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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平谷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学飞

守护生命蓝天的“领头雁”首首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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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干， 就对了！” 这句口头
禅是平谷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学飞
的口头禅。 每当这句话从他嘴里
说出来的时候， 来自各行各业的
志愿者、 队员们就知道， 这是要
集合出任务了。

作为平谷蓝天救援队的负责
人， 李学飞带领队员和志愿者投
身平谷区的民间应急救援保障工
作中， 以他务实、 担当的工作作
风和精神， 赢得了队员的信任和
认可。

以身示范 为民间应急
救援集结力量

在李学飞的带领下， 蓝天救
援队能在最短的时间集结， 回应
求助信息。 每次活动他必亲自带
队， 甘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为百姓的文化活动作应急保障。

他曾带领队员们在深山里苦
熬多天， 仅凭一丝线索去搜寻走
失的旅友。 在深夜里， 他探寻于
旷野、 墓地和深井周边， 只为将
亲人期盼的走失老人安全带回家
里。 他自掏腰包购置装备、 组织
训练 ， 只为当身边有应急需要
时， 自己有助人的本领。

李学飞带领蓝天队队员参与
了岳各庄冰面落水打捞、 丫髻山
山火救援、 大华山深井打捞、 药
王庙庙会保障、 山野寻人、 应急
防灾宣传等诸多任务。

“做应急从来都不是为了牟
私利， 而是经济和时间上不断地
付出， 是一群有着公益心的各界
志愿者组成的公益团队给了我前
进的力量 ！” 当有人不理解时 ，
他坦然面对。

正是因为李学飞的坚持， 才
有了广大蓝天志愿者奉献爱心的
平 台 和 机 遇 ， 才 有 平 谷 蓝 天
救 援 队的存在和发展 ， 才有实
实在在帮到老百姓的真实应急救
援案例。

把准定位 发挥民间应
急团体作用

李学飞始终坚持平谷蓝天救
援队是为补充政府救援力量而
生 的 民 间 救 援 公 益 组 织 ， 认
识到这个团体是蓝天旗下一支
新生队伍， 必须积极拥护党的路
线、 方针、 政策， 带动队员和志
愿者秉承 “少说多做 、 默默奉
献、 完善自我、 善待他人” 的理
念和精神 ， 开展 “救援 ” “保
障” “寻人” “急救培训” 等应
急相关工作。

在李学飞的引领下， 遇到应

急任务， 凡有需要时必到， 凡有
求助时必帮！ 因为， 他把生命放
在至高至上的位置， 一切为了生
命安全而为， 为了应急而做， 得
到了平谷区应急局的支持和高度
认可。

平谷蓝天救援队自成立以
来， 李学飞组织队员参加了44次
救援任务 、 2次安全宣讲任务 、
20次保障任务、 6次新人见面会、
7次区外救援、 8次保障等支援任
务。 出队人数达1493人次， 时长
1443小时， 实实在在帮助区内的
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

“如果是我们的亲人呢 ？”
“如果在自己家门口呢？” 李学飞

常问队员们这两句话。 因为， 他
把平谷区有应急需要的百姓居民
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

他对个人和集体的评价注重
实际贡献， 成员具有良好的思想
作风和道德 ， 队员热爱应急事
业， 积极服务、 勇于担当、 甘于
奉献， 在平谷区内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普通人投身到应急救援的事
业中来。

永不言弃 争分夺秒只
为留住生的希望

在各种应急时刻， 李学飞带
着身着蓝色队服的蓝天队队员迅
速集结。 他们打开无线电通讯设
备、 带上救援装备、 听从任务分
配和指挥。

寻找走失人员时， 他把握最
佳救援时机， 迅速展开搜寻， 问
询、 排查、 看监控， 满是牵挂，
不舍得合眼。 水域打捞救援时，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轻易放弃。
不管是山崖还是深井， 李学飞和
蓝天队队员永不退缩。 只因为，
他想抓住生的希望。

当密云的山火无情地向丫髻
山蔓延时， 李学飞带领几名队员
在房山区支援走失人员的搜救任
务， 他远程布置工作， 平谷蓝天
救援队30余人迅速做好了备勤，
随时听候应急局的指挥调度。 他
们扛起铁锹上山， 辅助专业消防
队灭余火 ， 清查暗火 ， 运送水
箱， 力所能及地多干一些。 在保
证自身安全的同时， 争分夺秒赶
赴现场， 并日夜值勤。

李学飞不断提示队员学习和
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为了提高救
援技能， 蓝天救援队在应急指挥
部门、 消防队以及队内外人士的
帮助下， 积极开展技能训练和培
训工作， 使队员具备更专业的应
急救援能力 。 队员们掌握无线
电、 心肺复苏急救、 绳索速降、

破拆、 水下探测、 无人机飞行等
专业能力， 实现能在关键时刻救
人、 救援。

不求回报 只为坚守蓝
天公益救援精神

李学飞坚持做好队风建设，
“少说多做” 是平谷蓝天救援队
最朴实的队风。 在百姓有需要时
站在家属的前面往前冲， 在救援
结束后又总是默默地退在家属身
后， 悄然离开。

除了救援需要， 他们从不问
被救助者的出处及其他信息， 因
为这是另一种尊重。 队员之间以
网名互称， 因为， 每个人的付出
都不是为了回报。 被救者家属发
红包感谢， 他们不收， 谁收就等
于自动离开了蓝天。

平谷蓝天救援队的每一个人
坚持以身行善， 无问西东。 他们
出车时 ， 油费自理 。 搜救出队
时， 餐食自理。 队员个人的救援
装备全部都是自己购置， 加入蓝
天需要自购装备、 绳索、 队服、
车贴等等。

2019年初春之时， 平谷蓝天
救援队远赴大兴区协助对一偏僻
处的竖井进行水下探测， 当众多
救援人员无所适从之时， 平谷蓝
天队队员很快就探测到井底的遇
难人员。 像这样的专业设备都是
队员捐赠或集资购买， 或是队长
李学飞个人购买的。

队员把他比喻成是10000数
字前的 “1”， 因为 ， 没有这个
“1”， 大家也就成为一盘散沙 ，
哪还有应急救援、 将自身所学回
报社会的机会呢？

“我带领蓝天救援队的每一
天都必须秉持蓝天的精神， 竭尽
全力做好民间的应急救援， 做好
政府应急救援的后备力量！” 对于队
员的称赞， 李学飞说， “队长将来
会换人， 而蓝天的精神永不变。”

在平谷区黄松峪乡黑豆峪村
有这样一位农民， 在他4岁时一
次意外导致双手残疾， 但是他酷
爱写作 。 30多年来 ， 他宣传家
乡、 笔耕不止。 这位农民名叫刘
建军。

1982年， 刘建军即将中学毕
业， 此刻的他面对前途， 却一片
迷茫。 当他听到了张海迪身残志
不残的事迹后， 被她顽强的毅力
震撼了 ， 也开始向命运挑战 。
1984年， 刘建军在老家梨树沟村
当上了广播员。 从那时起， 他开
始自学文学创作。 通过努力， 他
的作品不仅在平谷广播站播出，
还在 《平谷文艺》 等报刊发表。
2008年， 刘建军的快乐老家农家
院即将开业。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奥运、 支持奥运， 经过思考， 他

决定在自家的农家院里创办了
《快乐老家报》。

刘建军创办的这张报纸最初
是手写版， 每周一期。 站在自家
超市的柜台前， 在售卖东西的间
隙 ， 他认真编写着每期报纸 。
《快乐老家报》 前7期都是单张 ，
编写完每期后， 他都会将报纸贴

在房间里， 供游客和村民阅读。
不久后， 他花了2000元买了一台
复印机 ， 报纸的份数也增加到
200多份。 因为没有奥运宣传图
片 ， 他到30多里的平谷城文化
馆， 对着宣传窗拍照， 再洗成照
片粘贴在 《快乐老家报》 上。 此
后， 《快乐老家报》 成了刘建军

农家院一大亮点， 一些文学爱好
者还把他的农家院当成了闲暇游
览之余文学创作的地方， 他也认
识了不少喜欢文学创作的朋友。

经过不懈努力， 刘建军先后
在平谷报、 《平谷文学》、 黄松
峪报、 夏各庄新城报、 《桃乡视
窗》 等报刊及网络空间发表文学
作品200多篇， 连续4年被黄松峪
报评为优秀通讯员， 2013年还获
得了首都市民学习之星和书香家
庭荣誉称号。 编报需要大量的素
材， 因为还要为黄松峪报供稿，
他经常去各村采访。

一个冬日的早晨 ， 下着大
雪。 因为与被访者约定了时间，
而且不能更改。 刘建军骑着三轮
车行程10公里， 赶到了被访者的
家中。 “刘师傅， 这么冷的天儿
你还来了， 赶紧进屋暖和暖和。”
进了屋， 刘建军稍作调整就开始
了采访 。 采访完已近中午 ,因为
还约了另一个被访者， 来不及吃
午饭的他又骑上三轮车赶往下一

个地点。
为了规范 《快乐老家报》 的

文字及版面 ， 刘建军借钱买了
一 台 电 脑 ， 开始用电脑排版 。
打字对于他这个手有残疾的人来
说， 是个挑战。 因为他的双手只
有大拇指是健全的， 一篇1000多
字的文章要打半天 。 文章写完
后， 双手除了疼就是麻， 但他心
里很是满足。

刘建军是个勤奋好学的人，
近几年， 他又学会了摄像、 写歌
词。 无论是村里还是乡里， 只要
有需要， 他总是第一时间扛着摄
像机拍摄并制成宣传片。 刘建军
不仅热爱写作， 还乐于助人。 他
曾经成立过由8人组成的爱心协
会， 为家庭有困难的群体， 开展
捐赠活动 。 现在 ， 《快乐老家
报》 编版又在升级， 报纸使用手
机网络软件编辑。 已经编辑200
余期的 《快乐老家报》， 一直不
间断地宣传着刘建军家乡的新
貌、 风土人情。

刘建军： 身残志坚 30年笔耕不辍颂家乡
□本报记者 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