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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淄博市博山区一处隔离点内，淄
博蓝天救援队援助武汉的领队李华，在室内开
始了每天坚持的体能训练。这是2月27日自武汉
返乡后，队员们分别隔离的第七天。

在李华的心里，队员们跟随他奔赴抗疫一
线是一种信任，他吐露了藏在心里的挂念：
“在武汉时，要考虑队员的身体情况、情绪等
因素，安全这个问题老压在心里。回来后发
现，还有隔离期这最后一关。我每天都悬着
心，只有听到他们的体温正常，才会安心一
点。希望大家都好好的，隔离期过去了，我才
能真正松口气。”

15天，360个小时，21名蓝天勇士战斗在武
汉抗疫前线……在电话中，李华和他的战友们
讲起了那15个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

疫情当前，只能战，不能退

2月26日中午，淄博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从
武汉返程，中途遇到大雾，经过21个小时的自驾，
平安抵达博山。“回来的那天晚上，在高速服务区
我们是在车里睡的，感觉很累。”李华说。

在去武汉之前，李华所在的淄博蓝天救援
队就主动请缨，承担了博山城西街道数万平方
米的公共区域消杀工作。从大年三十开始，他
和队友们连续奋战在一线，不分昼夜对街道、
小区进行全方位喷洒消杀，吃泡面、喝冷水，
累了就在临时休息点休息一会儿。他们不畏严
寒，负重前行。

当武汉需要支援的指令一来，淄博蓝天救
援队的队员们迅速集结。2月11日上午10点，21
名志愿者踏上驰援武汉的征程。

“志愿者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要身体素质
好，二是有一定急救技能和知识，最后就是家
里支持。通过筛选，我们组织起21个人的队
伍。”今年46岁的李华介绍道。

在队伍里，41岁的李涛话不多，但当过兵
的他毫不犹豫报名了。尽管加入蓝天救援队才
一年，但每次有任务，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疫情当前，只能战，不能退。”在李涛看
来，能够在这样危难的时刻为国家贡献一份力
量，他觉得很光荣，“家里爱人孩子都很支持
我，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作为一名志愿者，疫情来袭，我们更要
冲锋在前。”80后小伙儿王大力告诉记者，他
于2019年8月加入淄博蓝天救援队。在武汉的15
天里，他加入过消杀组、转运组，从早上7点开
始一天的救援工作，夜晚临近11点才结束，穿
着衣服往帐篷里一躺就能睡着了。

“2018年，我刚从湖北转业回到淄博。我
才走，怎么一切都变了样。”接受采访时，吕
泽民难掩激动。今年25岁的他，在21名队员中
年龄最小，却与湖北缘分最深。“我在湖北当
过五年兵。支援武汉，我必须来，一定要来。”吕
泽民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表示，隔离期后，他
将继续以自己从事的无人机事业参与到抗疫斗
争中，继续与武汉肩并肩作战。

31岁的田纪平，已从事过8年的救援工作，
是一位满腔热血的青年“战士”，每次遇到危
险救援都冲锋在前，这次也不例外。“国家有
难，总得有人要上。那就算我一个！”田纪平
说。“这15天我们经历了雨雪、冰雹等各种恶
劣天气，住宿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铆足劲，配
合默契。”田纪平告诉记者，短短半个月的救
援经历让他看到了中国力量，终生难忘。

多挤出一秒时间，就能多出一份力

2月12日凌晨2点多，淄博蓝天救援队抵达
目的地——— 武汉市黄陂区天横三路黄承烈湾。
这里有一个总面积7300平方米的应急仓库，临
近武汉天河机场，里面存放了数百批次、超2万
箱捐赠物资。

“我们出发时，是成建制的，这21个人可
以承担仓储、搬运、消毒、秘书、记录、后勤
等不同任务。到了之后，大家被分配到搬运、
消杀、仓管、秘书等小组。一天下来，大家都
要平均工作14个小时。”李华说。

到达武汉当日，短暂的3小时休整后，21名
队员立刻投入到装车卸车、码放物资的工作
中。“很多物资外包装不规则，用不上叉车，
只能靠人力。我是搬运4组的组长，通常一辆满
载受捐物资的大货车到达后，多数物资需要人
工将其从车上卸下来，然后搬运到仓库再码放
整齐。没有作息时间概念，只要是来了援助物
资的车辆，我们就赶紧过去卸车、分发、码
放。”李华说。

到当天17时，李华他们仍有近万件的物资
需要装卸，顾不得饥肠辘辘的肚子，队员立马
投入到了工作中，又忙到凌晨……

“第二天上午，我们8个人用2个多小时，
搬运了75吨消毒液；下午2点多，1 . 4万提牛奶又
运到仓库，当搬运到6000多提牛奶时，大家真
是累得都没劲了！”李华回忆说。为了鼓励大
家加油干，李华带头喊起了口号：“武汉加
油！中国加油！”队员们一遍一遍高喊着口
号，咬牙坚持。当晚11点多，终于完成了1 . 4万
提牛奶的搬运任务。

“你是哪里？”“我是江苏。”“我是安徽。”李
华说，许多省份的蓝天救援队都进了仓库，大家
不分来自哪个地方，都是中国蓝天人。

15天里，队员们很少有时间给家里的妻儿
和老人报个平安。大家觉得，在救援火线上，
多挤出一秒时间，就能多出一份力。

“我最难忘的是，有一天半夜11点多，应
急物资来了需要卸车，当时大家已经超负荷工
作一天，很疲惫。为了相互鼓劲，大家喊起了
口号！”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队员李强仍然非
常激动。

今年45岁的滕军加入蓝天救援队仅仅2个
月。虽是“新兵”，他身上却有使不完的劲儿。

“13岁的女儿刚知道消息时，一直哭，担心我有危
险。”做通家人的工作后，滕军义无反顾出发。最
多的时候，他和队友一天搬运了270吨应急物资。

“15天的经历，我的抉择没错。大家都经历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劳动强度，但没有人退缩，而是生
怕比别人干得少。这就是凝聚力。”

病毒在哪儿，就要冲到哪儿

到武汉第3天起，李华等11名淄博蓝天队员
又承担起对城区消杀的工作。“在华中师范大
学集中隔离点，我们用3天时间对20多栋楼进行
了消杀。之后，我们又对湖北省一家机关单
位、华南海鲜市场、火车站仓库、湖北日报社
宿舍区等进行了消杀工作。”李华介绍道。

“进城区时，基本看不到有人外出活动。
到华中师范大学去消毒时，看到一些当地居民，
对我们竖大拇指，对我们喊‘加油’。那时才真正
感觉武汉没有那么脆弱，大家很坚强。我们越来
越胆大，越来越有力量了。”李华说。

队员黄红德在接受专业培训后，和其他志
愿者正式上岗，对社区、学校等进行消杀工作。
工作期间的十几个小时，他们不能喝水、吃饭，
更不能上厕所，这样可以避免穿脱防护服。“穿
上防护服，启动起弥雾机的时候，我仿佛在拯救
整个世界，莫名其妙地流下泪来。我虽然为祖国
做得不多，但我尽力了！”黄红德说，能作为志愿
者为疫情防控作点贡献很光荣。

“这15天里，我在防疫消杀组工作，到湖
北日报社及宿舍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等地进
行消毒防疫。”在谈论起支援武汉的经历时，
队员赵刚告诉记者，他们穿上隔离服走街串
巷，遏制病毒蔓延。繁重的工作任务，让他们
汗流浃背，晚上十几个人睡在帐篷里，环境阴
冷潮湿，被窝里通着电热毯都暖和不过来。

“路过华南海鲜市场到周边社区执行消杀
任务时，满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每个角落都要
消杀好，来到武汉就要竭尽全力把工作干
好！”29岁的李欣朋说，自己2013年加入淄博
蓝天救援队，算是一名老队员。对他而言，此
次驰援武汉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在战“疫”一线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每次半夜有物资需要紧
急装卸，都是党员先上，党员们这种冲锋在前
的榜样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我也想成为他们其
中一员。”

作为消杀组的队员，孙鹏说病毒在哪儿就
要冲到哪儿，只有无限接近才能更好地把它消
灭。“我就想再快一些，再仔细一些……而且

身边忙碌的身影越来越多，我相信一切都会好
起来。”孙鹏说，返乡后，自己还与队友们约
定，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后，一定再到武
汉，见证她的美好。

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到底

“在武汉的这些日子，会是我一辈子最重
要和最难忘的一段时光。”2016年加入救援队
的孙勇说。此次驰援武汉，他担任队内秘书。
除了和队员们一样执行搬运物资、城区消杀等
任务外，他还负责向淄博回传队内信息、拍照
记录等工作，“我希望用镜头记录兄弟们拼命
工作的每个瞬间，看到党员先锋队冲在前时，
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今年45岁的赵君此次主动请战，在武汉，
她主要负责捐赠物资单据整理方面的工作，每
天工作十几小时，七八吨的物资手工记账有时

要做到凌晨1点多。除了日常工作外，赵君和其
他志愿者还要负责烧水、做饭等后勤工作。潮
湿的环境、生活上的不便……但赵君依然精神
饱满。“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到底。看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捐赠物资、志愿者，那么多人通过
不同的方式支持湖北，感到心里暖暖的。”

21名志愿者中另外一位女性队员赵丽丽，
在武汉的15天里，每天都在争分夺秒进行分发
物资等各项繁琐细致的工作。“感受最多的就
是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爱心，这么强大。每一
天都在感动中度过，这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
经历。我有两个孩子，老大14岁，老二6岁，在
武汉很想他们，但我更想做他们的榜样。”

29岁的国善达，性格与他的名字相反，并
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刚到武汉时，他被分
在后勤组，负责做饭，保障大家的生活日常。
“我做饭还行，这段时间其实啥活都干过，觉得
学到不少东西，也从很多老大哥和前辈身上学到
了很多。大家在一起，目标一致，就像一家人，我
作为年轻人更应该冲锋在前。”国善达说。

“来到武汉第七天，妻子和我说，儿子晚
上说梦话，说爸爸回来了，妈妈你快去开
门。”队员焦念超说，家人的理解支持是他来
武汉的最大动力。一直在后勤组工作的焦念超
每天6点多就要投入到紧张的做饭工作中。因为
队员们来自不同省份，他总是变着花样炒菜，
每天要处理四五百斤蔬菜。

“没有大家，哪有小家”

据粗略统计，淄博21名蓝天队员在武汉累
计搬运牛奶18335提、医疗物资1100多箱、消毒
液75吨，消杀总面积近50万平方米，为170多名
全国各地志愿者做了热腾腾的饭菜。

“这次对我来说也是成长。我是第一次参
加防疫救援，之前学过核化、生化的知识，可
感觉自己知识储备很匮乏。看到医生、护士冲
在一线，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到一线，做一
点身体力行的工作，对我们一生来说，都是难
忘的经历。”李华说。

“这次疫情，让我有了很多以前不曾有过
的感觉，比如信念，比如珍惜。我们应该踏踏
实实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每一个人。”队员
翟前德的孩子12岁了，得知爸爸出门做的事，
孩子小小的内心悄悄藏着敬佩，这个像超人一
样的爸爸是孩子的榜样。

成长总在风雨之后。在一次执行卸载75吨
乙醇消毒液任务中，细心的李华发现平日里惯
用左手的队员李东晨突然用起了右手，一开始
以为只是正常的左右手倒换，但等到吃饭时李
东晨依然笨拙地用右手拿筷子，李华终于察觉
到了不对劲……

“你这胳膊咋了？”李华问。“……没
事，队长，就是搬消毒液的时候拉了一下。”
李东晨回答道。

李华又气又急，怪自己没早发现，也怪小
队员啥苦都往肚子里咽。“大家都在使出浑身
的劲搬运消毒液，我不能闲着，左手受伤了，我
还有右手，就是用一只胳膊拖，也要和队员们一
起干。现在胳膊已经恢复了。”李东晨说。

“我在临行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队员李
欣朋、孙勇在武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队员高
冲一开始在厨房工作，后来主动要求消杀工
作；还有一个队员奶奶去世了，得知噩耗时，
正在搬运物资的他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坚持
工作……没有大家，哪有小家？我们都愿意为
国家奉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李华说。

因为工作需要，救援队中还有两位，需要
留守。“现在他们的归期还未确定。2月26日我
们交接工作时，发现郑术鑫和王非凡的工作交
接不了。他们负责仓储管理，对种类、数量、
存放位置比较熟悉。他们要是走了，工作效率
会降低。所以郑术鑫和王非凡再坚持一段时
间。”3月3日晚，李华告诉记者。

“我和王非凡继续留守武汉，现在状态还
好，请大家不要挂念。”郑术鑫告诉记者，自
抵达武汉，每天的工作都是从早上醒来到半夜
十二点结束。28岁的队员王非凡，还是一位健
身教练。决定去武汉，他几乎不假思索，还得
到了党员父母的支持。这次到武汉救援，他感
触很深：“那种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汇聚到武
汉的爱心，让我觉得，必须毫无保留奉献出自
己的爱和力量。”

15天，360个小时，这是他们的奉献时间；搬运牛奶18335提、医疗物资1100多箱、消毒液75
吨；消杀总面积近50万平方米；为170多名全国各地志愿者做饭菜，这是他们奉献的力量。潮湿的
环境，出水的被褥，高强度的工作，半夜随时装卸物资的激情，喊着“中国加油”挺过的日日夜
夜，这是他们奉献的精神。

山东蓝天勇士：武汉救援15昼夜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陈颖

□ 本报记者 卢昱

在出征前一天，李华郑重地向淄博市博山
区城西街道大辛社区党总支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我怀着无比诚挚的心情，我自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希望党组织批准我像党员一样到一
线参加战斗。”

李华说，自己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 。“在别人遇到危难时 ，我绝不转身离
去。”这是李华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是
两个孩子的父亲，常常因为救援活动太多而没
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说起这事他总是充满

内疚，但如果问他有灾难是否还去，这个朴实
的汉子总是坚定地点点头。2019年，李华被评
为淄博市第七届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说起与救援结缘，可以追溯到2009年。因
为一位游客在泰山失踪，35岁的李华以一名普
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和北京蓝天救援总队共
同开展的救援活动。在搜救过程中，李华被蓝
天救援队的专业技术所吸引，从而萌生了创建
淄博地区的蓝天救援队的想法。经过与刘大庆
等志同道合的人的共同努力，淄博蓝天救援队
于2009年11月27日正式成立，是山东省内第一
支由北京总队授旗成立的志愿者队伍。

2014年11月，淄博蓝天救援队在淄博市民
政局注册登记，逐渐发展成具有一定专业急救
知识和抢险救灾经验的民间公益性救援组织，

先后参与玉树、彝良、雅安、鲁甸地震、盐城
风灾及寿光水灾救援工作，成为学校、社区、
单位组织，宣传急救消防与抗震救灾知识的一支
重要力量。目前淄博市蓝天救援队拥有注册正式
队员50人，预备队员20人，志愿者三百人左右，李
华担任救援队副队长和搜救分队队长。

成为蓝天救援队一员以来，李华自费学习
了水上救生员、救护员师资、潜水员等各项专
业救援知识，自费购买了数十万元的救援装备
和工具。先后参与了数十次山野救援、溺水打
捞、寻人、地震救援、急救知识培训和其他大
型群众性社会活动的安全保障任务，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无论在地震、溺水、
山地，台风救援现场，还是回归日常生活，他
始终用自己的执着和专业践行着一名红十字志
愿者的责任担当。

“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成长了。在救
援现场，不同的环境，如何在不稳定、不安全
的情况下，找到安全的方法救援，是我们一直
的追求。”李华说。

“最早的时候，我们以救援为主。做多了
发现，我们老是跑在后面。到现场后，救活的
几率往往很低。防永远大于救。从五年以前，
我们开始走普及知识这条路，做培训班，进校
园 、企业，讲防溺水 、踩踏，防火防震等知
识。”李华说，令人欣慰的是，讲课效果明
显，最近几年很多事故发生率呈下降趋势。

附淄博蓝天救援队驰援武汉人员名单：
李华 李强 田纪平 滕军 李东晨 国

善达 李涛 赵丽丽 李欣朋 翟前德 孙鹏
吕泽民 赵君 黄红德 王大力 焦念超

孙勇 赵刚 高冲 郑术鑫（在武汉继续执行任
务） 王非凡（在武汉继续执行任务）

“别人遇危时，绝不转身离去”

搬运完一天的物资后，救援队队员坐着就睡着（左）。淄博蓝天救援队消毒进行中（右上）。救援队队员冒雪执行消杀杀任务（右下）。

他脸上的每一
滴汗水，都饱含着
对求助者的深爱。
“在别人遇到危难
时，我绝不转身离
去。”这是李华常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

救援队队员在简陋的厨房里准备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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