负荷、高

压力、高风险的特点，应急救援队伍奉献很多、
牺牲很大，各方面要关心支持这支队伍，提升职
业荣誉感和吸引力。

——摘自《习近平在
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 充分发挥我
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
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
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人
民日报，2019年12月1日
1版）

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看！中国救捞人这群“海上救护神”
本报记者 严 冰 叶 子 潘旭涛

茫茫大海上，在生与死的边缘，有这样一支队
伍：危难关头，他们冲得上去；紧急时刻，他们救得
下来；凶险十分，他们潜得下去；关键节点，他们捞
得起来。被誉为“海上救护神”的他们，就是新时代
的交通救捞人。海难发生时，很少有人能成功自救，
正是有了救捞人迎难而上，奋战在惊涛骇浪中，出入
在滚滚浓烟里，才有了一个个劫后余生的故事。

中国海上救助打捞事业起步于1951年，目前已经
拥有各类现代化救捞船舶203艘，救助直升机20架，
基本覆盖沿海重要水域。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70
年来这支队伍已经成功救助遇险人员82242名 （含外
籍人员12599名），救助遇险船舶5400艘 （含外籍船
舶953艘），成为国家海上应急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要求：“构建统一
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
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
抗灾救灾能力。”近日，本报采访了机长、船长、救生员、
潜水员等在一线承担不同救援任务的救捞人，看他们如
何用一次次的逆行，为救捞精神——“把生的希望送给
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写下最生动的注解。

蒋小华蒋小华

2020年7月25日，东海救助局、南海救助局和广州打捞局专业救捞力量救助翻扣货轮上9名遇险人员。 资料图片

宋寅宋寅

钟海锋钟海锋

陈栢照陈栢照

从天而降的救生员蒋小华——

惊涛骇浪中，救了一家五口

狂风暴雨下的渤海湾，巨浪滔天，仿佛要将一切吞
噬。即使时间已过去4年，这场景蒋小华还是历历在目。

蒋小华，是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飞行队的一名救
生员，他的工作经常是直面生死。2017 年 7 月 21 日，他
所在的大连值班室接到警报：因风浪过大，唐山滦河一
艘“MINGXING18”工程船进水沉没，船上 5 人落水，
需要紧急救援。

商定方案后，机组立即出发。“出发时，雨停了，但
风浪仍不小。一般海水是蓝色的，那天却是黄色的，因
为大风把泥沙都卷起来了。”蒋小华回忆。

按着给定的坐标，飞机找了 30分钟都没有找到落水
船员。眼看油量只够再支撑 15分钟就必须返航，机长决
定下降一点高度，“大家都提起精神，再认真找一找！”

搜救时，为保证机组安全，200 英尺是最低安全高
度。200英尺，大概是距离海面60多米，在行进中的飞机
上隔着这么远要搜寻茫茫大海里的人，好找吗？

蒋小华给记者打了个比方：“都说一叶扁舟，我们看
船真的就像一片树叶，而找人大概就像在一脸盆水里发
现一根头发。”

就在大家心灰意冷之际，只听机长激动地喊：“好像
有人！”飞机盘旋下降，仔细一看，确实有 3个人，是两
名男子和 1名妇女，一旁还有个救生圈，被衣服盖住了，
看不清。这时，机组只剩10分钟的救援时间。

来不及多想，蒋小华熟练地拿上救援套，顺着钢索
下了飞机。“先救妇女”，当机立断，他指挥绞车手，迅
速下降到遇险妇女身边，实施救援。

“给她套上救援套时，妇女拼命朝我喊，但直升机声
音太大，我根本听不清。当我把她救到离开水面六七米
的时候，回头一看，男子将救生圈上的衣服掀开了，下
面是两个小孩。”蒋小华心里咯噔一下，整个人懵了。

这么多年，蒋小华第一次在救助中遇到有小孩。
因为提前不知道人员信息，他没带儿童专用救援套。
怎么办？

命悬一线，蒋小华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抱，也要赶
紧把两个小孩救上来。

再一次，蒋小华迅速下降至海面。他先将小孩放进
救援套里，再抱进怀里，以防止上升过程中掉落或者磕
碰到机舱门。其实，第一次下水，蒋小华就被风浪全部
打湿。“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时就一门心思，要把孩子
紧紧搂住，不让他们受到二次伤害。”

好在，这两个 7 岁和 5 岁的孩子都被安全送到机舱。
紧接着，蒋小华又将这一家 5 口中的爷爷与父亲安全救
起，救援过程流利顺畅，用时不超过 10分钟。而此时离
返航的时间也仅剩1分钟。

返回途中，蒋小华看到，母亲一直怀抱孩子蹲着，
便提醒她可以坐下来，放轻松一些。“我自己是一名父
亲，很能体会家长紧张的心情。哪想到被救的母亲抱着
小孩扑通一下就给我们磕头致谢，我眼泪刷地就掉下来
了。”蒋小华欣慰地想：救了一家人，这趟出去没白飞！

截至目前，蒋小华已经成功救助131名遇险群众。儿
子曾跟蒋小华说，在学校，老师让大家介绍父母的职
业，他讲到自己老爸是专门在海上救人的，感到很光荣！

翱翔海天的女搜救机长宋寅——

“打心底里觉得：这个工作太好了！”

一头乌黑短发，身材高挑、双目炯炯、笑容阳光，
这是东海救助局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女搜救机长宋寅给
记者的第一印象。跑马拉松、攀岩、打网球，生活中的
她和普通的“80后”一样丰富多彩，然而一旦穿上飞行
服，立马展现出救助飞行员英姿飒爽的一面。

2016 年 12 月，东海一艘渔船着火，10 名船员被困
11小时。由于风大浪高，其他船只无法接近救援。宋寅
作为当天值班的机长立即出动，与另一个机组共同执行
任务。

起飞没多久，机组就接到了值班室传来的消息：新
的位置与任务书上的坐标差了 20多海里。宋寅立刻意识
到：直升机携带的油量有限，这就意味着在现场作业的
时间将大大缩短。油量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

飞机到达现场时，海上气象变得更加恶劣。失去动
力后的遇险船舶像树叶一样摆来摆去，宋寅想，着火形
成的烟雾在海风的助力下势必影响飞机发动机的正常工
作，她不得不选择一个比以往更高的高度悬停，而且要
在船头的上风口位置。难的是，机长只能看见前方视
野，具体应该停在哪里再放救生员下去？面对眼前的茫
茫大海，宋寅没有任何参照。

“好在团队很有默契，飞机后舱的绞车手在舱门边
看着，不断给我指令。”宋寅说，她就是听着绞车手的

“前 10、8、6、5、3、2、1、稳定”等一系列口令，成
功悬停。

不过，强风使得调运中的救生员像秋千一般越荡越
高，随时都会撞上失火船只上的障碍物。不断蔓延的火
势，也考验着救援速度。机组以最快的速度接力，将十名
船员全部救起。最后一个离开失火船只的，是救生员。

向记者回忆起这次救援时，宋寅依然心情激动。
这是她担任机长以来，救人人数最多也是最难的一
次。宋寅说，每次执行搜救任务，一个机组就是一个
团队，配合非常重要。“作为一名搜救机长，我的责任
不仅仅是将被救者安全地转移到陆地上，还要将飞机
和机组安全地带回机场。5 个人出去，5 个人回来，一
个都不能少！”

最近，宋寅回到母校上海海事大学做演讲，分享自
己成为机长和参与救援的经历，台下许多学弟学妹听后
心潮澎湃。“向学姐看齐。终有一天，我会亲自体验一下
大海的波澜！”一位同学说。

其实，作为一名年轻机长，宋寅的许多经验都是从
年长的飞行员那里传承下来。比如越是遇到紧急情况，
越要把心沉下来；事后要进行复盘，分析如何能做得更
好，等等。不过，有一种体验是属于她个人的，那就是
成功救援后，看着一束束光线穿破丛丛的乌云，点亮阴
沉的海面。

是啊，大海波澜壮阔，而搜救直升机就像海上的雄
鹰，总是在关键时刻冲破迷雾，于惊涛骇浪中，救人于
生死一瞬之间。搜救机长这个职业，既需要飞行的科学
严谨，又需要拯救生命的勇气和意志。宋寅打心底里觉
得：这个工作太好了！

漆黑水底寻找生命的潜水员钟海锋——

“一下水，就只想着工作了”

钟海锋与记者预想的不太一样。他是广州打捞局高
级潜水员，是国际海事组织颁发的 2018 年度最高奖项
——“海上特别勇敢奖”的获得者。与他接触后，记者
才知道，他是一位体态微胖、说话平和的中年人。跟他
深聊后，记者又发现，他的这份沉稳，是在一个个危急

关头中历练出来的。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一个危急时刻到来了。早上 8

时，钟海锋接到应急救援电话：当天凌晨3时左右，两艘
5000 多吨的货轮在珠江口伶仃航道发生碰撞。其中一艘
货轮沉没，12名船员下落不明。

接到任务，钟海锋立即与广州打捞局应急分队的同
事直奔出事地点，开始水下搜寻。11月28日下午，在经
过 36个小时的连续搜寻后，一名潜水员发现，沉船货舱
里还有 6 名幸存者，但情形危急。船舱只剩下不到 50 厘
米的高度没被水淹没，氧气越来越稀薄，时间每过一秒
意味着生存机会就又少了一秒。

得知水下情况后，原本在岸上指挥的钟海锋二话不
说换上潜水装备，“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用最短
的时间，把其余幸存者从死亡边缘拽回来。”

下水后，钟海锋意识到了情况的复杂。他从一条狭
窄的通道挤进密闭舱，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绝望的脸。

事故发生后，船舱里的幸存者曾试图向外发出求救
信号，但在昏暗的水下，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30多个
小时过去了，体力和精力都消耗殆尽，当救援人员到来
时，他们并不相信自己还有机会活着出去。

小小的船舱里弥漫着恐惧，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

钟海锋带来了救生设备，他教大家用潜水咬嘴呼
吸，随后带着一名幸存者开始逃生。钟海锋一手拉着牵
引绳，一手拽着幸存者往上游，突然，在那条狭窄的通
道里，幸存者被漂浮的杂物绊倒了，原本捏着鼻子的手
本能地松开，随即就呛了水。

这位幸存者的情绪一下子失控了，他不再听指挥，
用尽力气摆动手脚，把钟海锋往回扯。回忆起那个画
面，钟海锋至今心有余悸：“我不敢再有半点犹豫，加大
力气拽紧他就往上走。”经过漫长而惊险的10分钟，这名
幸存者最终平安上岸。

水下还有那么多人命悬一线，钟海锋气都来不及
喘一口气，一扭头又扎进了水里。

再次回到水下，他发现，因为成功救出一人，大家
的情绪逐渐稳定了，这为之后的救援提高了效率，最
终，幸存者全部获救。在这次救援行动中，钟海锋一人
就救出了3名幸存者。

钟海锋本就有腰伤，这次救援时又用力过猛，回到
岸上后，他一度瘫倒在地动弹不得。

不少人问钟海锋，救援过程中会不会害怕。他总是
回答：“谁都有害怕的时候，但一下水，我就只想着工
作了。”

今年是钟海锋从事救捞工作的第 31 年，面对工作，
他始终认真严谨；面对家人，他总是三缄其口。母亲和
妻子每每问起工作细节，钟海锋总是一语带过，从不提
工作中的风险与困难。他说：“让家人少知道一点，他们
就少担心一点。”

台风中逆行的救助船长陈栢照——

“心甘情愿，守护大海的安宁”

“我现在在基地，能听清吧？”接受记者连线采访
时，南海救助局救助船长陈栢照刚结束在南沙的值守，
返回三亚基地。完成备航后，第二天，他又要率领团队
开往西沙海域执行任务。

高温高湿的环境、常年在船上漂着、通讯信号不稳
定……这些对于陈栢照来说已成常态。年轻的船员们常
会有呕吐、失眠等症状，陈栢照却习惯了。交流中，陈
栢照三两句话离不开工作，尤其是进驻南沙值守这项特
殊任务，是最令他骄傲的事。

2018年7月，按照上级指示，南海救助局派出海上专
业救助力量正式进驻南沙值守，以人命救助为核心任
务，履行国际公约，全力保障南沙海域水上交通安全。
陈栢照，正是进驻南沙值守的首任救助船长。这次回到
三亚前，陈栢照刚刚顺利完成他的第二次南沙值守，为
期101天。

守好祖国的南大门，听起来很酷，却要面对南沙特
有的高温、高湿、高盐、高紫外线和低氧的气候环境。
训练时，除了穿好劳保服，还要用防晒巾包裹好面部，
带好墨镜，防止晒伤。工作一段时间就要喝适量淡盐
水，防止中暑。虽然热，必须穿好护肘护膝，防止患上
风湿关节炎。

船上的副食要从大陆补给，淡水要自己造，尤其是
易变质的绿色蔬菜，是船上的“珍稀食品”。船员们打趣
说：“没有蔬菜我们就自己种”。确实，船上有3台小型豆
芽培育机，大约 3 天就能成熟。在没有新鲜蔬菜的日子
里，一盘炒豆芽，也能让船员们胃口大开。

与常人看到的海上日落那般温和的美景不同，陈栢
照经历过大海的气象万千。尤其是南海海域夏季多台
风，海上常常瞬时乌云密布、暴雨如注，直叫人不分昼
夜。当所有船只都回港避风时，救助船往往迎着台风逆
行出击，因为救助船往往是遇险船舶的最后一线希望。
他说：“这么多年过去，我的青春早已献给了大海。我是
属于大海的，心甘情愿守护它的安宁。”

2020 年 12 月 1 日中午 1 时，陈栢照所在的“南海救
113”轮接到救助指令：一艘外籍油船“M”轮在西沙海
域北礁以北约90海里遭遇主机故障，以3.7节速度往西南
方向漂航，情况异常危急，需紧急救助。

“南海救 113”轮立即备车起锚。当时西沙海域东
北风 8 级，阵风 9 级，涌浪高达 6 米。航行途中，受大
风浪影响，船的横摇达 30°，大浪从船首盖过陈栢照
的驾驶台直接打到船尾。抵达遇险船“M”轮时，已
是晚上 8 时。

接拖救助连夜开展，要通过救助专用的高强度尼龙
缆 ， 将 两 船 连 接 起 来 。 陈 栢 照 记 得 ， 面 对 这 艘 长
253.5m、宽44m、14万吨级的大型油轮，“救助船在它面
前就像小孩子一样”。后甲板人员顶着一个接一个盖过头
顶的大浪，展开各种施救作业。

由于风浪大和漂航速度快，前2次接拖都因引缆滑脱
而失败。但是，没人想过放弃。终于，在 2 日凌晨 1 时，
救助轮成功接上遇险船。陈栢照回忆，水手们即使穿了
雨衣，仍然全身淋透，通宵施救让大家筋疲力尽，只能
找间隙躺在甲板上眯几分钟，他心里说不出地疼。

对于船上的大副、水手们，陈栢照总是当自家人对
待。每一次有船员休假，陈栢照都亲自送到码头，看他
们坐上回家的车。“每次背上行囊出发，我的肩上就是
责任和使命。船长是船员的主心骨，各家把自己孩子健
健康康交给我，我带大家出去值守，一定把他们平安送
回家。”

经过 6 天的艰难拖带航行，“南海救 113”轮拖带
“M”轮终于抵达珠江口水深40米的浅水区，办好进港手
续后，又将其拖带至深圳港友联船厂。船上1名中国籍船
员和23名外籍船员，全部安全。

团队安全、被救助者安全、祖国安全，这是陈栢照
的心愿，也是家人的祈盼。此次赴西沙群岛执行任务，
又是近 40天。陈栢照盼望着平安归来，能赶上女儿高考
这个重要节点。

“平常亏欠家人太多了，希望能陪女儿再复习复习，
亲自送她进考场。”见惯海上大风大浪的硬汉船长说到
这，语气温柔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