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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橙色、白色——每当灾难降

临，只要看见穿着这些颜色的身影逆行

而至，总能带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负

重前行。”救灾现场，那些身着橙色救援

服的官兵，正是负重前行的一员。

一次次冲锋在水火无情的一线，一

次次坚守在最危险的关口……他们以平

凡之躯向险逆行，为人民群众铸就坚强

防线。虽然也会害怕危险、恐惧死亡，但

他们的字典里从没有“退缩”二字。

前不久，记者走进武警广西总队某

机动支队某中队工程救援排，聆听他们

在平凡岗位守护人民平安、点亮希望之

光的动人故事。

价值观

“因为被光照亮过，
所以我也想成为其他人
的光”

“班长，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特战队

员？”刚进军营那天，怀揣“特战梦”入伍

的新兵夏世豪就迫不及待地问班长。“那

得努力训练才可以。”班长笑着对他说。

这句话，让夏世豪干劲满满。新训

3 个月，他凭借加倍努力，各项训练成绩

都 名 列 前 茅 ，很 快 成 为 新 兵 里 的 佼 佼

者。临近分配，夏世豪每天都在憧憬自

己成为特战尖兵的帅气模样，想象着未

来战斗时的飒爽英姿。可他万万没想

到，自己竟然被分到了工程救援排。

梦想中战斗冲锋的热血场景，突然

变成灰头土脸的破拆挖掘；手中握着的

不是钢枪，而是各种类型的救援工具……

这让一心想当特种兵的夏世豪情绪低

落，面对那身橙色的救援服，他心里甚至

有些抗拒。

改变，源于一次救援初级培训。

那次培训，夏世豪被选中扮演地震

中的受困者。被埋在“废墟”之下，夏世

豪刚开始还觉得新鲜，但很快，他的内心

便泛起恐慌。地下空间十分狭小，没有

水源，也没有食物。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蜷缩在黑暗中，他的双腿早已麻木。

听着救援队员的脚步声靠近又远去，

夏世豪越来越害怕：要是一直被困在这里

怎么办？要是没被救援成功怎么办？

直到被生命探测仪发现，被救援队

员抬出“废墟”——受困近 5 个小时，看

见橙色救援服的瞬间，夏世豪仿佛看到

了希望的光。培训后的复盘会，他向战

友分享自己的感受：“置身于‘废墟’下

时，我才明白救援的意义在哪里。”

从那天起，夏世豪不再执拗于曾经

的“特战梦”，下定决心精练救援技术：

“我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救出更多身陷

险境的人。”

进行救援训练时，夏世豪脑海中常

常回响起班长的一句话：“只要在平凡岗

位上做到极致，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的

价值。”对救援队员来说，只有充分认识

救援的意义、理解救援的价值，才能用百

分之百的准备应对万分之一的危险。

“因为被光照亮过，所以我也想成为

其他人的光。”救援作业手范明明始终记

得孩童时的一段经历。那年，他因为贪

玩失足落水，在生死关头被好心人从水

中救起。从此以后，范明明幼小的心灵

就悄悄埋下一颗种子。

18 岁 那 年 ，由 于 未 能 如 愿 迈 进 军

营，范明明选择进入消防队锻炼自己。

他开始对救援事业有了更具象的认知：

“救援的意义，在于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生

的希望。”一直到真正成为一名武警救援

队员，范明明始终把这句话刻在心里。

“时刻树立救援意识，才能在危急

时刻做出正确选择。”谈起救援工作的

严肃性，副班长耿富仓向记者讲述了一

个故事。

那次绳索上升下降训练，一名新兵

由于紧张忘记调整装备下降装置，眼看

就要对“受困者”造成二次伤害。发现情

况不对，一旁的耿富仓一把抓住吊在半

空的绳索，快速进行固定。因为他及时

反应，事故得以避免。这次经历，也让耿

富仓对救援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锤

炼救援意识不只限于任务中，更在平时

的每分每秒。

“救援队员这个岗位虽然平凡，但背

负着人民的期许。只有真正认同岗位价

值，才能顺利完成每项任务。”耿富仓说。

技术观

“914套工具，每练精
一套，就可能多救一个人”

车库内，一辆体形庞大的救援车格外

引人注目。“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战友’。”

救援作业手文争指着救援车对记者说。

打开车厢，琳琅满目的工具让人眼

花缭乱。“这里有 914 套救援工具，要是

挨个铺在地面上，连起来足足有 100 米

长。”谈话间，文争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

绍这些救援队员的装备。

文争入伍前当过汽车修理工，对各

种工具的使用都有独到见解，被战友们

称作“工具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这

位“工具大师”也曾因不会使用工具被严

厉批评过。

刚入队时，由于基础较好，文争使用

工具迅速达到训练大纲上的标准。

“班长，这些工具就像我的双手一样

熟悉，不用再练了吧？”文争自信满满地

对班长说。没想到，他很快就被现实上

了一课。

一次实战训练，救援队员需要在规

定时间破拆预制水泥板，并保证预制水

泥板下“受困人员”的人身安全。命令下

达后，文争立即拿起破拆器开始救援。

飞扬的尘土间，他急得满头大汗，预制水

泥板却没有丝毫损伤。

规定时间将至，救援任务眼看要宣

告失败，班长一把拿过文争手中的破拆

器进行作业。没过多久，预制水泥板被

成功破拆。原来，班长只是稍微调整破

拆器的使用角度，就高效完成了任务。

“光有蛮力，没有驾驭装备的技术，

不掌握装备使用的技巧，再厉害的工具

交到你手里也是徒劳。”班长严肃地对文

争说，“如果这是真实救援，受困者的生

命很可能已经岌岌可危。”听到班长的

话，文争羞愧地低下头。

自那以后，文争一有时间就背理论、

记参数，研究各种工具的使用技巧和极

限性能。“救援工具就是救援队员手中的

‘枪’。如果没有技术加持，空有一腔热

血，不但无法救出受困者，还会给救援任

务添麻烦。”他感慨道。

为了避免工具损坏耽搁救援时间，

文争还自学了维修技术。每次工具发生

故障，他都会将其拆开仔细研究。怕拆

完装不回去，他就用手机拍下拆卸过程，

再对着照片进行安装。一遍遍拆卸组

装，文争拍下几千张工具照片，逐渐全面

掌握这些工具的使用维修，真正做到对

工具“像双手一样熟悉”，也因此收获了

“工具大师”的美称。

当被问到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学习各

种工具时，这个大大咧咧的小伙子认真

回答道：“914 套工具，每练精一套，就可

能多救一个人。技术，对每一个救援队

员来说是看家本领，是生命保证，给人生

的希望。”

和文争一同进入工程救援排，救援

队员贾雨农却没有文争那么好的工具基

础。他曾经自嘲，自己是队里训练“失

败次数最多的人”。

一次集训，贾雨农所在小组需要在

狭窄管道内进行向上破拆训练。由于管

道积水、空间狭小，电动破拆装备有漏电

风险，内燃机破拆装备也无法使用。贾

雨农和战友只得对 15 厘米厚的预制水

泥板进行人工拆除。

粉尘不断透过面罩钻进鼻腔，潮湿

闷热的环境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持续向

上作业，贾雨农感到双臂酸胀不已。但

奋战了近 5 小时，他们依然没能拆除预

制水泥板，任务以失败告终。

看着扮演受困人员的战友近乎虚脱

的模样，贾雨农心中满是懊恼。

“只有在失败中不断学习成长，才

不会在真正救援时感到无力。”后来，遇

到 专 业 技 术 比 武 ，贾 雨 农 总 是 积 极 报

名。每次训练失败，他都会认真总结、

反复思考。慢慢地，贾雨农的技术水平

与日俱增，还在支队组织的专业比武中

荣获佳绩。

“专业的工具是我们的神兵利器，冷

静灵活的头脑是我们的制胜法宝。只有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不断提高救援技

术，才能真正锤炼出与死神博弈、与时间

赛跑的过硬本领。”贾雨农说。

时间观

“不能寄希望于最后
一秒营救成功，必须要
‘抢回’每一秒”

“8 分钟内携带装备器材，做好出动

准备！”午夜，哨音乍响，官兵们从床上一

跃而起。领取器材、出动车辆、打包物

资……所有人各司其职，迅速奔向自己

的战位。

随着最后一名队员登车，秒表按下

暂停，值班员岩省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

开来。这是他们本周第 3 次紧急拉动，

用时比上次又缩短了。

对救援队员来说，“24 小时”是灾难

发生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可一旦遇到深

夜低温等情况，黄金救援期就会大幅缩

短。因此，每名队员入队后，都会在上衣

左边口袋放一块表，用来提醒自己救援

时间的宝贵。

2022 年 10 月，一次山火救援，岩省

正带着几名战友巡逻，突然接到赴某区

域开辟隔离带的指令。赶到现场后，岩

省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片纵深近 100

米的树林，5 个人要想在 4 小时内开辟出

隔离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无情山火在前，万家灯火在

后，容不得半分退缩。“保证完成任务。”

回复完上级，岩省和队员迅速拎起装备

投 入 战 斗 ，摩 托 锯 的 轰 鸣 声 瞬 间 响 彻

山林。

置身火场一线，岩省与战友们连续

奋战多日，几乎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在妻子眼中，岩省是个慢性子，做事总是

不慌不忙；在战友眼中，他却是典型的急

性子，“生死救援”的时间观已经被他牢

牢刻进骨子里。

“一秒两秒，有必要纠结吗？”对于岩

省的时间观，一级上士周维德曾经并不

理解。在他心中，一秒只是一次眨眼的

时间。周维德没料到，短短一秒钟，竟然

会导致救援行动失败。

那次跨区拉动演练，周维德与战友连

续机动十几小时，刚到达现地，就听见远

处传来该地“村长”的呼救声。队员们扛

着装备，跟随“村长”脚步，快速赶往事发

区域——只见一口直径不足 50 厘米、深

度 30米的井中，一名“男孩”正困在里面。

井底氧气含量低，救援工作迫在眉

睫。周维德与战友决定，采用倒立下井

方式展开营救。没有氧气，人最多只能

坚持 5 分钟；倒立下井，这个时间还会因

为脑部充血大打折扣。

第一次，周维德被狭窄的井壁卡住，

营救失败；第二次，下潜速度太慢，氧气

不足，再次失败；第三次、第四次……随

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周维德越来越绝

望。他咬紧牙关，决定再尝试一次。

“1、2、3、4、5……”周维德在心中默

默数着时间，一点点接近“受困男孩”。

在数到第 203 秒时，他终于成功救起“受

困者”，现场导调人员却告诉他：“超时一

秒，任务失败！”

听到结果，周维德第一次感到，短

短一秒钟竟然如此沉重——那是生命

的重量。“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最后一秒

营救成功，必须要‘抢回’每一秒。”那次

训练后，他终于真正理解了工程救援兵

的时间观。

走进中队案例分析室，一幅幅灾害

现场处置分析图被张贴在墙面。“每次案

例分析，大家都会为怎么快一点、怎么稳

一点激烈争论。”中队长胡鸿林告诉记

者。中队部电脑里，存放着上千份大大

小小的行动预案，救援队员们将每次训

练与任务的成果总结梳理出来，只为在

实战中快上一秒。

一次案例分析，针对“某地发生房屋

坍塌，如何解救受困者”的议题，班长宋

辉与周维德争执不下：一方觉得应该采

取高空救援，另一方则倾向于加固房屋

结构，通过定点破拆展开营救。两人谁

也不服谁。

为探索哪个方案更好、更快、更符合

实际，他们直接展开实践测试。夜色渐渐

遮盖住天穹，两组队员作业的烟尘弥漫在

整个场地，让人一时分辨不清现场进度。

“报告！”随着周维德的声音响起，他

带领小组队员率先完成任务，证明了自

己方案的可行性。

“像这样的比拼每天都在进行，没有

最快、只有更快。”周维德说，“这是我们

救援队员应有的时间观。”

赴 汤 蹈 火 向 险 逆 行
——探析奋战在抢险救灾前线的工程救援兵能力之源

■许 东 陈 鑫 本报记者 范恩达 谢 菲

青春的色彩是什么？

对于那群坚守在平凡岗位的武警

官兵来说，青春是一片低调的绿，似小

草般平凡；青春更是一抹鲜亮的橙，似

火焰般炽热。

他们受命于危难之间，身着橙色救

援服，奋勇出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工程救援兵。

夏日，南方傍晚的阳光依旧炙热。

武警广西总队某机动支队训练场上，中

士何维维绕着跑道，一圈又一圈地不停

奔跑，身上的体能服早已被汗水浸湿。

“他的体能肉眼可见在进步！”看着何维

维奔跑的身影，班长岩省感叹道。

谁能想到，刚进入军营时，何维维

体 形 微 胖 ，体 能 成 绩 十 分 不 理 想 。 然

而 ，良 好 的 体 能 是 完 成 救 援 任 务 的 基

础，无论使用救援设备还是转移伤员，

都对工程救援兵的体能提出很高要求。

“ 自 己 都 跑 不 动 ，更 别 说 背 伤 员

了！”岩班长看似玩笑的一句话，却深深

刻进何维维心中。他暗下决心：一定要

超越自我，练出过硬的救援本领。

一次山火救援任务，官兵们从中午

奋战到深夜，扑灭了大范围火情。岩省

带着队员到山脚下休息，大家分散在各

个点位轮流看守火场。“山腰处发现起

火 点 ，疑 似 树 木 复 燃 ，请 立 刻 前 往 处

置 ！”这 时 ，对 讲 机 里 突 然 响 起 紧 急 通

报。情况危急，来不及做准备，岩省立

即点了几名队员一同出发。

“ 班 长 ，我 也 去 ，我 可 以 的 ！”何 维

维 的 自 告 奋 勇 ，让 岩 省 愣 了 一 下 。 但

现 场 确 实 人 手 不 足 ，他 同 意 了 何 维 维

的请求。

夜间，山林中路况复杂，官兵们只

能扛着设备、提着工具奔向一线。就在

岩省喘息的空隙，一个身影突然跨步向

前，来到他前面。“何维维？这小子的体

能竟然这么好了？！”岩省心中一震，赶

紧加快脚步追上去。

由于及时赶到，火情被成功处置。

看着何维维，岩省忍不住感叹：“你小子

好样的！跑得挺快，我都追不上你了。”

何维维笑着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回答

道：“班长，这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

可不想因为体能拖大家后腿。”

灯 光 下 ，救 援 队 员 被 山 火 熏 黑 的

脸庞、被树枝划破的橙色救援服，辉映

着 那 颗 为 了 人 民 赴 汤 蹈 火 、奋 不 顾 身

的 赤 诚 之 心 。 除 了 何 维 维 ，还 有 更 多

奔波于救灾一线的救援队员凭着内心

的 炽 热 冲 锋 向 前 ，勇 敢 无 畏 地 穿 梭 在

生 死 线 上 ，只 为 保 护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命

财产安全。

那次扑灭山火，返程之前，老乡们

一起为他们送行。拉起的横幅上，“英

雄”两个字格外耀眼。当记者问到被称

作“英雄”是什么感受时，岩省回答道：

“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我们不过

是为了人民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风 平 浪 静 时 ，他 们 身 着 低 调 的 橄

榄 绿 ，在 日 复 一 日 的 枯 燥 训 练 中 提 升

本 领 ，如 小 草 般 扎 根 生 长 ；危 险 来 临

时，他们穿着那抹鲜亮的救援橙，无怨

无悔、向险而行，像火焰般为群众照亮

求生之路。

这，就是工程救援兵的青春色彩。

鲜 亮 的 橙 色 ，炽 热 的 初 心
■本报记者 范恩达 谢 菲

武警广西总队某机动支队救援队员展开救援训练。

图①：领取装备赶往救援现场。

图②：携搜救犬搜寻“被困人员”。

刘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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