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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
“守护古厝，不起火就是

最好的‘赴汤蹈火’”

马鞍墙、石板路、油纸伞……“一片福
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说起福
建省著名景点三坊七巷，大多数人的第一印
象是名人故居云集、历史风味留存。然而，
有一群人，他们每天用脚步丈量这片“中国
明清建筑博物馆”。

这里最宽的路是杨桥路，28米，最窄的
路是立本弄，只有 1.5 米；最高的马鞍墙在
闽山巷，11.2 米，最矮的马鞍墙在衣锦坊，
6.5 米；最大的文保古建筑是刘家大院，
4300平方米……对这些数据了然于胸的，是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的
指战员们。

“从队站到三坊七巷景区最远端郎官巷
尽头是910米，携带消防员常备的60多斤装
备器材跑步过去，需要 2 分 39 秒。”三坊七
巷消防救援站站长陈辉华说，这些数据，是
队员们一遍遍走街串巷、一次次开展防火巡
查收集整理得来的。

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组建于 1990 年，
主要承担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三坊七巷明
清古建筑群以及周边区域的消防安全保卫工
作。“我们守护这片古厝已经实现了30年无
重大火情、8年零火灾。”说到这里，陈辉华
不无骄傲。

古厝群大多是木质结构，建筑密度大，
消防水源缺乏，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形成蔓
延式燃烧。每天，消防巡查宣传队都挨家挨
户、逐门逐院排查火灾隐患，开展防火巡
查。坊巷内老旧小区集中、高龄老人较多且
不会说普通话，队员们就学说福州话来发布
防火提醒，还为独居老人免费安装独立烟感
报警器。

日复一日的互动中，指战员们与居民建
立了深厚感情。“驻地群众与我们就像一家
人一样。”令陈辉华感动的是，去年他们参
与泉州“3·7”酒店坍塌事故救援，在救援
后方现场，驻地群众有的拿出锅碗瓢盆、柴
米油盐为消防员煮粥做饭；有的从网上采购
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送来，甚至包括搜救
犬的犬粮，为救援行动提供保障。

社会的支持与肯定，让指战员们坚定了
献身消防事业的决心。他们苦练绝技，全面
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就拿在古巷里快速灭火
救援来说，队员们有“高招”。

不同于消防车、水罐车、登高平台车等
常见的大型特种车辆，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
采用的是“小快灵”的便捷装备。“因为坊
巷内的巷道十分狭窄，即使最宽的地方，队
员的两个手臂也伸不开。一旦发生火情，常
规消防车辆无法进入。”陈辉华介绍说，他
们量身定做的全地形消防车辆宽度只有 1.3
米，遇到一些比较陡峭的台阶也能拾级而
上，确保消防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同时车
上能携带 0.3 吨水，配备干粉灭火器、水机
灭火器、高压细水雾、多功能水枪、水袋等
基础性装备，能充分实现“打快、打早、打
小”初战控火的目的。

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集体二等功一
次、集体三等功三次，被评为“全国最美应
急管理工作者”“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集
体”……面对诸多荣誉，三坊七巷消防救援
站的指战员们说，平时认真负责，不让火情
发生，就是消防员“赴汤蹈火”精神的最好
体现。他们还要继续守护古厝，防患于未
然，因为他们的座右铭是：“不起火就是最
好的‘赴汤蹈火’”。

安全生产监管员王兆革：
“用我们的辛苦换来百姓

的平安，非常值得”

“这两种气体一旦泄漏，遇到明火就会

燃烧甚至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立
即整改。”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应急管理局
王兆革带队检查当地一家汽车站台生产企
业，发现车间里的乙炔和氧气钢瓶都没有安
装防倾倒装置，直接横放在地上。她当场责
令企业停止作业，并详细讲解隐患整改要点。

自 1998 年开始从事安全监管工作以
来，像这样深入一线查隐患的情景，在王兆
革的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进企业、进现
场、找隐患、改问题……23年来，她累计检
查企业3700家次，排查隐患2.7万多条。

“我今年50岁，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
大事情，有的只是对工作的热爱，对监管一
线的牵挂。”获评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
作者的王兆革说。

因为这份热爱和牵挂，只要有需要，即
使深更半夜，即使危险重重，王兆革都随叫
随到。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王兆革
第一时间深入企业，指导帮助防护物资生产
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她还用 2 个月时
间，对辖区所有涉粉尘企业逐一检查。

检查过程中，一家粉尘涉爆企业采用沉
降室除尘法进行除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她当即责令企业立即停业整顿，“什么时候
隐患消除了，什么时候再恢复生产”。没想
到，这家企业千方百计地托关系、找人说
情，想边生产边整改。王兆革果断拒绝，还
多次给企业负责人做思想工作。最终，该企
业落实整改责任，经检查符合要求后才重新
经营。

多年来，王兆革总是这样，不放过任何
一个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工厂老板说，她让企业真正
体会到安全生产带来的经济价值；企业负责
人说，她铁面执法、柔中带刚，对企业是真
心好！

2015年有一次，王兆革因长时间高强度
工作，突发心脏病。医生诊断其为劳累引起
的突发冠心病，必须住院治疗。但她在医院
住了3天，顾不上“一定要卧床休息”的医
嘱，就回到工作岗位上。

“这些年我一直奔波在监管一线，工
作、检查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想到手头上
还有那么多工作没有完成，我就必须回到工

作岗位。”对她而言，应急管理工作是经验
上的考验，也是意志上的历练。

王兆革向记者展示了一部老相机，这是
她工作中的“老伙伴”。“这个相机陪伴我十
多年，不管是进企业检查还是参与事故救
援、处置紧急险情，它为我们保存证据立下
汗马功劳。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所管的辖
区从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用我们
的辛苦换来百姓的平安，非常值得。” 王兆
革说。

煤矿安全监察员刘小术：
“守护矿工兄弟们的生命

安全，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在陕西榆林，煤矿上的人都知道一位
“狠茬子”监察员。他就是共产党员、国家
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的刘小术。

2021年，辖区某煤矿为尽快回收上层煤
大巷煤柱，在回采方案未取得监管部门批复
的情况下，便擅自组织人员打开密闭墙进入
采空区维修巷道。接到举报电话后，刘小术
连夜前往调查处置，命令立即撤出在采空区
作业的13名矿工。随后的一天一夜，他又5
次下井，监督煤矿将打开的两道密闭墙重新
进行永久构筑，最后对该矿进行顶格处罚，
并追责6名相关责任人员。由于人员撤离及
时，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

2018 年 11 月，刘小术和同事一起对辖
区某煤矿开展检查，发现该矿存在瓦斯漏检
假检的重大安全隐患。陪检的矿井负责人对
他说：“我们是低瓦斯矿井，这地方除了抽
水工人，平时也没几个人来。只要你不说，
我马上就能整改。如果把事情搞大，你想过
后果吗？”面对辩解和威胁，刘小术坚守原
则，召开公开裁定会议，依法对该矿进行处
罚。这一举动还扭转了部分煤矿对低瓦斯矿
井瓦斯检查工作不重视的状况。

“其实我的长相也不‘凶狠’”。谈到
“狠茬子”这个外号，刘小术说，“这个
‘狠’，是从我们工作角度说的，是对事故隐
患和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是不查出
问题不罢休、不整改隐患不撒手的那个劲儿
比较‘狠’。”

为什么要“狠”？作为一名矿山安全监

察员，刘小术常年在地下几百米深的煤矿
巷道里工作，他深知，那里阴暗潮湿、环
境恶劣，已知、未知的风险很多，稍不留
神就可能让矿工兄弟们流血受伤，甚至失
去生命。

体会过矿工肩扛千斤担、脚踩一腿泥的
艰辛，见证过事故发生后的惨烈和沉痛教
训，也感受过矿工家属们希望亲人平安归来
的殷切期盼，刘小术坚定地说：“守护矿工
兄弟们的生命安全，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这位“狠茬子”监察员，对自己也颇
“狠”。10 年来，他深入井下一线行走近
5000 公里，监察 800 余次，查处各种隐患
5000余条，分局辖区90%以上的煤矿都留下
过他的足迹。从井口到最远的工作面，工人
们乘坐电车都得 40 多分钟，刘小术却要步
行监察每一个角落。他说，“多去煤矿多下
井，遏制事故靠责任。”今年，刘小术获评
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他所负责辖
区的煤矿近5年未发生任何事故。

有一次，年纪尚小的儿子问刘小术，爸
爸每天在下水道里工作，都干些什么？好不
好玩？刘小术回答：“爸爸的工作不是在下
水道，是在煤矿的井下巷道，干的是保护好多
叔叔伯伯生命安全的事。”儿子好像听懂了，
大叫着说：“我明白了，爸爸你很厉害！”

航空救援飞行员兰海亮：
“希望为应急救援力量插

上翅膀”

舷窗外，火场冒出的滚滚浓烟形成巨
大烟柱，偃松林形成了树冠火，眼前都是
烟雾。

这是2017年6月，森林消防飞行员兰海
亮在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森林火场上空遭遇
的险境。

当时，兰海亮驾驶着直升机执行吊桶灭
火任务。受气流影响，吊桶开始剧烈摆动，
与机身形成共振，吊桶拉着直升机迅速下
坠。危急时刻，直接抛桶能够确保飞行员的
安全，但如果下面是居民区，则会造成伤亡。
面临生死抉择，兰海亮调整飞行速度和高度，
经过一系列紧急处置，保住了直升机和吊桶。

后来，当兰海亮驾驶直升机将灭火队员

机降到位准备返航时，火场风向突变，高达
5米多的火焰向灭火队员迅猛袭来。兰海亮
果断在原降落点着陆，迅速组织灭火队员登
机，确保了灭火队员的安全。

临危不惧的完美操作，源于平日里的刻
苦钻研和训练。改装培训他第一个报名、高
难课目他第一个上机、实战任务他第一个起
飞……同事们都说，“海亮就是我们心中的

‘金头盔’！”
自 2009 年调入武警森林部队直升机支

队后，兰海亮已参加 10 余次灭火实战，累
计航程1000多公里，机降灭火队员300余人
次，吊桶洒水 100 余吨。2021 年 11 月 4 日，
兰海亮获评中国消防忠诚卫士，他所在的森
林消防局大庆航空救援支队飞行大队也获评
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集体。

与地面救援力量不同，航空救援力量被
称为“空中守夜人”。他们翱翔在蔚蓝的天
空，守护着祖国的绿水青山。当灾情发生
时，他们能利用直升机的优势，第一时间抵
达现场，扑灭地面人员难以接近的火点，实
施综合应急营救。

今年河北邯郸朝阳沟风景区发生森林火
灾时，火场平均海拔 2000 多米，谷底取水
点至悬崖作业点距离仅 6000 米，但高度差
1400米，只有一条山谷可供直升机进入，山
区气流紊乱，飞行难度极大。“当时火点周
围峭壁林立、断崖密布，我们充分发挥了空
中优势，直升机携带吊桶精准洒水。”兰海
亮说，机组奋战 20 多个小时，吊桶洒水 50
吨，扑灭悬崖火点、烟点 10 余处，最终圆
满高效完成灭火任务。

今年2月，在河北张家口备战冬奥会任
务期间，兰海亮还首次完成国内 13 吨直升
机在医院楼顶平台着陆飞行，将地面救援任
务所需的 90 分钟时间缩短至 15 分钟，为应
急医疗救援打开了空中生命通道。

“作为一名飞行员，我见证了中国航空
救援力量的换羽腾飞，希望为应急救援力量
插上翅膀。”兰海亮说。

公益救援志愿者石欣：
“继续奋战在公益救援道路

上，为应急救援工作尽一份力”

重特大灾害发生时，广大社会应急力量
经常与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应急力量
并肩作战。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会长石欣，就
是社会应急力量的一分子。

起初，石欣只是一名登山爱好者，自
2003年开始，他逐渐参与一些山上搜救、寻
找迷路“驴友”的应急救援行动。2008年，
石欣在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的组织下，参
与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在灾区持续一年
的公益救援经历，让石欣印象深刻。回家
后，石欣就和朋友们成立了深圳山地救援
队，并于 2013 年在民政部门注册为深圳市
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开启他的公益救援
之路。

累计参与的 219次救援行动中，不乏惊
心动魄的经历。2010 年，石欣赶赴云南大
理苍山参加一次山地救援行动，搜救一个
在山里失踪了 12 天的小伙。峡谷陡峭而深
邃，在下撤过程中，石欣因为抓空差点掉
下悬崖，万幸的是，悬崖上的藤蔓救了他
一命，同行队友和村民向导连忙用藤条将
他拉了上来。

亲身体验过一线救援的危险，让石欣更
感建立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的重要。“作为志
愿者，一定要遵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
断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自己，做好社会
志愿服务和社会文明建设的践行者。”石欣
说，“我自己也学习了多项救援技能，包括
建筑坍塌救援、高空绳索救援、应急医疗、
直升机救援等。”

多年来，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已经发展成为拥有630多名专业队员和1400
多名志愿者，管理规范、拥有多项专业技能
的综合性民间救援队伍，也是国内首支获得
城市搜救2级综合性救援队称号的民间救援
组织。

疫情期间，石欣带领深圳公益救援队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募集防疫物资，
向 62 家医院和单位捐赠抗疫物资总计超过
166 万件，总价值约 570 万元。今年河南水
灾期间，他连续一周多坚守在后方平台调度
人员，协调物资，组织了近600万元的救灾
物资支援前线。“虽然那一周我只睡了十几
个小时，但看到灾区村民收到急需的救援物
资，穿上专业的救生衣，心里特别高兴！”
回想当时的情景，石欣难掩激动之情。

长期坚持公益事业的石欣，志愿服务时
长已经超过 5000 小时。“作为社会应急力
量，我们不断发挥全民动员、全民响应作
用，做国家应急力量的辅助补充和后备力
量。”石欣说，“我要继续奋战在公益救援道
路上，为应急救援工作尽一份力。”

10 时 30 分，授旗仪式开始。全场
高唱国歌。

仪仗队员护卫着中国消防救援队
队旗，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总监黄明授旗。
黄明向习近平敬礼，从习近平手中接过
中国消防救援队队旗，持旗肃立。全场
消防救援人员向队旗庄严敬礼。

随后，习近平致训词。他指出，
长期以来，消防队伍作为同老百姓贴
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有警必
出、闻警即动，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
要的地方，特别是在重大灾害事故面
前，你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作出

了突出贡献。改革转制后，你们作为
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承担着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
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党和人民对
你们寄予厚望。

习近平对消防救援队伍提出4点要
求。一是始终对党忠诚，坚持党的绝
对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
听从党的号令，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二是做到纪律严明，坚持纪
律部队建设标准，弘扬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
管理、严格要求，服从命令、听从指

挥，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用铁的纪
律打造铁的队伍。三是敢于赴汤蹈
火，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保持枕
戈待旦、快速反应的备战状态，练就
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
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
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召之即来，战
之必胜。四是永远竭诚为民，自觉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褒奖
作为最高荣誉，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
时候冲锋在前，救民于水火，助民于
危难，给人民以力量，在服务人民中
传递党和政府温暖，为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摘自《习近平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授旗并致训
词强调 对党忠诚
纪律严明赴汤蹈火
竭诚为民 为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英勇奋斗》

（2018年11月
10日人民日报刊发）

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应急管理人时刻准备着——

做忠诚卫士 护万家安宁
本报记者 叶 子

2021 年 11 月 4 日，首届全国应急管理
系统先进模范和消防忠诚卫士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全国应急管理系统8名一级英雄
模范、99 个先进集体、190 名先进工作者、
30名“中国消防忠诚卫士”和 30名二级英
雄模范受到表彰。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集体学习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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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应急管理人扑烈火、战洪峰、
钻深井、化危机……哪里有灾害，哪里就
有他们逆行出征的身影；哪里有危险，哪
里就成他们冲锋陷阵的前线；哪里有人民
群众，哪里就是他们日夜守护的阵地。本
报采访了部分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聆
听他们做忠诚卫士、护万家安宁的故事。

今年今年 22月月，，在一次火灾扑在一次火灾扑
救现场救现场，，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
副站长张天水在轮换休息副站长张天水在轮换休息。。

刘小术在检查监测监控
系统。

刘小术在检查监测监控刘小术在检查监测监控
系统系统。。森林消防局大庆航空救援支队河北张家口驻防分队开展悬索滑降训练。

（本版照片由应急管理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