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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密云区综合救援中心大队长马士燕

守守护护密密云云好好山山好好水水好好生生态态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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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北京市密云区综合救
援中心即为北京市专业森林消防
总队北京市密云区大队 （以下简
称 “密云森林消防大队”）， 身为
大队长的马士燕在这里已经从事
森林消防工作12年时间了。 “机
构改革在变， 但守护密云山水森
林的心不能变。” 马士燕说。 秉
承着 “对党忠诚、 纪律严明、 赴
汤蹈火、 竭诚为民” 的使命， 他
和240名专业森林消防队员， 靠
前驻防， 24小时值守备勤， 用心
守护密云区好山好水好生态。

12年森林消防 “战场”
救火新兵终成 “悍将”

2009年1月 ， 在林场工作的
马士燕被借调到当时的扑火队，
挂职副队长 ， 从事森林消防工
作。 “当时也就算一支半专业的
队伍， 不仅扑火装备简单， 队员
也就几十人， 哪里着火就去哪里
扑救。” 马士燕回忆说。

2009年除夕夜， 那是马士燕
第一次进火场。 “当天没有值班
任务 ， 我就放假回家过年了 。”
马士燕说。 没想到他是在年夜饭
的餐桌上接到的出警电话， 放下
电话， 马士燕立即赶往火场， 参
与扑救工作 。 “那天的火势不
大， 起火原因是附近村民燃放烟
花爆竹所致的， 扑救工作也不复
杂。” 马士燕说。 但缺乏经验的
他担心存在隐患 ， 明火熄灭之
后， 还在火场一遍又一遍排查，
直到确定再无隐患了， 才将现场
移交给当地镇政府。

“那时候， 时间已经接近凌
晨了， 我和队员们站在半山腰，
可以俯瞰密云城区的灯火阑珊。”
马士燕说。 至今他还记得那个除
夕夜的烟花特别美， 让他在工作
岗位上欣赏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
景。

而那个吃了一半的年夜饭，
也几乎是马士燕从事12年森林消
防工作中， 为数不多的一次与家
人共进的年夜饭 。 随后的工作
中， 不管除夕夜有没有火情， 他
都尽可能坚守工作岗位上。 “只
有这样， 我才能安心地跨过这一
年。” 马士燕说。

2013年， 北京市专业森林消
防总队密云区大队正式成立， 马
士燕作为第一任大队长， 担起了
全区森林消防的重任。 跟第一次
进火场的不知所措相比， 经过时
间历练的他， 更知道森林消防工
作应该怎么做。

火灾就是命令
24小时值守备勤绝不退缩

“火灾就是命令， 自从密云
森林消防大队成立之日起， 没有
任何一名队员退缩过。” 马士燕
常说， “我们不是现役军人， 但

我们一样有着军人一般的气节。”
密云森林消防大队全部实行准军
事化管理， 常年执行24小时值守
备勤制度。 以前， 在每年11月1
日到第二年5月31日的森林防火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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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改革
后， 马士燕和队员们承担的工作
任务更多了， 不仅要坚持以保护
森林资源安全、 扑救森林火灾为
主要职能， 同时还肩负着民兵预
备役、 应急抢险等其他任务。

采访中， 马士燕声情并茂地
向记者讲述一次又一次惊险的扑
火经历， 他说： “山火无情， 不
是闹着玩的。 每一次出警， 都需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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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火工
作才能有条不紊， 迅速且准确。”
而身为队长的他， 每一次都是前
方指挥， 与队员们一起冲在第一
火线。

2019年3月30日 ， 密云东邵
渠镇突发山火， 接到火情电话的
马士燕立即调动密云森林消防大
队5个中队共计120名扑火队员赶
往火场。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的时候，火势已经不好控制了，我
们只有马不停蹄地沿着火线追火
点。 ”马士燕告诉记者说。 马士燕
的队伍是最早赶到火场的扑火
队，经过部署，很快就投入到了救
火工作当中。 扑火队员在火点之
后紧追不舍， 经过一轮一轮的较
量， 扑灭密云区域内的明火后，
马士燕带着队员又紧追蔓延至平
谷区域内的火线， 直至第二天凌
晨两点多才得到有效控制。

在火场， 队员心里都只有一
个念头， 就是尽快灭火。 那场山
火， 队员们轮番上阵， 经过三天
三夜的奋战， 才最终将密云区域
内的火情完全扑灭， 余火尽消。
而在此过程中， 队员们甚至没有
时间给家人报平安。

“火场上， 我的电话、 对讲
机一直处于忙碌状态， 根本没有
时间报平安。” 马士燕说。 直到
第二天晚上回家， 年迈的老母亲
看到他平安， 眼圈都红了。 而在
马士燕心里， 有打完 “胜仗” 的
喜悦， 也有道不出的心酸， 好在
家人都已经适应了他的工作性质
与节奏， 在家人看来， 只要他安
全回家， 就是最大的安慰。

年轻队伍干劲十足
新起点新征程再扬帆

2019年， 森林防灭火机构改
革后， 马士燕带领的密云森林消
防大队整体划转至密云区应急管

理局， 更名为密云区综合救援中
心大队。 2020年， 密云区仅发生
森林火情1起， 实现了无较大森
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的森林防
灭火工作目标。

“2020年 ， 我们虽然出警
少， 但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历练和
完善。” 马士燕说。 据马士燕介
绍， 为了进一步适应新时代森林
消防的综合要求， 自2020年7月
起， 密云区综合救援中心大队对
现有森林消防队员进行了优化调
整， 调整后队员平均年龄31岁，
全部为高中及以上学历， 其中大
专以上学历占56%， 队员的年龄
结构、 学历层次、 学习能力较以
往均有了长足的进步 。 与此同
时， 密云区综合救援中心大队还
特聘请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机
动支队驻密分队的专业教员对全
部队员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封闭
集训， 极大地提升了区大队的整
体素质和战斗力。

“新起点， 新征程， 带领一
支更加年轻的队伍， 我们依旧干
劲十足 。” 马士燕说 。 现如今 ，
马士燕带领着240名专业森林消
防队员， 分别驻防在全区7处重
点防火区域， 消防车辆、 扑火机
具充足。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 ‘冬季
森林灭火、 夏季洪涝和地质灾害
救援、 全年综合应急救援’ 的职
能定位， 不断提高森林火灾和其
它灾害灾难的应急救援水平 。”
马士燕说。 在不断增强森林消防
应急救援能力基础上， 密云区综
合救援中心大队计划在两年内逐
步拓宽区级队伍应急救援领域，
努力建设一支专常兼备、 反应灵
敏、 作风过硬、 本领高强的区级
常备综合应急救援力量， 积极适
应 “大应急、 全灾种” 的任务需
求，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2008年，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
陶莉， 成了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审理一庭的一名仲裁员 。
工作以来 ， 她开创 “三调 、 二
办、 一加” 工作法， 建立起仲裁
立案前后的调解制度， 坚持按期
结案， 在刚性仲裁中融入更多人
文关怀， 稳妥处置了一起又一起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当时， 仲裁院一共22名仲
裁员 ， 平均每人每年处理案件
300件左右， 相当于每人每天都
要处理1到2件案子。 对于我这个
新人来说， 要办好案就更得努力
学习 。” 陶莉说 。 参加工作后 ，
在陶莉的办公桌上， 总是放满了
各类学习书籍、 案件材料。

持续不断的学习给了陶莉足
够的办案底气。 提起职业生涯接
手的第一件案件， 陶莉对当时的
案件细节仍记忆犹新： “当事人
与公司存在劳动纠纷， 要求公司
支付工资 、 加班工资共计 1300
元 。 为了节省当事人双方的时
间、 精力及诉讼成本， 我们在开
庭前会尽量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
和解。” 为此， 她为当事人双方
详细讲解法律知识、 分析开庭利
弊。 经过不懈努力， 在开庭当日

上午， 终于庭前调解成功。
2014年， 陶莉顺利通过国家

统一司法资格考试 ， 取得了法
官 、 检察官 、 律师职业资格 。
“她对仲裁事业有种痴迷。” 在同
事眼中， 陶莉把全身心都投入到
了仲裁事业中。

工作日忙碌一天， 下班后她
依然伏案整理案卷； 周末本该与
家人团聚， 她却还在办公室里查
阅资料、 起草文书， 就连坐车途

中、 饭桌之上， 心里也在想着案
件处理细节。 “在她办理的3000
多件案件中， 涉案总金额近8000
万元， 仲裁裁决书与调解书上千
万字， 无一错案。” 昌平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办公室主任王海
群说。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陶
莉还先后培养了3名仲裁员， 被
大家亲热地称呼为 “陶老师 ”。
无论是案件分析、 调解技巧， 还

是庭审组织、 文书制作， 她都手
把手、 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
传授给徒弟。 在她看来， 仲裁严
肃而庄重， 要担得起肩上的这份
责任。

2008年， 《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 的施行， 仲裁案件由于仲
裁受理免费、 仲裁时效延长等因
素呈逐年增长趋势， 这对仲裁员
提出了更高要求。 凭借扎实的知
识积累与实践经验 ， 陶莉开创
“三调 、 二办 、 一加 ” 工作法 ，
将 “未立案先调解、 边立案边调
解、 庭审中再调解” 的 “三调”，
开通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以
“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 的 “二
办 ”， 以及上班集中精力调解 、
开庭， 休息时间加班熟悉案情和
起草法律文书的 “一加 ” 相结
合， 大大提高了案件处理进度和
质量。

2019年12月， 申请人常某以
北京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向其
支付加班费等为由， 向昌平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申请。 本来安排在2020年2月开
庭审理的案件因疫情暂停 ， 于6
月底恢复线下审理。 疫情期间，
为避免双方反复 “跑腿儿”， 陶

莉加班加点熟悉案情、 梳理申请
人诉求， 常常工作到深夜。 陶莉
采取 “边立案边调解” 的方式，
与双方进行多次沟通。 当时， 公
司一方认为对方请求不合理， 不
愿让步。 但是直到庭审环节， 陶
莉都没有放弃调解， 从双方的实
际需求出发， 晓之以理、 动之以
情， 双方最终顺利达成和解。

此外， 陶莉还利用 “特事特
办 、 急事急办 ” 的 “二办 ” 方
式 ， 开通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
道。 2019年元旦后， 27名农民工
因某建筑劳务公司拖欠工资申请
仲裁。 当时已临近春节， 面对当
事人急于回家过年的焦灼目光，
陶莉立即与同事赶赴该公司与相
关负责人进行沟通， 在11日内开
庭审理， 开庭次日便出具终局裁
决结果， 27名农民工在春节前顺
利拿到工资回家过年。

利用独创的工作法， 仅2019
年一年， 陶莉便结案 400余起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 ， 平均结案时
间27天， 最短结案时间不超过5
天。 工作12年来， 陶莉累计处理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3000余件， 结
案率达98%以上 ， 调解率达50%
以上。

陶莉： 为刚性仲裁增添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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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燕 （右二） 与队员训练之余小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