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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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余余翠翠平平//文文 彭彭程程//摄摄

救火大于天，多少次出生入死

近日， 记者走进门头沟消防支队， 见到了王瑜，
他有着颀长的身材， 穿着一身帅气的绿军装， 眼睛里
透出坚毅的光，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

“灭火救灾， 我们是第一主力军； 抗洪抢险， 我
们依然是主力军； 在每一起交通事故发生时， 我们会
到场参与救援。 缺水了，送水，谁家猫上了树，谁家进了
蛇，谁家狗丢了，谁家门打不开了，都会找我们， 而我就
是这其中一名普通的消防兵。” 王瑜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43岁的王瑜来自陕西汉中， 他18岁当兵来到
北京， 在部队里， 凭借着过硬的消防业务能力， 1994
年， 他被保送读了军校。

在军校里， 王瑜系统学习了燃烧学、 化学、 建筑
学、 火场救援、 火场通讯等消防方面的 理 论 知 识 ，
这为他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消防员打下了坚实的业
务基础。

“第一次冲进浓烟滚滚的火场去救火， 要说不害
怕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深知，消防关系着人民生命财
产的安全，从我成为一名消防兵的第一天起， 我就告诫
自己要把个人得失抛到脑后， 包括自己的生命。”

1998年， 王瑜已经凭借出色能力， 成为北京市消
防局右安门消防中队的指导员了， 在基层消防中队任
职的那几年， 玉泉营家具城火灾 、 华龙灯饰城火灾，
居然家具城火灾等当年影响极大的重大火灾王瑜都经
历了， 并且每一次灭火， 他都冲在最前面。

对王瑜而言， 那些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将他锻
造成了一名训练有素、 沉着冷静、 经验丰富的消防骨
干。 随后的十余年里， 他始终冲在灭火救灾的一线。

2015年8月12日， 天津港爆炸救援， 是王瑜消防生
涯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

“‘8.12’ 天津港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在当天凌
晨， 我正在单位值班， 突然接到北京市消防总队孔凡
全副总队长命令， 要求门头沟消防支队迅速组建无人
机分队， 火速驰援天津港爆战现场！ 十万火急！” 王瑜
感慨地说。

当时正值重大安保期间， 连续多日高强度工作已
使王瑜的眼睛严重发炎， 当时还处在敷药治疗的关键
时期， 作为一名职业消防队员， 王瑜深知带着外伤出
现在爆战现场会有怎样的后果， 但他没有任何迟疑，
因为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 他知道这一定不是一般的
险情！ 于是， 他迅速组队， 第一时间紧急奔赴救援现
场， 这一去， 就是八天七夜。

“在八天七夜的战斗中，没有身临其境，无论用什么
语言， 可能都无法感受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危险和恐
怖，但，勇者无畏，特别是对于首都消防官兵们来说，更
是如此。 在这场战斗中，公安部消防局局长于建华， 北
京市消防总队副总队长孔凡全等消防部队首长，也始终
和所有参战官兵一样，战斗在最前沿第一线。”

对于那样一场惊心动魄、 出生入死的救援， 记者
很想追问具体的细节， 王瑜说： “不愿回忆， 因为只
要想到这场战斗， 就会想到那些在这场战斗中为保卫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献出生命的战友们。”

徒步往返70多公里参加门头沟山洪抢险

2017年6月18日， 河北省怀来县至北京市门头沟区

斋堂镇沿河城村因强降雨导致
山洪暴发， 人员被困。 王瑜第
一时间带队深入山区开展搜救
工作。

被困群众的河道全长近40
公里， 道路无比崎岖， 王瑜奉
命带领本支队救援官兵往返70
多公里， 在被山洪浸泡过的深
山执行搜救任务。

“手机没有信号 ， 荒
无人烟， 随处可见的 ， 都
是因山洪死掉而腐烂的动
物尸体。 饿了渴了吃随身
携带的食物， 晚上实在无路可走就和战
友们依偎露宿在山中， 等待天明继续搜
救。 在漆黑的深山里， 随时可能发生一切灾难， 那时
我们顾不上想自己的安危， 心里很急切， 希望尽早救
出被困的群众， 早一分钟就早一分希望……”

在经历了50多个小时的持续搜救， 得知最后一名
被困人员遗体已被兄弟部队搜寻到之后， 王瑜和他的
战友集体向着山洪的上游方向脱帽默哀。

“对首都消防官兵来说， 有时面对生命的逝去无
可奈何， 但生命至上， 为了人民群众利益和尊严， 哪
怕只有一个人、 有一线的生机， 我们都会竭尽全力搜
寻、 绝不轻言放弃。” 王瑜坚定地说。

守护千年古寺的消防安全

“千年古寺几乎是我们的 ‘眼珠子’ 啊！ 我们像
呵护眼睛一样爱惜它们。” 2016年7月， 北京最大的降
雨过后， 一大早， 王瑜就上山到潭柘寺检查寺庙在灾
情之后的消防安全隐患。

王瑜任职的门头沟区， 辖区内既有1700多年历史
的潭柘寺， 也有1400多年历史的戒台寺， 还有明清的
很多古村落以及革命遗址， 更有北京最高峰———灵山。

这几年来，王瑜曾在不同时段检查各个寺庙消防安
全。他常对寺庙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自己单位的消防监督
员说：“这些单位如果发生任何一点起火冒烟，那都是重
大事故，如果发生火灾，那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罪人！ ”

在门头沟工作四年， 每年大年初一、 初五王瑜都
坚守在潭柘寺， 每年元旦前夜， 王瑜都守护在戒台寺。
今年正月初一在潭柘寺执勤结束后， 潭柘寺常道方丈
还特意送给他一幅手书的字， 表达对他和消防官兵常
年辛苦守护京西山区的感谢。

“今年中秋恰逢国庆期间， 我带人从早出发到深
夜返回单位， 行程近好几百公里， 从爨底下、 潭柘寺、
戒台寺、 白瀑寺， 逐一检查节假日期间古村落和寺庙
消防安全， 为的就是确保假期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对
于这些古寺院， 我们真是小心翼翼地在呵护！”

凭借出色的表现， 多年来， 王瑜先后两次荣立个
人二等功， 七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还曾荣获2005年首
都十大杰出青年民警、 2007年北京青年榜样、 北京市
政法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公安系统优秀党务工
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他的带领下， 近年来， 门头
沟消防支队没有发生一起因行政执法引发的投诉、 举
报和诉讼案件， 并连续3年在全市执法质量考评中名列
前茅， 广受人民群众赞誉。 2016年， 门头沟区被北京
市政府表彰为 “2016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区”。

他投身首都消防事业20多年， 参与天津港爆炸八天七夜的救援， 徒步往返70多公里参加门头沟山洪抢
险， 无数次出生入死； 他小心翼翼守护潭柘寺、 戒台寺等千年古寺的消防安全， 绝不能成为 “历史罪人”； 他
两次荣立个人二等功， 七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曾荣获2005年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民警、 2007年北京青年榜样、
北京市政法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公安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但他说：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
消防战士。” 他就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王瑜。

记者： 一谈起火灾中丧生的死难者， 很多人就
会顺理成章地认为是被大火 “烧死” 的。 然而研究
数据表明， 实际上在火灾当中， 直接被火烧死的只
占少数， 真正的 “凶手”， 其实是隐藏于火场中的各
种 “隐身杀手”？

王瑜： 是这样的！ 在一场火灾中， 第一杀手是
烟气！ 据统计， 火灾中丧生的人， 超过75%是吸入毒
性烟气所致。 烟气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成分， 如一氧
化碳、 氰化氢、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等。 当空气中
一氧化碳含量为1.3%时， 人呼吸数次便会昏迷， 几
分钟内便可导致死亡， 而常见建筑材料燃烧产生的
一氧化碳含量就高达2.5%。 而且烟气无孔不入， 蔓
延速度超过火的5倍， 一楼起火， 由于 “烟囱效应”
十几秒钟， 十楼就烟雾弥漫， 防不胜防， 因此， 烟
气可以说是火灾的第一杀手。

而第二杀手则是高温 ！ 火场中 ， 当温度达到
50℃时， 我们身体会大量排汗， 如果没有水和盐分
补充， 会导致人体循环系统衰竭。 在70℃时， 人吸
入高温气体会使气管内黏膜充血起水泡， 组织坏死，
并导致死亡 。 在100℃环境中 ， 人即会出现虚脱现
象， 丧失逃生能力。 然而， 一场火灾中， 要达到致
人死亡的高温只需短短几分钟。

另外， “无形杀手” 是黑暗！ 严格来讲， 黑暗
并不会直接致人死， 但是在火场之中， 它往往是压
倒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建筑物起火后 ， 电力中断 ，
由于烟气的减光性， 黑暗随之而来。 火场中的黑暗，
会造成人员慌乱、 恐惧， 进而迷失方向， 以致选择
错误的逃生方法———跳楼。 需记住，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跳楼， 从9米 （3层楼左右） 以上的高度往

下跳， 一般情况下死亡率超过95%。 而即使高度低于
9米， 跳楼逃生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方法， 最好先把床
垫、 棉被等东西扔下去， 增加缓冲， 才能最大限度
地减少伤害。

记者： 如何应对这些火场 “杀手？
王瑜： 在火灾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如果没有防

毒面具， 我们可以选择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空呼吸
等方法躲避浓烟迅速逃生。 还有一些技巧在紧急状
况下可以使用。 在一些矿泉水瓶、 酒瓶等空瓶里面
一般有残留的氧气， 无法忍受浓烟时对准瓶口吸一
口，立即拧上瓶盖，防止毒烟进入，如此反复，大约可
以在火场延长１分钟时间；另外，饮水机里面的水和空
气也可以利用， 大约可以延长４分钟时间； 一些管状
物，例如水管、电线管，在火场也大有用处。 将它们伸
出窗外，用来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就能引入室内。 对
着管口呼吸，可以多人轮用，对防止窒息大有用处。

第二， 在火场逃生过程中， 我们可以打湿被褥
或衣物， 披在身上穿过火场来躲避高温。 如果现场
没有被褥或衣物的， 紧急情况可以把自己全身打湿，
然后再穿过火场来躲避高温。 如果房门已发烫， 千
万不要开门， 要用浸湿的被褥 、 衣物等堵塞门缝 ，
并泼水降温， 等待救援。

第三 ， 在火灾现场中 ， 特别在黑暗的环境中 ，
不要紧张， 逃生前一定要带上照明工具， 比如手机、
手电筒等。

记者： 如果家庭遭遇火灾， 应该如何有效应对？
王瑜： 冷静理智的处理是逃生的关键， 在这里

我分享下家庭失火应急十大法则：
1.火灾初期最易扑灭， 在消防车未到前， 如能集

中全力抢救， 常能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2.要早报警， 报警愈早， 损失愈小。 牢记 “119”

火警电话。
3.要先救火， 后搬运财物， 片刻延误， 易成巨

灾。 失火时， 不宜先抢救财物， 否则易被烟呛窒息
或失去逃生时机。

4.要沉着冷静， 严守秩序， 保证安全撤退。 倘若
争先恐后， 互相拥挤 ， 阻塞通道 ， 导致自相践踏 ，
会造成不应有的惨剧。

5.下楼通道被火封住， 欲逃无路时， 将被单、 台
布撕成布条， 结成绳索， 牢系窗槛， 再用衣角护住
手心， 顺绳滑下。

6.邻室起火， 万勿开门， 应跳入窗户阳台， 呼喊
救援。 否则， 热气浓烟， 乘虚而入， 使人窒息。

7.烟雾较浓时，不必惊慌，宜用膝、肘着地，匍匐前
进，因为近地处往往残留清新空气，呼吸要小而浅。

8.在非上楼不可的情况下， 必须屏住呼吸上楼。
因为浓烟上升的速度是每秒3—5米， 而人上楼的速
度是每秒0.5米。

9.逃离时， 要用湿毛巾掩住口鼻。 也可用房内花
瓶、 水壶、 鱼缸里的水打湿衣服、 布类等掩住口鼻。
带婴儿逃离时， 可用湿布轻蒙在他的脸上， 一手抱
着他， 一手着地爬行逃出。

10.逃离前必须先把有火房间的门关紧。 特别是
在住户多的大楼及旅馆里， 采用这一措施， 使火焰、
浓烟禁锢在一个房间之内， 不致迅速蔓延， 能赢得
宝贵时间。

王瑜：

采访王瑜的那天下午， 记者的眉头一直
紧皱着 ， 虽然已有 7年多的从业经验 ， 大
大小小采访无数， 但那天， 采访还是进行得
很艰难。

出于职业习惯，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总
是试图引导王瑜讲一些救火时的难忘故事或
者生死一线时的内心感受， 因为那毕竟是一
次又一次关系个人安危的救灾呀。 无论从事
什么样的职业， 人， 在面对灾难时， 要说绝
对不害怕， 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无论记者怎样问， 王瑜都没有讲多
么艰难的细节， 单是冲进火场救火， 这中间
要经历多少生死关头， 甚至不用渲染， 平静
讲出过程来， 就足以让人震撼了， 但是， 王
瑜始终没有让记者 “如愿”。

“真的没什么， 我们广大的消防官兵都
是这样做的，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消防战士 ，
做了我该做的一切， 如此而已。 如果你非要
我总结， 那就是八个字： ‘赴汤蹈火、 出生
入死’， 这八个字是我们消防人体会最深的一
种状态。”

于是记者换了一种方式， 听他讲述了自
己参与过的大的灭火救灾， 听他讲述了他和
战友们携手并肩救灾的故事。

在王瑜的讲述里， 记者还是慢慢拼凑出
救灾时的惨烈场面： 无论是多严重的车祸 ，
无论是多血腥的现场， 他们都要坚守在现场，
不顾个人安危， 完成他们该完成的一切救援！

王瑜说， 一入消防门， 终生消防人。 救
人于水火和在灾难面前大无畏地前进， 已经
成为消防官兵的一种本能。

王瑜办公室的书柜里， 摆放了很多王瑜
在不同时期和战士们的合影， 这些曾经的战
士们大部分已经退役复员回老家了， 但始终
和王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王瑜经常鼓励他
们继续发扬首都消防部队的优良作风， 退伍
不褪色。 王瑜说： “工作中， 我是他们的支
队长， 生活上， 我是他们的老大哥。”

“其身正， 不令则行； 其身不正， 虽令
不从。” 王瑜一直信奉这样的要求和标准， 要
求官兵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 要求官兵不
做的， 自己绝对不做。 在他的带动和引领下，
支队官兵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多年来未
发生一起违法违纪和安全责任事故， 确保了
队伍的高度安全稳定。

在严管的同时， 他坚持将爱警工作做到
极致。 官兵生病了需要就医， 他主动帮助联
系医院； 退伍战士想找工作， 他积极帮助协
调； 官兵子女要上学， 他不厌其烦找相关部
门进行协调。

“我只是首都消防部队里的普通一兵 。
在首都的消防部队， 还有许许多多的战友 ，
将最美好的 ‘芳华’ 青春投身到了首都的消
防事业， 他们把对父母的孝和对妻儿的爱 ，
融进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 ‘大爱’ 中！”

赴汤蹈火寻常事
宏愿只为护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