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09专题2021年 11月 12日·星期五│本版编辑张瞳│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我热爱飞行， 已从事这个行业将近
20年。 随着飞行时间越来越长， 我感受到
了更多的责任。 飞行让我心胸开阔， 我坚
持要尽职尽责做好每一件事。” 曹威是北
京华彬天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总飞
行师， 已安全飞行近7000小时， 其中应急
救援类飞行时间约2000小时。

自2014年华彬航空救援队成立以来，
曹威一直担任队长， 在救援团队建设、 训
练和救援实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曾多
次带领救援队执行山区消防灭火、 防火防
汛巡查 、 医疗转运 、 院前急救 、 鼠疫防
控、 水上救援等任务。 “每次做完救援任
务， 都是一次对心灵的提升， 也是对每名
飞行员肩负责任的诠释。” 曹威说。

一次应急医疗救援
开启“院前航空医疗救援”先河

“载有活体心脏的直升机即将落在安
贞医院外 ， 占用路面 ， 请社会车辆避让
……” 2014年5月2日， 北京交通广播紧急
插播了这样一则消息。

听到消息， 在安贞桥附近的社会车辆
自发地将安贞桥的路口封闭， 腾出了一块
方方正正的空间， 并用车灯照向地面作为
引导。 几分钟后， 曹威驾驶的直升机缓缓
降落在这里。 至今， 曹威还清晰地记得那
块儿被车灯照亮的地面。

“那天是五一假期， 白天我们在做娱
乐观光飞行， 下班后坐到饭桌上正准备一
起聚餐， 突然接到120急救的电话。” 曹威
回忆说， 当时， 一枚活体心脏正在南航的
班机上飞往北京， 原计划是到达首都机场
后由救护车转运到机场外， 由警车护送到
安贞医院。

心脏离体后6个小时将不能用于移植
救治， 这枚心脏从离开身体到北京就要用
4个小时。 当天， 首都机场高速发生了连
环交通事故， 连带着周边的几条高速都出
现了严重拥堵 。 预判到心脏可能失效 ，
120急救人员这才联系到曹威， 询问是否
可以采用直升机进行空中转运。

“我当然是希望尽一份力， 但当时历
史上还没有直升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先
例， 我只能联系试试。” 曹威说， 没想到
首都机场了解情况后立即表示同意。 曹威
和同事们启动紧急预案， 只用了15分钟便
拿到了7个相关管制单位的批文， 有了起
飞的外部条件。 同时， 他着手准备飞机、
飞行员、 航路信息等内容。

“从报批到准备起飞只用时20分钟，
各单位都是一路开绿灯， 首都机场也组织
航班给直升机腾出降落空间。” 曹威回忆
说。 他驾驶飞机用了15分钟， 从密云的机
场飞到首都机场。 运载活体心脏的航班就

停在他的直升机旁边， 负责运输的医生下
了航班就直接登上直升机。 从首都机场起
飞， 7分钟后曹威就飞到了安贞医院门口
的十字路口处，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场景。
最终， 在心脏离体5个小时后， 被成功移
植进了患者的胸腔。

“大家听说是航空医疗救护，都齐心协
力开辟绿色通道。但也有人说，这得是什么
人物，搞这么大动静。 其实，病人就是一名
普通患者， 我们公司这次的飞行也是完全
公益的，并没有收取费用。 ”曹威说。

在曹威看来， 这次飞行的意义是开启
了航空医疗急救参与 “院前急救 ” 的先
河。 “以前我们也做医疗救援， 主要是院
后转运为主 ， 提早会做好方案 、 航路规
划、 飞行计划等， 一切都按部就班， 这是
第一次做 ‘院前急救’。” 曹威说。 不同于
院后转运的各种确定， “院前急救” 发生

的突然 ， 降落地点不明确 、 目的地不明
确、 路线未经勘察……种种的不确定性让
航空救援者承担很大风险。 “支撑我们的
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人道主义精神， 更多
的是面对一条条鲜活的等待救援的生命，
我们责无旁贷。” 曹威神情严肃地说。

在那之后， 北京华彬天星通用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开始与999、 120的常态化合
作， 公司的4架常备医疗机， 如今在全国
运行， 专门从事各种航空医疗救护。

开展应急消防救援
怀揣敬畏之心守护安全

“以前， 护林飞行主要是从事巡查工
作， 我们从空中很容易找到起火点， 把具
体位置通知给消防部队 ， 由他们进行处
置。” 曹威说起了在消防救援上直升机发
挥的效力， “近几年， 随着大家对航空力
量的逐渐认识 ， 我们涉及的业务越来越
多， 参与了多次大型火灾的扑救。”

2019年6月24日下午，正在训练中的曹
威接到密云区应急局的紧急通知。原来，密
云区东北方向山区内有着火点， 地面消防
车和消防员无法抵达。曹威果断中断训练，
第一时间通知运行部门申报消防灭火计
划、组织机务加装灭火吊桶、安排油车前往
着火点附近备用加油， 仅用时30分钟便完
成所有飞行准备工作。 “当时遇到的困难是
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就要日落了， 直升机
在日落以后飞行很危险，什么都看不见，容
易触碰山体和电线。 而且火场附近没有能
加油的地方，飞过去了灭火没问题，但是很
可能飞不回来。 ”曹威回忆说，虽然考虑到
种种情况，但还是决定先去救火。

现场， 消防部队已经把大部分山火扑
灭，只有一处绝壁上还冒着火苗。曹威驾驶
飞机往返水源地和火场， 一桶水一桶水地
浇向火点，一共来回往返28次，吊水28桶，
用时两个小时完全扑灭了绝壁上的山火。

“当时， 现场有转播车把画面实时传
送给指挥大厅， 屏幕那头的领导， 还有现
场已经灭完火的官兵都盯着看， 我心里还
有点小紧张和激动呢。” 曹威回忆说。

2020年6月，山西省长治沁源县发生大
面积山火， 山西省应急局向各方消防灭火
救援力量发出求助信息后， 曹威快速做出
反应，根据任务特点组建了消防救援分队，
他带领3个机组3架航空器奔赴火场一线。

抵达现场后，曹威发现由于火势过大，
火场上空气流不稳定， 火场烟尘会造成救
援设备故障。 他带领团队迅速调整作业方
案，解决设备故障问题，凭借着过硬的飞行
技术，3天吊水462桶，将山火成功扑灭。

“原先的救援体系里， 大家都认为森
林消防要用运水量多的大飞机， 但随着这

几年的使用来看， 小直升机有特别多的优
势。” 曹威介绍说， 虽然小飞机一次取水
量少， 但往返时间短， 3架直升机可以不
间断的运水。

同时， 小飞机也有着自身的劣势。 由
于自身轻、 马力小， 气流不稳定， 再加上
森林火灾随时有燃爆风险， 一个火球一个
火球的向上空炸， 带来了极高的风险。

“森林灭火真的是提着脑袋在做， 每
次做完心里会有一种成就感和荣誉感， 同
时也会更加谨慎， 我们对生命、 对风险的
敬畏感更深了。” 曹威说。

疫情中“逆行”
改装设备为百万亩草原播撒鼠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怀揣着
一颗想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的心， 曹威第
一时间安排救援队向武汉、 向民航局、 向
航空协会提交请战书。 “我们组织公司的
干将上阵， 制定机组防护方案， 采购防护
装备， 测算航空器最大限度转运物资的配
载， 规划物资运送的航路航线。” 曹威告
诉记者说， 公司前后3次完成了北京至武
汉地区的重要且急需的医疗物资和检测试
剂的转运任务， 医疗设备和物资的运送，
在当时无疑是 “雪中送炭”。 此外， 曹威
还亲自安排和布置机组隔离区以及隔离期
间的保障方案， 让机组无后顾之忧。 在他
的指挥和组织下， 不但圆满完成了物资转
运任务， 且机组与救援队实现零感染。

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关键期， 内蒙古
锡盟地区鼠疫突发， 在接到锡盟政府应急
办公室的应急指令后， 曹威在进行安全、
防护、 疫情影响的评估后，决定迎难而上。
“我们紧急抽调了公司飞行、机务、场道、运
控等多个部门专业技术骨干人员， 成立应
急保障专项小组。 ”曹威告诉记者说，难点
是机上没有播撒鼠药的设备。

时间紧、 任务重、 范围广。 从接到通
知到出发只有一周的时间， 作为总指挥，
曹威购买了拖拉机用的播撒设备， 和机务
人员一起动手焊接。 随后， 他们在自己的
机场进行播撒实验、 反复调试。 “大概4
天时间， 做出了6套播撒套装。 其实， 按
照航空的规矩来说这是违规的， 但是为了
紧急救灾 ， 我们只能一边干一边改造 。”
曹威回忆说， 当时住在牧民的家里， 外边
的温度零下30多摄氏度， 大家都身穿防护
服， 既要防鼠疫， 还要防跳蚤。 最终， 半
个月的时间里， 在冰寒刺骨、 风沙遍地的
恶劣气候条件下， 曹威带领7架直升机为
100多万亩草原全部播撒了鼠药。

“疫情期间的无畏 ‘逆行’， 是我们
通用航空人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曹
威笑着说。

首首都都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曹 威 驾 驶 贝 尔
429救援直升机进行
绞车救援作业

曹威（左） 在进行水上救援准备 （资料图）

曹威驾驶贝尔专业医疗直升机
进行航空医疗转运

曹威对执行武汉抗疫物资转运
任务的飞机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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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