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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丰 王红军

“想到过山东消防会来救你吗？”
“我想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党和政

府不会不管老百姓。”7月23日，在开封
市庄头镇高寨村，被泰安消防救援支队队
员救出后，54岁的村民房新力，吃上了3
天来的第一顿可心的饭：啃着凤爪，喝着
啤酒。“困了三天了，这一顿最难忘。”

这是全国救援力量在河南全力防汛救
灾的一个注脚。

7月21日，记者跟随山东消防救援总
队赶赴河南，从开封市区，转战尉氏县，
再到郑州，奔袭600公里，共处96小时，
见证了惊心动魄的救援过程，更读懂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力量。

7月20日，这是一个让人牢记的日
子，对河南来说如此，对宋庆杰来说也是
如此。

这一天，是泰安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
宋庆杰与未婚妻订婚的日子。当天上午，
订婚仪式刚刚结束，他就接到驰援河南防
汛救灾的任务。没有任何解释，他紧急赶
往单位集合。

这一天，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郑
州市多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突破
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次日凌晨，河
南省防汛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Ⅱ级提
升为Ⅰ级。

听到增援河南的消息，今年9月就要
退出泰安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李大卫，直
接向领导请战。“虽然可能会有危险，但
我很爱我的职业，想用这次实战为我的消
防救援生涯画上一个句号。”李大卫坚定
的话语，让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一天，济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安雪
松也接到了驰援河南的预先号令。他一直
在关注河南防汛救灾情况。“我作为一名
消防指战员、一名党员，面对灾情，就应
该到一线去，救群众于水火。”安雪松
说。

灾情就是命令。7月21日4时16分，按
照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部署，山东省消
防救援总队迅速调派济南、泰安、济宁、
德州、聊城5个支队274名指战员63辆消防
车，组成5支防汛救灾排涝分队，立即增
援河南开封。

21日凌晨5时许，刚刚集结完毕乘车
出发的安雪松，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郑州挺住，我们来了”。

发之前，他还专门在社交网络上设置
了屏蔽父母。他刚刚工作一年时，曾参与
湖北的一次抗洪，临行前他告诉了河北老
家的父母。等休假回家时，父亲告诉他，
听到你说去抗洪，你妈担心得一个星期没
睡好。从那之后，他就在心里记住了这个
事，况且母亲心脏不好，为了不让他们担
心，他更多的是报喜不报忧。

但是，安雪松没想到妻子看到安雪松
发的朋友圈，立马转发，还配上了“‘蓝
朋友’加油，所有人平安”的话语。看到
后，安雪松心想：这一下子完了，她的朋
友圈可能没有屏蔽父母。

“朋友圈先删了，快把俺妈屏蔽，没
跟她说，她不知道。”安雪松赶紧提醒妻
子，也安慰她说，这次带的设备都是先进
的，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施救，请
你和爸妈放心。

另一边，济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
文东升，正在老家开封休假，得知战友来
增援，立即就地归队。

越来越多的力量，以最快速度驰援河

南。
7月20日深夜，济宁蓝天救援队23名

队员组成的第一梯队驰援郑州，聊城前沿
救援队、菏泽蓝天救援队、枣庄蓝天救援
队、淄博蓝天救援队迅即派出四支梯队
112名队员，直奔河南。

7月21日一早，国网山东电力首批26
名员工、5辆中压发电车，分别从济南、
烟台、青岛、临沂、潍坊紧急出发，直奔
郑州。

21日12时20分，山东消防救援总队跨
区域增援队5支队伍全部到达开封市集结
点，迅即投入战斗。

封堵决口！开封市东京大道与三大街
交叉口东北角，碧水河有决口。济南、泰
安、济宁、德州、聊城支队分别出动指战
员着抢险救援服、戴抢险救援头盔，奔赴
现场执行装填沙袋、封堵决口任务。与当
地消防、群众协同努力下，他们连续传递
5500余个沙袋，决口终于堵住。

凌晨集结出发，到后立即应战，而且
是重消耗的体力活，但灾情紧急，消防指
战员们来不及休息。“消防救援队伍作为
应急救援的‘国家队、主力军’，就是救
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山东省消防救
援总队副总队长、前方总指挥王发江语气
坚定。

“行李放在驻地，刚刚吃过晚饭，新
的命令又来了。”23岁的德州消防指战员
刘世杰说，根据指令，开封市尉氏县多个
村庄水位告急，群众需紧急撤离。消防指
战员立即整队出发。

此时，开封突降大雨，队伍行进途
中，路面积水已达半米深，加上部分道路
受损不通，影响通行速度。因村内积水情
况复杂，不宜夜间作战，消防指战员凌晨
3点在就近的镇政府驻地休整，3个小时后
奔赴救援现场。

7月22日8时，德州支队3艇20人挺进
尉氏县洧川镇仓刘村和仓李村。到10时35
分，营救被困群众132人。

救援的两个多小时里，刘世杰和队友
几乎全泡在水里。脱下水域救援靴，袜子
一拧，不知是水还是汗，脚早已泡得发
白。因长时间身穿湿式救援服，消防员李
林琛等人身上起满了红红的痱子，休息时
感到痒痛难忍，但救援时完全没有感觉。

就在这一天，山东消防救援队前指和
消防员，除执行排涝任务人员外，全部换
防至尉氏县。

“能不能去接一下我的女儿，她已经
有五六个月身孕了，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小
孩子。”7月23日上午，济南支队在尉氏
县庄头镇高家村执行救援任务时，一名村
民跑来求助。

庄头镇村挨着村，积水最深两米左
右，水势又很急，救援难度不小。“但这
些不是理由，我们立即前往救援。”济南
支队应急通信与车辆勤务站副站长张硕磊
说。

经一番搜寻，终于找到了这名孕妇。
帮她穿上救生衣，派专人看护孩子，在多
名消防指战员护送下，把她们救到安全地
带。

此时，队员们已连续奋战了8个小
时。下午3点，他们狼吞虎咽吃了午饭。
这时，消防员张家龙才注意到，自己的鞋
子已经裂开了。这一天，他们救出的受困
人员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只有几个
月。

在庄头镇西刘庄村救援时，济南支队
两条橡皮艇底部破了洞。救援通道往往是
一条沟坎错落的乡间小路，洪水之下情况
不明。“因为水深不一，接到群众上了橡
皮艇，有些路段并不能用机械动力。一般
每艇一次可以救援10余人，艇前方由一人

牵引，其他消防指战员或在后面或在两旁
护送，以确保安全。”张硕磊说。

7月23日9时，聊城消防救援支队接到
指令，前往尉氏县邢庄乡水黄村营救被困
村民。村内有多名长期瘫痪在床、行动不
便的老人被困在家。由于村内积水深浅不
一，冲锋舟无法通过，消防员们或抱或
背，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截至7月25日，山东消防救援总队共
参加抗洪抢险行动54起，出动人员880人
次，营救被困群众1843人，转移遇险群众
1247人。

有几个细节，让王发江难忘。救援队
里有许多河南籍指战员，自家受灾了，但
他们都隐瞒了自家的信息，和战友们一起
战斗；队员中有的家人生病住院，有的即
将退出消防队伍，但他们毅然出征。王发
江说：“作为一个有着30年救援经验的老
兵，我既感动，也为他们骄傲！”

7月23日8时35分左右，德州市消防救
援支队接到前指命令：商登高速尉氏服务
区附近高架桥上有上百名群众被困，急需
救援。

救援人员以最快速度抵达救援现场。
高架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桥上是周边被淹
村庄的村民。记者现场见证了这场救援的
专业与速度。

一到现场，德州支队通信保障分队的
王从津和宋恒就打开“布控球”，这个仪
器迅即将现场情况实时传输给省消防救援
总队前线指挥部、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以及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侦察情况后，德州支队副支队长
李辉又查看了现场，迅速商定救援方案：
几名消防员乘坐消防车来到高架桥下，架
上两节钢梯，2名消防员从高架桥的广告
牌与桥体之间的空隙钻进去，利用无齿锯
对广告牌切割破拆，然后快速搭建消防云
梯用于营救。

仅用15分钟，一条救援通道打通了。
最终，201人全部救出并安全转移。

而在另一个救援现场，记者见证了专
业设备的力量。

7月25日上午，在郑州市象湖湾小区
南门地下车库入口，1台电源排水车、1台
龙吸水车正在紧张排水中。“两台车，一
小时排水5000吨。”山东省水利厅防汛抗
旱物资储备中心主任郑金刚说。

郑州作为此次暴雨的中心，车库、地
下室等地下空间积水严重。

7月22日晚，接到支援河南省的紧急
通知后，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
发改委紧急协调相关部门，6支专业救援
队伍共123名救援人员携带50台大功率水
泵、2台大型排涝车，迅速驰援郑州。24
日，又有2支救援队伍抵达郑州，省级队
伍数量达到8支。

截至25日6时，8支应急救援队伍共出
动救援人员425人次、救援车辆67辆次、
大功率水泵108台、排水车辆12辆、发电
机组35台，累计敷设水带11780米、电缆
7390米，转战排水点24处，总排水量达到
476040立方米，完成地下车库搜寻6次，
清出各类车辆184辆。

专业救援，既要专业设备，也要有力
调度。

22日22时，根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
局命令，省消防救援总队再一次调集9个
支队及总队机关共68辆车、283名指战
员，组建第二批跨区域增援力量增援河
南，其中包含7套远程供水系统和全国最
先进的17辆大功率排涝车。24日凌晨4
时，省消防救援总队将驻防尉氏县的第一
增援队与驻防郑州市的第二增援队合并，
实施统一指挥。

王发江说，此次防汛救灾涉及到营救
人员、转移群众、抢救财产、运送物资、

排水排涝、筑堤固坝等任务，现场作战对
象频繁切换，各类人物所用器材、防护装
备、处置措施、战术战法不尽相同，应急
救援要求高。“到达灾区后，我们主动对
接协调属地消防队伍和防汛指挥部，建立
联合会商机制，研判灾情形势、精准评估
风险、领受作战任务，每日摄制灾情全景
图，掌握现场实况及发展趋势，为科学部
署作战力量提供有力支撑。”王发江说。

“看到积水时，我心里也有些害怕，
但当看到一个又一个群众，尤其是比我小
的孩子被救出来，心里感到无比的开
心。”临清市特战救援队队员欧凯今年只
有18岁，加入救援队半年。21日凌晨，他
与7名队友一起驰援郑州。

在郑州市某建材市场，积水最深处达
到了2米。欧凯和队友开船进去，在一处
厂房二楼发现了四五名被困人员。一楼积
水有1 . 6米深，大家找了几块板子架到楼
梯和船上，但中间没有受力点，一踩就
晃。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欧凯跳入水
中，用身体扛起木板，让受困人员踩着通
过。

“我家门口来了很多山东的救援车，
泪目了！”7月21日，网友“知名热心网
友赵女士”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在新
乡，微博上有一段视频很热，视频中大批
山东救援人员来到河南新乡，整条街道停
满了挂山东车牌的车辆。

据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统计，截至25日
6时，山东至少有17支社会救援力量在河
南投入抢险救援中，累计出动救援人员超
过1100余人次，使用救援车辆超过310辆
次，使用冲锋舟、铝合金船等船只70余
艘。

之所以用“至少”，因为还有各个领
域、各种形式的社会救援力量在增援河
南，比如歇业一天的菏泽小哥、记者路遇
的济南南山救援队，送13 . 5万斤新鲜蔬
菜到郑州的兰陵县庄坞镇耿墩村及爱心人
士……

虽是社会力量，但并非“业余”力
量。7月21日驰援开封的日照市消防志愿
者协会鑫锐志愿服务中队，5名志愿者携
带3台排水机器人、2部水带铺设车，协助
当地开展抗洪抢险。他们携带的排水机器
人，已在多次强降水救灾中得到实战检
验。

当各种力量帮助郑州等地防汛救灾
时，他们也收获了当地群众的真情。

7月25日，潍坊消防救援支队在正商
城祥园小区排涝作业点作业时，群众自发
帮助消防指战员运送排水水带和液压管
道，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这些棒棒糖我不吃了，要把它们一
个一个送到每位消防员叔叔手里。”在郑
州市二七区长江西路小学地下车库排涝作
业点，一位小朋友拿出棒棒糖送给消防指
战员们。

这样的故事，记者在采访中亲眼看到
了很多：为消防车主动带路的私家车主；
看到消防员汗流浃背，拿起纸板扇风的男
子；连续不断送来午饭、绿豆汤、毛巾、
酒精棉、创可贴、西瓜的志愿者；送来满
满一箱维生素帮助救援人员提高免疫力的
热心群众……

“鲁豫同心，山河情深”“鲁豫一家
亲，风雨见真心”，当地居民给救援队送
来的锦旗，是对“万众一心”最好的诠
释。

7月24日以来，大水退却后的郑州，
阳光照耀。城市正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转战郑州前，济宁消防救援支队留给
驻地博雅外国语学校的信中写到：“新的
任务在远方等待我们。我们有能力、有信
心，相信战胜洪涝的那一天终会来临，美
好家园定会早日重现！”

□记者 赵丰 王红军 报道
本报郑州7月25日电 截至25日18时，由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紧急协调、省直相关部门紧急抽调，赴郑州市排
涝救援作业的7支专业救援队（新汶矿业集团新巨龙救援队
完成设备装配任务已撤离）共投入人员174人、大型排涝车2
台、水泵50余台套，采用“人歇机不歇”的办法，全力排水
排涝，排水量累计达66 . 7万立方米。

目前，已完成对郑州二十一世纪社区的排水作业，解救
被淹汽车36辆、电动车100余辆；观源苑小区、金泰成名灯
广场、常砦社区上城公馆小区、东峰听橹负一层排水工作完
成；中业大厦排水基本完成；翰宇广场小区负2层停车场搜
寻清点车辆162台，排水仍在进行。

7月25日，山东消防增援队在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下，
277人、53辆消防车分别在郑州25个排涝点作业，开足马力
抽取积水。截至25日14时，各支队伍在郑州排水排涝24 . 27
万立方米。在河南期间已累计排水排涝96 . 13万立方米。

在积水严重的郑州市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地下车库，
经过济南、济宁、泰安、聊城、德州支队9车41人的连续奋
战，已累计排水17 . 92万立方米。连日来，该医院近100万
吨的积水在山东与兄弟省份消防救援队伍的共同努力下已排
出近一半。

7月23日凌晨，接到水利部支援郑州市城市排涝工作的
通知后，山东省水利厅迅速派出6台电源排水车、2台龙吸水
车，连夜赶赴河南支援郑州市城市排涝，于23日13时30分抵
达第一个排涝作业点。山东省水利厅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
主任郑金刚介绍，经过13个小时连续抽水，当地一单位车库
4 . 6万立方米的积水已全部排完。

此外，国网山东电力援豫前线总指挥王训杰介绍，截至
25日12时，已完成对31条线路114个小区的恢复供电任务，
保证了17万余户居民生活和企业的正常用电。

目前，山东增援队在郑州的排涝作业、电力及通信恢复
等各项任务仍在紧张进行中。

□ 本报记者 赵丰

当遇到灾难身处险地，有人来救，你会是怎样的感受？
7月23日，一见到来到村内救援的山东消防指战员，开

封市尉氏县邢庄乡水黄村村民杨原峰红着眼圈，紧紧握着救
援人员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因村内积水很深，他已被困家
中一天一夜，没水没电，只能靠家里仅有的几个馒头撑着。

面对大灾大难，更多的情感有时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当
一位母亲被营救，从消防指战员手中安全接过不到1岁的孩
子时，脸上有了一丝劫后余生的笑。她眼噙泪花，挥着孩子
稚嫩的小手向救援人员致意。而一位50多岁的大叔本想说些
什么，又哽咽地说，“不说了”。

在防汛救灾一线，记者看到了一个个受灾群众的面孔，
他们有的惊魂未定，有的满是渴望，有的噙着热泪。身处险
境，有人来救，该是怎样的如释重负？

此次采访，记者也经历了身处险地
的时刻：在尉氏县庄头镇救援时，记者
和一位同行随救援人员乘坐挖掘机到村
中采访，但没有料到的是，当地村庄相
连，挖掘机左拐右拐后，我们与队伍暂
时失联。当时目之所及，汪洋一片，分
不清到底在哪里。水流很急，还有上涨
的趋势，大型挖掘机1米多高的车轮也
已没入水中，水下的坑洼引发的抖晃，
让站在车斗里的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无
助，什么是洪水无情。

正是身处过这样的险境，当我们看
到救援队员，找到救援队伍时，才切身
体会到了被救的感觉，才能更加理解
感受到受灾群众的期待，才能深刻读
懂所有救援人员每一份努力的价值与
意义！

身处险地，更理解

受困群众的期待

山东增援队

满负荷开展排涝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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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2211日日下下午午，，抵抵达达开开封封的的山山东东消消防防救救援援力力量量传传递递沙沙袋袋，，封封堵堵碧碧水水河河决决口口。。

77月月2255日日，，山山东东能能源源集集团团救救援援队队完完成成排排水水任任务务离离开开时时，，市市
民民们们自自发发围围过过来来送送别别，，感感谢谢声声和和掌掌声声久久久久回回荡荡。。

（（□□本本版版图图片片 王王红红军军 赵赵丰丰 报报道道））

77月月2222日日，，山山东东消消防防跨跨区区域域增增援援队队在在河河南南尉尉氏氏县县庄庄
头头镇镇、、洧洧川川镇镇等等地地执执行行群群众众转转移移疏疏散散任任务务。。

星夜集结
“面对灾情，就应该到一线去”

生命至上
“作为一个有着30年救援经

验的老兵，我既感动，也为他们

骄傲！”

科学救援
“专业救援，既要专业设

备，也要有力调度”

众志成城
“新的任务在远方等待我

们，美好家园定会早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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