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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21：30，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
起，新泰市青云街道管家洼村村民赵利心一
沉，一把抓过手机———

“岳家庄乡辉德村今天走失一名十三岁
男孩，父母焦急万分……”

一边迅速核实信息，一边调兵遣将。儿
子赵振兴已经带上照明、雨衣等装备出门
了。一场紧急搜寻行动按“程序”有条不紊
地启动起来。

22：04，同舟公益救援队群发起第64号寻
人“动员令”，队员快速响应，接龙不断加
长。

22：30，李鹏、陈猛、刘超……12名搜寻
队员和车辆陆续汇集，向少年所在的辉德村
出发。

23：05，各路人马到达少年失踪地，沿
途爱心车友帮帮团等不断加入，一张大网撒
开。

30日2：18，少年在5公里外的北邱村被找
到，正躲在一处屋檐下瑟瑟发抖。

已过夜半，恰逢今冬第四次大范围寒潮
来袭，北风刺骨，寒雨淅沥中，救援队员返
程的步伐疲惫又轻快……

像这样的寻人行动，自去年8月20日新泰
市同舟公益救援服务中心 (救援队 )组建以
来，赵利已组织64次，不知避免和减少了多
少家庭悲剧。

更让赵利名声大震的，是他36年来不求
名利义务参与水上救助100多次，特别是不惧
危险救起16条生命以及40多次打捞溺水死亡
人员的义举。11月5日，赵利当选第八届全国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纵险犹向险处行

青云湖，紧邻新泰市区，周边遍布村
庄，既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也是之前农民
劳作之所。管家洼村就是青云湖边的众多村
子之一，赵利的家离湖边就十几米远。

赵利，53岁，黝黑的脸，个头不是很
高，双目炯炯有神。

在湖边长大的赵利，打小练就了一身好
水性。年轻时的他，能在水里游三个小时不
停歇，一个猛子十米深，水下能潜五十米
远。下网逮鱼，高一米半的渔网，他两只手
悬空拉网，踩着水能拉150米长。小时候跟人
比赛游泳，他总是先让对方游出10米，不出
三秒钟就能赶上。

赵利还有个绝招，潜水能睁眼，“连钓
鱼线我也能在水下看得清”，水下一口气能
憋一分半钟。他曾和发小在湖边向水里撒下
十把钥匙，赵利一个猛子扎下去，不大工夫
就能一个不落地捡上来。

“我这一身本领都是父亲教的。”在赵
利的记忆中，父亲就是名英雄。曾当过海军
的父亲在部队时，就因在威海海岸边冒险救
起被巨浪卷走的两名女游客而“火线”入
党。退伍后，有一次，父亲带着六岁的赵利
在湖边玩，看见有人落水，他把赵利撇在岸
边就跳进了水里。把人救上来后，看着又哭
又闹的赵利，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子，
见死不救有罪啊！”

“父亲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前几年
父亲已病逝，但这句话，赵利一直记着。

赵利第一次救人是在1985年。一个寒风
刺骨的冬天，本村有个小孩叫张光新，和小
伙伴在湖边玩耍时无意被推下了水，不会游
泳，加上惊吓，越挣扎离岸边越远。

那可是村里早年打石灰留下的一个深
坑，水下全是乱石，水情复杂，十分凶险，
好多人听到信儿赶来，可都不敢下水。

赵利赶到，想都没想一个猛子扎了下
去，奋力将张光新托出水面救了出来。他爬
上岸时，腿上被划了好几道血淋淋的口子。

“赵利是我的大恩人，要不是他，我早
就没了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张光新仍
然很动情，在他眼中，赵利就是一个侠客，
不光救了自己，他还总是在别人危难之时伸
出援手。

赵利救人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90年的腊
月，一名妇女轻生投湖，瞬间被冲离岸边十
多米远。赵利麻利赶到，来不及脱掉厚厚的
棉衣就纵身跳进冰冷的水里。刚游到落水者
身边，就被她一下子死死抱住，再也不松
开。

“当时身上的棉衣已吸满水，加上落水
妇女挂在身上，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拖拽着我
向下沉，我头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惧。”赵利
回忆，“生死关头，我灵机一动，硬憋着一
口气快速下沉，落水妇女本能地松开了我，
我回手一把从背后抓住她，拼尽全力把她推
到岸边。”

上岸后的赵利精疲力尽，全身冻透，一
下子就瘫在了地上，“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
把他抬回家，当天夜里，他就发起了高烧，
挂了好几天吊瓶才慢慢好起来。”赵利发小
管峰说。

还有一回，也是从石坑窝子里救人，赵
利扎猛子时把头碰了个大口子，淌了一脸的
血，脚也被扎破了，一瘸一拐回到家。妻子
李花心疼得直掉泪，一边给他包扎，一边不
停地念叨：“救人是好事，可要有个好歹，
让俺娘俩怎么过？”

赵利却说：“媳妇唠叨归唠叨，看到有
人落水，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去救，耽误几秒
钟，一条生命可能就没了。”

几番死里逃生，受伤已成常事，但赵利
救人行动依旧。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没事就
在湖边溜达。36年，他凭一己之力把溺水者
从鬼门关拉回来，用双臂托举起16人的生命
之光，点亮16个家庭的希望之火。

侠骨义胆济危困

在赵利看来，单纯救人不是难事，难的
是打捞死者。受根深蒂固的老习俗影响，不
少人都觉得这种事晦气。加上死者经水浸泡
变形发臭，打捞者要经历安全风险和心理压
力的双重考验。

年轻时他一度害怕，父亲曾一次又一次
地开导他：“这是做善事，为的是让死者入
土为安，家人早日心安。死者泡在水里的每
一分钟，对家属都是煎熬。”后来打捞的次
数多了，胆子也就练出来了。

对溺亡者的打捞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
如何化解溺水背后的问题。他在长年的志愿
服务中发现，这样的家庭往往祸不单行，贫
困常常伴随其间。

2020年8月的一个晚上，大雨瓢泼，有人
溺水请求支援，赵利一边组织人员，一边收
拾装备。

“当时雨下得很大，不到半个小时，我
带的船就积了半船水，我和另一个救援队员
也淋成了落汤鸡。”拉船的车辆来了后，两
人徒手把数百斤的船抬到了车上，向落水现
场奔去。赵利事后回忆，这船要搁在平常四
个人才能抬得动，不知当时哪来的这么大劲
儿。

经过三天两夜地毯式搜寻，溺水者终于
被打捞上来，但早已失去生命。“他的两个
儿子就在旁边，最大的才八岁。”赵利一看
到这两个幼子的可怜模样，泪水哗地涌出了
眼眶。

事后，他了解到，逝者走后三天，妻子
甩手而去。年近60岁的奶奶带着两个小孙子

艰难生活，家徒四壁。
“我见不得小孩受

苦。”他决心要帮
帮这个家庭，随

即在公益志
愿 群

里发起募捐，先后募得善款7000多元以及大
量日常生活用品。后来，他还多次回访，帮
他们申请列入当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更多的被救者，或碍于溺水起因有伤自
尊、或顾及隐私不愿露面、或生怕株连家庭
名声而悄然离去，有的连救人者赵利的名字
都不知道。赵利总能泰然处之，从容面对，
无怨无悔。

“只要有人落水他就会急着去救，不图
名利，更是从来不要一分钱。”对赵利的所
作所为，街坊邻居都看在眼里、敬在心里。
村民郭玉莲就说，老赵获得全国道德模范这
个荣誉实至名归，我们村民没有不敬佩他
的。

从17岁第一次义务救人，坚持到现在已
36年，人们大多支持他、理解他、称赞他，
可也有人说他傻，问他图啥，自己就不怕死
吗？救人总有险，几次遇到险情，事后赵利
也怕。但情况紧急、不容多想，生死关头，
尤其是冬天，面对寒风呼啸、湖水冰冷刺
骨，稍一犹豫，错过“黄金4分钟”，就会
失掉一条鲜活的生命。

“百姓心有一杆秤，心底无私天地
宽”，这正是赵利侠骨义胆的底气所在。

志愿服务扛大旗

公益，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所
有人的力所能及。

多年的救援让赵利认识到，一个人的能
力总是有限的，为了救更多的人，他开始琢
磨如何将这面志愿救援的大旗更好地举起来
并传承下去。

以前，他是“游侠”，救人全凭单打独
斗。现在他要创建救援队，变单枪匹马为组
团出击。

但如何去创建并运营一个团队？他向政
府有关部门求助，当时，新泰有个好人协
会，有专门的志愿组织孵化中心，在政府的
牵线搭桥下，赵利找到好人协会带头人刘
珂，求得他的专业指导。

2020年8月20日，由赵利发起的新泰市同
舟公益救援服务中心(救援队)正式成立了。
目前，已拥有156名注册志愿者队员，以及
400多名外围救援力量。他们的救援行动已扩
大到平邑、兖州等周边县市区甚至省外。

队员全部自费购买了救援车辆、快艇、
救生衣、声呐、照明等器材设备，提供水上
应急志愿救援服务，填补了新泰市水上公益
救援的空白。赵利这几年投入救援行动上的
费用不下十几万元，其他队员花费几万元、
数千元则更为普遍。

“我就是冲着老赵来的。”队员王宪进
说，“跟他接触过一次，觉得他为人善良忠
厚，就决定跟他干。”像王宪进这样加入救
援队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中有公务员、工
人、农民、建筑队长、酒水老板、专职消防
员、学生，还有夫妻、母女一起加入的……

11月27日，冬日里难得的一个阳光明媚
的日子。湖边，三三两两的大人孩子在滨湖
广场休闲娱乐；湖上，冲锋舟来回穿梭，身
着亮眼救援服的队员在进行水上救生演练，
船头激起的水花打湿了他们的衣服。

为了提高队员的救援技能，赵利组织队
员定期开展水上演练，包括冲锋舟驾驶技
术、声呐水下布设方法等。他还专门从北京
请来老师，对队员进行专业培训，教他们学
会了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急救方法。

“学习这些专业急救法，提高了我们队
员的施救能力。”在救援队学会了开冲锋
舟，志愿队员杨永芹很自豪，“虽然还不够
专业，关键时候也能顶上去。”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溺亡事故发生，赵利
会利用寒暑假及周末、晚上等时间，带领团
队在青云湖边做防溺水宣传。他还鼓励有条
件的孩子，到专业游泳馆去学习游泳。

“温室里的花朵见不得风雨。一些
学校怕出事故不让学生走进大自然，

甚至不让学生出门，这是一

种只堵不疏的做法。”赵利说，“家长要把
安全意识传达给孩子，该掌握的技能教给
他，学校也要提供条件，比如游泳就很有必
要人人掌握，但新泰正规的游泳场所太少
了。”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绝对是误
解，也产生了误导。”家住谷里镇高西村的
队员郝作金深知学会游泳等求生技能的重要
性。他有两个孩子，大的19岁，小的11岁，
为了教他们游泳，前年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
大水池，利用一个暑假教会了他们。“游泳
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可以健身，可以自保，
还可以救人。建议学校都把这门课开起
来。”

除了水上救援，救援中心还有另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寻找走失人员。自去年成立以
来，救援中心已先后协助查找64名意外走失
人员，老人孩子居多，目前已找到20多个。
其中寻找西张庄镇宫北村78岁的走失老人最
不容易。

“当时快到中午十二点了，我从朋友圈
看到走失老人的信息。”队员朱培程告诉记
者，他迅速与走失老人亲属取得联系，确认
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将此事报告给队长赵
利。不到一个小时，赵利就召集30余名队员
赶到走失老人家里协助寻找。

“我们没有任何线索，只能通过监控，
一个个排查。”赵利说，当天他们排查到凌
晨一点，没有线索，第二天继续寻找，又找
到凌晨一点，还是没有线索。直到第三天，
才在远在济南莱芜区的苗山镇发现老人，队
员总计行程数百公里。

随着救援规模的不断扩大，救援队的影
响力也越来越大。受父亲影响，赵利的儿子
赵振兴也加入了父亲的救援团队，并已成为
骨干之一。“我从去年8月开始参加公益活
动，到目前已参与搜救20多场，我要把父亲
的公益事业传下去，把这面大旗举起来，不
给父亲丢人。”赵振兴说。

常年在外奔波的赵利，很少顾得上自己
的小家。照顾家的担子就落在妻子李花一个
人的肩上。难得的是，李花没有任何怨言，
她也热心公益，先后劝导多名轻生女性放弃
一时之念，回归正常生活。她还一人承担起
全部家务，悉心照料两家3位年过古稀且常
年生病卧床的老人。“老赵在外面救人，做
的是好事，是善事，我再苦再累也要全力支
持他。”去年，李花被评为孝老爱亲“山东
好人”。

自从救援中心成立，赵利就全身心投入
到救援中去。没事他就带上队员在青云湖边
巡查，除了防溺水宣传之外，还增加了防
火、防疫抗疫等宣传内容。他说：“成立救
援中心，对我们来说，救人就变成了一份事
业，不图任何回报，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
任。”

一个人温暖一座城。目前新泰市志愿服
务队伍达到2800余支，建成了986处镇村志愿
服务站点，建立了10个市级志愿服务工作基
地，注册志愿者超过22万人，人数和比例都
居泰安市第一位。“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
难找志愿者”，已成为新泰的新风尚。

风雨同舟显大义

赴河南抗洪救灾是同舟公益救援服务中
心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回忆起那场救
援，赵利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今年7月，河南突发特大洪水。大义山
东人，鲁豫一家亲！赵利没有犹豫，22日，
他拿着手里的队员名单反复思量，发出了出
征救援信号。

“老赵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一招呼，
我二话没说就跟上了。”王泰然是新泰一家
企业的专职消防队队长，当过海军的他冲锋
舟开得处处“惊心”，被队友称为“船
长”，更有人叫他“王疯子”。

“救人要紧！”做酒水生意的陈猛，母
亲刚刚去世20天。他不顾当地“老人去世不

出五七不能出远门”的习俗，携带今年6月
刚入手的两台崭新冲锋舟加入出征队伍。

正在泰安干装修的郝宝亮，正在淄博施
工的王宪进，不约而同放下手里的活儿，赶
回新泰集结。

家里养着100多只绵羊的郝作金，号称
“凫水技术仅次于赵利，在水里一天可以脚
不着地”，他把七八只待产的母羊扔给业务
不熟练的妻子，参加了队伍。回来后才知
道，因为生产不顺利死了七八只小羊。

……
一天之内，10名队员集结完毕，他们驾

驶3台车，携带3台大马力冲锋舟，自备5000
多元的应急物资，连夜驱车7个小时，赶往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抗洪救灾第一线。

到达目的地已是凌晨一点。面对瓢泼大
雨，湍急的河水，10名同舟队员来不及休
整，克服重重困难，分成两支救援小队立即
开展救援。队员双手被绳索磨得通红起泡，
有的胳膊被玻璃划伤、鲜血直流，有的双脚
在水中长时间浸泡感染，肿得有小腿粗，但
他们坚持战斗，没有一人退缩。

“没有休整时间，有很多群众都在水里
困着呢，我们必须立马投入救援。”赵利
说。持续三天三夜连轴转救援，赵利团队共
安全救援并转移1000多名群众，其中包括83
名敬老院老人。同舟救援队因此被河南省有
关部门评为“河南省防汛救灾优秀志愿服务
组织”。

“头一天就拉了30多趟，最后一趟拉满
了转移群众，严重超载，”王泰然当时正驾
驶最大的冲锋舟在牧野区王村镇东马坊村展
开救援，“当时逆流而上，马达到极限了，
吃力轰鸣着，我听了都害怕。结果陈猛吼了
一嗓子：你尽管开，撞烂了算我的！”

“8万多元的船，我能给他撞烂了吗？
但我有底气了，最后终于驶离急流，安全脱
险。”说这话时，王泰然一脸笑。

还有一次，赵利带领队员前往一所敬老
院转移被困老人，一扇水下的大铁门挡住了
冲锋舟，水深3米多，水下还有暗流。从小
在汶河边长大的陈猛跳下水，与李鹏一起潜
到水下推拉大门，直到累得脱力，终于移开
铁门。

由于那几天连续跳水，陈猛获得了“花
样跳水运动员”的美誉。

“当时真是一点力气都没了，我心里甚
至都想着，我是不是要不行了。亏了队友拼
了命把我们两个往船跟前拉，救生衣都被扯
烂了。”李鹏回忆。

惊心动魄的救援换来的是上千名被困群
众的安全转移。当地群众为了表达感谢，不
断往救援车里塞方便面、矿泉水。有一户村
民，在家里被困了4天4夜，没有吃的没有喝
的，被救出来以后，第二天走了十几公里找
到救援队，表达感谢。

7月26日，在河南奋战三天三夜后，同舟
公益救援服务中心圆满完成救援任务。凌晨
三时，赵利带领队员同这座用生命奋斗过的
城市告别，踏上了归程。“我们不想让当地
群众因为欢送我们而大费周折，大家一致决
定选在凌晨悄悄离开。”

圣者渡人，强者自渡。
正如一位网友所赞：纵身一跃，用担当

诠释着见义勇为；风雨同舟，用传承谱写着
人间大爱。

如今，同舟公益化成一叶方舟，在泰山
脚下静静守护着人间美好。

“我庆幸赶上了这个向上向善的新时
代，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赵利说，
“只要我活着，就要活一天救一天，直到救
不动为止！”

青云湖边见义勇为，赵利36年成功营救16名落水者，打捞溺水死亡人员40多次，搜救走失人员64次———

你纵身一跃的样子，真美！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洪涛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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