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首都工会人

密云生态森林的保卫者
□本报记者 王路曼/文 万玉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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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模范集体、密云森林消防大队

———记丰台区云岗街道工会专职工作者高玉红
企业坐下“谈薪”让我最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密云是首都重要饮用水源地
和生态涵养发展区， 该区的生态
森林覆盖率在70%左右， 而在这
背后有一支拉得出、 用得上、 过
得硬、 打得赢的战斗集体———北
京市专业森林消防总队密云区大
队 （以下简称 “密云森林消防大
队”）。 2015年， 他们被授予 “北
京市模范集体” 称号。

水火无情， 而森林大火的伤
害则是给美丽的风景制造了一块
灰色的伤疤。 “我们肩负着保护
全县森林资源安全、 扑救森林火
灾的重任， 同时也承担着应急抢
险、 动植物疫情防治和民兵预备
役等任务。” 在密云森林消防大
队， 记者见到了大队长马士燕和
跟他一起出入火场的兄弟们。

24小时待命
钻山灭火护森林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提起消
防， 就直接联想到了119， 但森
林消防大队， 却是一支跟119有
着同样神圣职责和使命的队伍，
不同的是， 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
扑救森林火灾。

“密云第一支森林消防队伍
成立于1991年， 那时只有20名队
员和一些简单的扑火装备。 只能
算一支半专业的队伍。” 马士燕
介绍， 现如今密云森林消防大队
已经拥有专业森林消防人员100
名， 在大队驻地内驻扎40名， 其
他60名队员都靠前驻防在偏远山
区， 方便第一时间前往附近火灾
现场。

“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但我们
一样有着军人一般的气节。”马士
燕告诉记者， 自从密云森林消防
大队成立之日起，火灾就是命令，
没有任何一名队员退缩过。

每年的11月1日到第二年的5
月31日是森林防火期， 这7个月
时间里， 100名队员谁都不能请
假， 要求全天24小时待命。 “森
林火灾的发生可不会挑时间， 只
要接到报警， 不管队员们是在吃
饭、 睡觉、 还是在训练， 都要马
上停止 ， 迅速集合赶往火灾现
场。” 马士燕说， 由于森林火灾

的发生地都在大山深处， 所以前
往火灾现场的路会非常难走。

山路难行， 漫山遍野的植被
遮挡了所有的山路， 队员们只能
边开路边前行， 披荆斩棘直奔火
场。 马士燕告诉记者， 这几乎是
每 次 出 警 都 要 做 好 的 心 理 准
备 ， 火场在大山里 ， 车开不进
去， 队员们要到达火场， 只能靠
开路步行。

“水中队的队员背着的高压
细水雾装备有70多斤重， 压得人
抬腿都费力， 但途中， 队员们轮
换负重 ， 没有任何人有怨言 。”
马士燕笑着说， “类似这样打了
鸡血般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战斗精
神。” 火不灭， 人不停， 队员们
用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灭火技
术， 对抗着熊熊烈火。

彻夜坚守
不给星火留转机

指挥员冷静果断地布置扑火
任务， 扑火队员英勇无畏地进入
状态， 在火情肆虐的现场， 森林
消防大队的工作却显得有条不
紊， 迅速且准确。

“扑灭山火， 需要很专业的
技术和设备 ， 要分析火势 、 山
势 、 风向等诸多因素 ， 如何准
确、 快速地灭火， 考验的是我们
的专业技能。” 副队长郭海军告
诉记者， 每年消防大队都会组织
所有一线森林消防人员进行森林
防火知识和业务技能培训， 执行
持证上岗制度， 队员们的专业素
质没的说。

“不要把灭火想的太简单，
消灭明火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
分。” 郭海军说， 更细致的工作
是清查火场的隐藏火点。

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在火场内搜寻隐藏火点非常
重要，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造成
死灰复燃 ， 造成更大的损失 。
“所以， 我们绝不给星星之火留
任何转机。”

今年清明节前后， 密云水库
周边发生了一场山火， 接警时间
大概是下午一点半左右， 从抵达
现 场 到 将 全 部 明 火 都 扑 灭 仅
仅用了1个多小时。 “但我们没
有着急离开火场， 而是在现场寻
找隐火。” 另一位副队长苗立清
告诉记者， 寻找和消灭隐火需要

地毯式地搜索， 不能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

蹲守了整整一夜时间， 密云
森林消防大队才最终确认全部明
火和隐火都消灭完毕。 清晨， 在
返程的车里， 队员们在座位上东
倒西歪地睡着了， 车里只剩下发
动机的声音和队员们的呼噜声，
睡得那么沉， 那么香。 每每想起
这个画面， 马士燕他们都非常感
慨， “其实， 我觉得， 我们扑火
队员也是 ‘最可爱的人。’” 马士
燕笑着说。

森林护卫
他们朴实又可爱

焦腾飞是密云森林消防大队
的一名中队长， 是一名年轻的扑
火新兵， 对于现在的工作， 他笑
着用 “荣耀” 来评价。 跟其他扑
火队员不同， 焦腾飞还负责大队
里的宣传和资料留存的工作， 所
以除了扑火设备， 焦腾飞还要背
着一部相机进山。

“在火场， 拍下队员们救火
的画面很难 ， 有的时候烟气大
到， 把人都吞没了。” 焦腾飞说，

“有时候， 明明听到队员就在距
离自己一两米外扑火， 镜头里却
什么也捕捉不到。”

焦腾飞用镜头记录他身边的
战友和伙伴， “一场灭火战斗结
束， 队员们的脸上、 身上， 到处
是黑灰和尘土 ， 只有牙齿是白
的， 笑起来， 格外好看。”

他们真是群可爱的人， 焦腾
飞坦言 ， “在火场上 ， 我 们 是
并 肩 战 斗 的 战 友 。 在火场下 ，
我们又是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好
兄弟。”

训练场上 ， 队员们趴在地
上， 进行俯卧撑训练， 严肃认真
的场面， 不亚于部队里的专业训
练 。 24岁的张国真一口气能做
100多个俯卧撑， 他到密云森林
消防大队已经4年了。

“进山扑火， 你害怕过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 张国真朴实的
笑容绽放在脸上， 他不假思索地
回答， “我不怕。” 因为接受了
专业的训练， 每次出警， 所有的
队员脸上都毫无惧色， 大家一门
心思只是想， “要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火灾现场， 然后把火扑灭，
最大限度地降低森林损失。”

事实上， 除了出警和训练，
密云森林消防大队的队员们还会
参与苗木生产工作， “可能是知
道培育一棵大树的过程有多辛
苦， 我们才对身边的森林更加珍
惜。 ”马士燕告诉记者，虽然，每年
的防火期内， 各种森林消防安全
的宣传不断， 但依然有很多人不
重视消防工作。野外生火、乱扔烟
头、春耕燎荒等现象，屡禁不止。
据了解， 最近几年， 几乎所有的
森林大火都是人为造成的。

马士燕呼吁， “保护森林资
源， 是我们消防大队义不容辞的
责任 。 但守护身边的青山和绿
水， 重视森林消防工作， 也应该
是人人有责的。”

他们不善言辞 ， 但朴实可
爱， 采访结束了， 但他们的故事
还在继续， 就这样， 为了首都的
山更青、 树更绿、 天更蓝， 密云
森林消防大队的 100名队员默
默地奉献着青春与汗水 ， 从未
停止。

“我干工会工作9年了， 经
历了从 ‘太清闲’ 到 ‘太繁琐’
的转变， 工会人辛苦翻倍了， 成
就感也 ‘噌噌’ 上窜。” 高玉红
爽快地告诉记者。

今年下半年即将退休的高玉
红， 是丰台区云岗街道的一名工
会专职工作者， 她有着丰富的工
会工作经验。

“我们云岗街道都是小门
店、 夫妻店， 工会工作也是在摸
索中不断前进的。 不过让我最有
成就感的是， 我们的工资集体协
商覆盖了近200家企业。” 丰台云
岗街道将这些小门店纳入9个社
区联合工会， 每年， 高玉红都得
指导9个社区跟企业方签订区域

性工资集体协商， 完成签订率达
100%。

在签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
前， 每个社区都要找社区的一家
规模企业代表企业方跟社区工会
谈工资集体协商。

“在谈的过程中， 我们要全
程指导 ， 像工资集体协商的程
序、 协商的工资内容、 最低工资
标准等， 都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
谈到。” 高玉红说。

如今， 云岗街道很多企业对
工会有了了解， 也意识到工资集
体协商对维护企业稳定有效果，
所以愿意坐下谈工资 。 这在之
前， 是相当困难的。

“以前， 很多小门店的老板

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 一提工
资协商更反感。 他们的想法是，
‘我自己开店赚钱， 给职工想开
多少开多少， 怎么还用跟别人协
商？ 这是什么道理？’” 高玉红感
慨地说。

为了让企业认识工会， 高玉
红所在的云岗街道总工会多次下
企业， “我们讲讲工会法， 发发
工会活动的宣传册， 再聊聊加入
工会后有哪些福利项目 ， 像京
卡、 职工互助保险什么的， 企业
听着很感兴趣。 慢慢地， 街道工
会开展的活动他们也经常参加。
时间久了， 他们也就不那么排斥
工资协商了。”

高玉红说， 作为工会人， 一

定不要老在办公室坐着， 要多下
企业， 多跟企业谈心， 看看企业
有什么困难， 工会能不能帮忙解
决， 同时发动企业的员工来参加
街道工会的多项文体活动。 “像
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 就有很多
企业的职工报名参加。 毕竟他们
平时工作很忙， 压力也大， 参加
这种活动能得到很好的放松。”

在云岗街道工会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吸引下， 很多小门店企
业加入了工会， “小企业人员流
动性大， 他们也在想方设法留住
人才， 知道工资集体协商可以为
企业和员工搭建一个沟通的平
台， 他们就非常乐意进行工资协
商。” 高玉红自豪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