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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煌煌中中华华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每当有山火发生时， 有一群
人逆火而行， 义无反顾地冲在最
前端， 奔赴森林火灾的第一线。
他们是北京唯一一支市级地方专
业森林消防队———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直属森林防火队。 他们不是
军人， 但每天都要像军人一样大
强度的训练， 操练着灭火特种装
备 ； 他们穿着没有军衔的 “军
装”， 履行着像军人一样光荣的
使命， 战斗在火场一线。 炎炎夏
日里， 记者前往北京市直属森林
防火队， 探访他们背后的故事。

连续在扑救森林火
灾作战中担任主力

近几个月来， 本市连续几场
山火， 引发了公众对森林消防的
关注。 刚刚发生的 “6·24” 平谷
山火， 森林防火队是第一支投入
到一线的队伍。 当天下午14时03
分接到市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出警
命令后， 队长张克军立即带领部
分干部和60名森林消防员携带灭
火装备赶赴现场。 “车辆、 装备
时刻都处于完好战备状态， 接到
火警后， 队员们换上衣服就能出
发。” 张克军说。

森林火灾与城市火灾不同，
受风力、 风向、 地形和植被的影
响， 火场情况瞬息万变。 张克军
带领所属指挥人员到达现场快速
实地查看， 过火的是一片油松，
而油松树脂含量高 ， 过火即助
燃。 在风力的作用下能迅速形成
树冠火， 火焰瞬间达10几米高，
火势异常凶猛 。 根据地形 、 植
被、 水源等特点， 迅速采取以水
灭火战术， 兵分两路展开火灾扑
救工作。 作为第一支冲向火场、
敢于担当的队伍 ， 他们克服高
温、 树冠火危险等不利因素， 不
畏艰险， 扑打火头， 冲锋在前。
经过各队伍通力合作， 当晚19时

40分， 大火全部被扑灭。
而今年发生在平谷和密云交

接处的 “3·30” 大火火势更为凶
猛。 “丫髻山植被茂密， 火势形
成了长五六公里的 ‘火龙’。” 张
克军向记者讲述当时的情况。 作
为当晚唯一一支持续到深夜在山
上扑火的队伍， 他奋战在火场最
前沿，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指挥突击小组扑打火头， 控制火
线， 与火魔拼杀， 全队参战人员
连续作战9个小时， 到次日零时
30分才分批次下山休整， 次日凌
晨4时又继续上山作战。 按照部
署， 直属森林防火队在火场坚守
了四天三夜， 一直到火场完全清
理才撤回。 期间， 扑灭直线山地
地形3公里火线， 铺设水带长达
2000多米， 共计向山上输送水源
约240吨。

火场中出的汗水马
上被大火烤干

灭火作战时， 队员们每个人

都携带着不同的灭火装备。 “大
水泵、 小水泵、 水带、 水囊、 风
力灭火机等， 一个消防员负重要
25公斤左右。” 作训 （航护） 科
副科长朱林告诉记者 。 不比平
地， 常人空手登山都很吃力， 何
况负重前行。 因此， 森林防火队
特别注重体能训练。 队员每天都
要进行5公里跑和体能训练， 同
时还进行班组战术训练， 为的是
有足够体能 ， 提高灭火作战能
力， 避免人员伤亡的发生。 队伍
还经常到凤凰岭 、 蟒山 、 八达
岭、 京西林场等山地环境中进行
实战演练。

2006年底加入防火队的副科
长朱林可谓身经百战， 谈起在火
场的感受， 他告诉记者： “火场
温度高、 烟大， 呼吸起来比较难
受。 衣服是烫的， 不停地出汗，
但马上就被烤干了。 到晚上休整
的时候， 山风一吹， 才觉得透骨
地冷。” 危险更是常伴左右， 除
了大火本身之外， 山上复杂的地
形、 陡崖峭壁以及随时可能滚落

的山石都预示着这份工作的危
险。 “有时一边是悬崖， 而另一
边是40多度的陡坡。” 队员杨夫
勤告诉记者。

队长张克军是一个 “老兵”，
他从武警森林部队副团职干部转
业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机关， 后
主动请战到基层一线。 他曾带队
去黑龙江 、 山西 、 云南协助灭
火， 参加过多次大型灭火作战。
这些年来在火场上摸排滚打， 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今年的近十
场灭火作战中， 每一次他都亲自
带队冲在最前线指挥 ， 他说 ：
“火场就是战场， 我是队长， 是
大家的主心骨， 是一面旗帜， 必
须要站在火场一线， 才能给扑火
队员信心和力量， 同志们在火场
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只要队
长在， 什么大火都不怕， 什么样
的火都敢打。”

在密云平谷灭火作战中， 张
克军看到了 “3·30” 四川凉山30
名扑火人员牺牲的消息， 像一把
尖刀一样刺痛他的心 ， 他流泪

了。 张克军说， “身为队长， 我
坚守的原则就是把队伍安全带出
去， 也要把队伍安全地带回来，
全力以赴要保证队员们的人身安
全”。 张克军在带领队伍圆满完
成扑救火灾任务中没有出现任何
烧伤和摔伤。

常年驻守做绿水青
山的保护伞

山火没有节假日， 因此救火
这份工作也没有时间性， 不管是
白天、 晚上或者半夜， 只要有火
灾， 森林消防员就要第一时间上
山灭火。 提到今年4月4日扑灭怀
柔的两场大火时， 杨夫勤回忆，
当天下午5点多， 队员们正排队
在食堂打饭， 接到火情后， 扔下
手里的餐盘迅速出动。 到了晚上
10点多火势刚灭， 马上又收到命
令， 与河北交界处的宝山镇出现
火情 。 在赶往第二个火场的途
中， 大家在车上就着榨菜吃了点
面包、 饼干， 马上又投入新的战
斗中。

60名队员们常年驻守， 小伙
子们年龄小的只有18岁， 大的也
就20多岁。 一中队副中队长黄晓
雄18岁来到队里， 已经9年了，这
期间，他就回家过了两次春节。

下一步， 根据北京市森林防
火三年行动计划， 到2020年底 ，
防火队将再增加40人的直升机索
降队伍。 主要承担直升机灭火、
巡护和保障。 当山火发生在山势
陡峭、 林木繁密、 人无法到达的
深山区时， 利用直升机吊桶、 输
送队员和装备直接到火场附近，
将大大提高扑火效率。

建立科学的指挥体系， 打造
一支战之能胜的灭火队伍， 是首
都森林安全的保障。 他们用青春
守护着绿水青山， 用热血和汗水
书写着青春的赞歌。

———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直属森林防火队
常年驻守 撑起绿水青山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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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泽民 雷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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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垃圾分类 让城市绿色常驻
武书明刘玉坤栗阳

为首都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的哥凌晨背送老人就医救人于危难好警官救轻生女子绝不放手残奥世界冠军 志愿服务备战冬奥

北京榜样

栗阳， 男， 1989年6月出生，
北京多利洁天天洁保洁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

2011年2月栗阳成立了拥有
百余人的公益服务中心， 创新性
地开展河道管护、 背街小巷垃圾
分类等社区志愿服务， 面向大兴
24个社区指导垃圾分类。 中心还
为独居老人、 残疾人等家庭提供
上门收取垃圾及保洁等帮扶服
务 ， 现辖区已有 70余户家庭 、
500余人受益。

刘玉坤， 女， 1958年11月出
生， 原残奥会运动员现已退役。

刘玉坤曾经6次破残奥世界
记录， 她退休后在2008年担任奥
运会火炬手时感受到了志愿者
的专业服务， 刘玉坤随后成长为
北京首批五星级志愿者。

为迎接2022年冬奥会， 刘玉
坤加入冬奥会宣讲团， 组建起旱
地冰壶志愿者团队进行推广体
验， 还创建了 “刘玉坤志愿服务
队” 备战冬奥。

赵泽民， 男， 1973年1月出
生，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安全督查
事务中心副主任。

赵泽民上任后即编制《交通
行业安全督查工作规则》等文件，
创建安全生产千分制评价体系分
级分类监管成效显著。 2018年他
针对国贸拥堵调研， 在寸土寸金
的商圈内挤出6个定制班车发车
点以满足 “楼宇白领 ”上下班需
求，并配备3G视频回传系统24小
时监控， 使出行环境明显改善。

雷欧， 男， 1988年2月出生，
市局大兴分局西红门派出所第一
社区民警。

2019年5月27日傍晚， 一女
子欲轻生 “挂 ”在过街天桥护栏
外， 雷欧巧妙安抚同时翻出护栏
紧紧抓住女子的手， 女子被安全
救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手已被抓
破流血。 忠诚职守的雷欧曾参与
破获多起大案要案，他研发的社
区管理终端曾获中国警务信息化
成果“最佳公安自主创新方案”。

武书明， 男， 1964年9月出
生， 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
出租车司机。

今年5月23日凌晨2点， 武书
明被一大妈拦下要送老伴就医。
久等不见人影的他上楼寻访， 发
现大爷动弹不得 ， 遂帮助穿好
衣、 背下楼。 送至医院他找来担
架床将老人抬上床推进急诊室，
谢绝了车钱悄然离去。 因抢救及
时大爷转危为安， 大妈辗转找到
了他， 他笑言只是举手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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