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得第一个上。” 每每面
对火场， 牛毅都对自己这么说。

这个已服役十余年的消防老
兵是个大学生。 2004年， 牛毅大
学毕业， 选择参军， 加入北京市
公安消防局第四支队。 在乌鲁木
齐消防指挥学校轮训半年， 这个
文弱书生变成了消防尖兵， 通过
了绳索攀爬、 板障木桥、 模拟火
灾现场处置等十几个科目的考
核。

身先士卒赴火场与
烈焰搏斗

5年前的一天傍晚， 石景山
区老山小区的一户居民家中着
火。 接到报警后， 已是消防中队
指导员的牛毅带领战士们快速到
达现场， 疏散居民。 经过火情侦
查， 战士们确定了居民家中起火
点的位置。 由于室内的东西堆放
杂乱， 致使房门只能打开一半，
给灭火战斗带来较大影响。

“我先进去看看。” 牛毅身
着消防战斗服与防护装备， 率先
冲进浓烟滚滚的单元房。 当时天
色已经黑下来， 室内的能见度几
乎为零。 灭火中， 牛毅的空气呼
吸器面罩的呼吸阀被杂物碰掉，
霎时间， 令人窒息的浓烈烟气向
他袭来。 凭着多年的实战经验，
牛毅紧闭双眼， 屏住呼吸， 两手
摸着水带干线迅速撤出了火场。

战友们迎上去扶他躺下， 只
见鲜血顺着耳垂儿直往下滴， 牛
毅已经近于昏迷状态， 过了好一
会儿才恢复了意识。 牛毅早已习
惯这种天天与烈焰搏斗、 时时与
死神相伴的感觉， “我是基层指
挥员， 凡是危险的地方， 必须第
一个上 ， 战士们跟我舍命赴火

场， 我要带他们平安回营房。 哪
个战友负了伤， 我都会自责没有
照顾好朝夕相处的好兄弟。”

谈起战友， 牛毅颇为感慨，
“消防官兵赴汤蹈火无惧色， 出
生入死很寻常。 面对肆虐的火魔
要说一点儿不害怕， 那是假话，
我们也都有父母双亲和妻儿。 为
了确保辖区一方平安， 我们再苦
再险也无妨。 因为我们是光荣的

消防兵， 因为这是我们神圣的使
命， 穿上了这身绿军装， 人民的
重托肩上扛。”

已参加灭火和抢险
救援千余次

一天， 牛毅和战友们接到命
令， 参加拆除违法建设的统一行
动。 拆违现场在麻峪村， 在一个

饭馆前， 老板让十来个男女服务
员站成一排， 身旁摆着十来个煤
气罐， 扬言谁拆他们这个饭馆和
谁玩命儿。 牛毅和战友们及时赶
到用开花水枪制止了他们的鲁莽
行为， 确保了现场的消防安全。

聊起消防官兵的苦与乐， 牛
毅深有体会， 火场上， 战友们不
惧生死斗烈焰， 靠的是勇敢与坚
强， 同时还要有制服烈焰的战斗
素养。 为此， 平时多流汗， 战时
少流血， 日常训练不但要熟练掌
握消防装备， 还要有强健的体能
方可在关键时刻打赢灭火仗。

战士们训练中受伤是常事，
牛毅曾在翻越板障训练中腰椎受
了伤， 虽然过去了许多年， 腰部
再也不会像受伤之前那样灵活强
壮， 但他依然坚守在训练场。 训
练中各种消防器械的使用、 维护
先不说， 单单消防战斗服就有30
多斤重， 里面灌进了水之后就更
沉， 实战演练和现场扑救都要付
出许多辛苦， 其中的体会常人难
以想象 ， 这些牛毅都坚持了下
来。

入伍后从见习排长干起， 历
经十三年， 一路走来， 牛毅和战
友们先后参加灭火战斗700余次、
抢险救援400余次， 成功救出群
众10余人。 在火灾和抢险救援现
场 ， 留下了他和战友们英勇无
畏、 不知疲倦的身影。 牛毅先后
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 、 三等功1
次， 还多次受到部队的嘉奖。

13个除夕没和家人
吃团圆饭

逢年过节， 安居乐业的人们
都在合家团圆。 算上今年春节，
牛毅已经有13个除夕没和家人吃

团圆饭了。 “越是过年， 我们越
要给大家站岗。” 牛毅说。 除夕
夜， 牛毅和战友们的最高纪录是
“年夜饭分成6次吃”， 饺子凉了
又热、 热了又凉， 刚坐下， 就又
接到了火警， “火警就是命令，
刻不容缓。” 牛毅说。

忙完今年春节安保工作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牛毅打算倒休
和老婆孩子好好呆几天 。 没承
想， 他又接到进入辖区接待 “全
国两会” 委员驻地的前沿指挥部
的命令。 到指挥部报到后， 牛毅
立即开始前期摸排检查工作， 熟
悉酒店内部结构、 设备设施、 人
员组织构成等要素， 督促单位落
实主体责任和各项消防安全工
作。 3月1日， 牛毅正式随指挥部
进驻酒店， 开始封闭管理。 在委
员即将入住之际， 牛毅积极协调
酒店组织落实两会期间人员的消
防安全责任， 明确了员工的岗位
责任， 详细模拟了员工所在的工
作环境应该具备的消防安全意
识， 要求每名工作人员会发现隐
患并及时消除隐患， 会扑救初期
火灾， 会疏散逃生。 另外， 牛毅
还积极协助驻地警卫组， 对工作
人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和提示。
牛毅全身心地投入到保卫工作和
勤务中。 牛毅深知， 选择了消防
就意味着奉献， 他责无旁贷。

说起家庭， 牛毅眉宇间难掩
喜悦， 他的儿子已经6岁半了。 3
岁多的时候 ， 儿子根本不认牛
毅。 “谁叫咱这么多年来回家次
数 比 较 少 呢 ， 小 家 伙 就 和 他
妈亲。” 牛毅说 ， “不过现在 ，
小 家 伙 和 我 挺 亲 的 ， 他 总 爱
告诉别人 ， ‘我的爸爸是消防
兵’， 他可骄傲了。” 牛毅幸福地
笑着。

■首都工会人

选择消防就意味着奉献
□本报记者 卢继延 通讯员 胡京成 文/摄

———记石景山消防支队副参谋长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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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文/摄

东花市街道南里社区工会联合会主席张欣惠

工会要为职工做好全方位的服务

奖章背后的故事

说起东花市街道南里社区工
会联合会主席张欣惠， 那可是东
城工会系统的名人了， 有十多年
的工会工作经历。 不仅如此， 她

的工作成绩在东城社区工会系统
也名列前茅。

在南里社区有一座袁崇焕祠
墓，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欣惠就利用袁崇焕祠墓， 创办
了以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
和平”为主题的“袁崇焕名人文化
节”，至今已经举办了四届，参加
过这个文化节的职工都是热情高
涨。在文化节上，社区工会都会表
彰社区与企业及驻地部队的共建
单位、聘请小学生为“小小义务宣
传员”。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也会到现场展现技能， 职工
在参观袁崇焕祠后一起 观 看 爱
国电影 。 驻地部队官兵更是在
文化节上表演自编的诗朗诵，抒
发爱国主义情怀。 张欣惠说：“我
们举办 ‘袁崇焕名人文化节’，就
是利用现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社

区工会开展的文化活动的重要举
措， 同时也是传承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
重要文化品牌， 是对职工一次深
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洗礼， 激发
职工的爱国主义热情， 投入到今
后的工作中去。 ”

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 张欣
惠联合东花市街道商会持续开展
了 “携手解民忧温暖进百家” 的
惠民活动。 在活动中， 张欣惠带
领工会工作人员携带慰问品到残
疾人家庭、 困难职工家庭、 志愿
者困难家庭问寒问暖， 送去工会
组织对他们的关怀。

有一位年轻社工的母亲没有
工作， 并且患有尿毒症， 每周需

透析三次， 而她的父亲患有脑血
栓 、 半身不遂 ， 姐姐也患有精
残， 家庭的重担落在她一个人身
上。 张欣惠得知这个信息后， 经
常给予她精神上的慰藉、 物质上
的帮助 、 人文上的关怀 。 在平
时， 社区工会关心关爱这位社工
的生活起居， 每逢节日进行物质
帮助， 走访慰问， 并给与她困难
补助以解燃眉之急。 在这位社工
母亲突然去世后， 张欣惠更是忙
前忙后积极帮助她料理后事。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把对困
难职工家庭的帮扶放在首位， 工
会就是要当好职工 ‘贴心人 ’，
为职工做好全方位的服务 。” 张
欣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