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靠前指挥
实现火灾扑救零伤亡

自担任队长以来， 李伟成功
完成区域森林火警扑救任务22
次， 每一次他都亲自带队赶赴火
场， 在一线指挥战斗， 实现了火
灾扑救零伤亡。

2020年 3月 18日 19点 42分 ，
平谷区山东庄镇鱼子山突发山
火 ， 情况十分紧急 。 接到火警
后， 李伟迅速调集三个中队的90
名一线消防队员和8辆运兵车 ，
配备风力灭火机、 细水雾、 水枪
等灭火机具投入战斗。

19点55分， 第一批两个中队
的60名队员到达火场附近。 下车
后， 李伟集合队伍， 分发装备，
保持待命。 随后， 他迅速与当地
负责人沟通， 初步了解火场的地
形及火情动态， 对火场周边的形
势， 以及当时的风力、 风向进行
了初步测定。

20点 05分 ， 在向导的带领
下， 李伟带领队员们， 身背灭火
机具， 徒步翻过了没有路的几座
小山，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火场
的东南侧， 来到了火头、 火翼的
位置。

“眼看着一棵棵树木被山火
吞噬， 心里特别着急。” 李伟回
忆着当时的情景说， “咱们国家
森林面积小， 森林资源少， 咱们
烧不起， 必须要在确保队员生命
安全的情况下快速扑救。”

经过现场勘察， 李伟发现火
场周边坡陡林密 ， 风向是西南
风， 火场周边的风速达到了七级
以上， 扑救极为困难。 眼看火势
不断蔓延， 李伟和几位中队长根
据现场的地形、 气候、 风速， 以
及可燃物的种类等影响因素， 在
确保队员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迅
速拟定初步扑救方案。

20点10分， 李伟果断下达战
斗命令， 采取一点突破、 两翼推
进 、 钳形夹击 、 分兵合围的战
术。 “鱼子山火场地势复杂， 大
火中， 阵风高达十级， 扑救难度
极大。 为了防止山火翻过山梁蔓
延至山的另一侧 ， 造成火势扩
散， 必须快速掐住火头。” 李伟
带领一支队伍负责追击火头。

20点30分， 此时的火头已经
吞噬到了山顶， 李伟带领的分队
已经突进到距离火头不到30米的
距离。 然而， 就是这不到30米的
距离， 必须要翻过一个大陡坡。

李伟二话不说， 带领20名队
员， 在黑夜中， 一路爬行。 快到
山顶处大家才发现， 这分明是七

八十度的悬崖 ， 一个人无法翻
越。 他咬咬牙， 坚定地说： “火
情紧急， 拼了！”

他和队员们编组， 每两个队
员扛起另外一个队员， 被扛起的
队员翻过陡坡后， 接过传递过来
的风力灭火机， 钻过荆棘， 冲向
山顶。

21点55分， 明火被扑灭， 队
员们已累得虚脱。 此时， 大家最
缺的就是水， 所有人的背包全都
找遍了 ， 终于 ， 有人兴奋地喊
着： “我这里还有一瓶！” 二十
几个人在山顶上守着一瓶水， 都
舍不得喝， 只是你一小口我一小
口地润了润干裂的嘴唇。

“看到明火被扑灭， 大家都
在笑 ， 被熏黑的脸上 ， 笑得可
爱， 又笑得让人那么心疼。” 说
到这里， 李伟这个山东汉子， 眼
圈微微发红。

为了防止死灰复燃， 李伟还
带领队员们坚守火场 。 整整一
夜， 山上的温度很低， 面对刺骨
的寒风， 战士们背着沉重的机具
缩成一团取暖。 冻得没知觉了，
坚持不住了， 就站起来原地跳一
跳。

第二天一早， 李伟和队员们
带领前来支援的600名武警战士，
每人配备铁锹和喷水壶对山体、
树根底部、腐殖层深处进行3遍彻
底、全覆盖、无死角湿化。 直到11
点50分，在确认没有明火复燃后，
全体队员才安全返回驻地。

强化训练
提升队员综合救援水平

“每次战斗， 我们在做到高
效灭火的同时， 最重要的是确保
每一名消防员的安全。” 李伟说，
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把充足的
功课做在前面， 以练为战、 以战
促练、 战训合一， 不断提升每名
队员的综合救援水平。

每天6:30， 听到哨声后立即
起床。 6:40出早操， 在营区里跑
步， 做拉伸运动。 随后， 洗漱、
打扫内务卫生……队员们每天的
生活， 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启，
年复一年。

“我们在夏天开展常态化训
练， 进入森林防火期后， 开展以
防火、 救火为主的冬训。” 李伟
告诉记者， 由于夏季涉及到森林
防火的任务较轻， 队员们主要进
行体能训练， 以负重登山为主，
以此增强身体素质和协调性。

每年的11月1日至次年的5月
31日是北京市森林防火期， 在此
期间， 平谷区森林消防综合应急

救援大队的冬日训练内容更加丰
富。 每天上午， 队员们要进行5
公里长跑， 并加入俯卧撑、 仰卧
起坐、 杠铃卧推等训练项目。

每天下午 ， 全体队员分批
次、 分路线进山巡逻。 平谷区三
面环山， 森林防火任务重， 队员
们一方面要进山查看是否有可燃
物堆积， 以及卡口处是否有人值
守等问题。 每天巡逻回来， 大家
把发现的问题一一汇总到队长
处， 由队长反馈到乡镇， 并督促
乡镇尽快解决。

“防火期间， 我们每天都要
这么做， 发现问题及时通知， 尽
快解决问题 ， 消除火灾隐患 。”

李伟告诉记者， 进山巡逻的另一
个目的是让队员们熟悉山路， 一
旦发生火情， 每个人都应该对路
线心中有数 。 从丫髻山到金海
湖、 从老象峰到四座楼、 从石林
峡到天云山， 有山有林的地方，
都留下了他和队员们的足迹， 只
为熟悉平谷的每一座山、 每一片
林、 每一条路的地理特点。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为
更好地熟悉区域气候， 记录地形
地貌、 植被覆盖、 水源信息， 交
通线路， 李伟带领队员们实地勘
察14个有林乡镇林区地貌， 梳理
区级镇级应急体系， 历时7个月
绘制、 编撰完成 《平谷区森林防

火应急处置工作手册》 和14个有
林乡镇的分手册， 绘制出了一张
作战地图， 为日后对森林火情安
全 、 快速 、 高效处置奠定了基
础。

科学管理
打造充满战斗力的队伍

“我们保护的是首都的生态
屏障， 守护的是40万平谷人民，
‘保境安民， 造福一方’ 就是我
们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大队的
初心和使命。” 这是他和队员常
说的一句话 。 不过 ， 李伟也深
知 ， 要想带领队伍打好胜仗 ，
光有一腔热血和承诺是不够的，
还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管理体
系。

平谷区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
援大队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
每天饭前， 所有队员集体唱一支
军歌。 每晚7点， 队员们一起看
新闻联播， 随后一起学习业务理
论知识。 8点开始自由活动， 9点
统一洗漱 、 铺床 ， 10点吹熄灯
哨。 李伟还带领队员们在实战中
不断探索， 通过头脑风暴、 沙盘
模拟 、 专家教学等多种全新方
式 ， 制定了不同时间 、 不同地
形、 不同森林场景的扑救火灾战
术， 达到了扑救效率高、 火线推
进快、 人力消耗小的理想效果，
从而缩短扑救森林火灾的时间。

作为大队长， 李伟在抓技能
培训的同时， 持续抓好队员的思
想建设，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
奉献精神， 不断培养队员的政治
观念、 大局观念、 爱国观念， 提
升队员的责任感、 使命感。

“我们有120名队员 ， 无规
矩不成方圆， 没有严格管理， 队
伍就会是一盘散沙， 出去作战就
体现不出战斗力。” 李伟说， 虽
然管理严格， 但是还有人性化的
部分， 也给与了队员一定的自由
度和灵活性。 最终的目的是， 练
成一支对党忠诚、 纪律严明、 赴
汤蹈火、 竭诚为民的森林消防综
合应急救援队伍。

“做好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
援工作， 就是在守护平谷的绿色
家园， 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美
丽家园。” 李伟笑着说。

用青春守护绿色家园
———记平谷区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大队大队长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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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有17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 森林覆盖率居北京首
位， 是北京市首个 “国家森林城市”。 平谷是北京市生态涵养
发展区之一， 更是首都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 一位山东大
汉誓言用青春和热血守护这片绿色家园。

“我是一名普通的森林消防战士， 党培养了我， 平谷40万
人民相信我， 把守护这百万亩林地的光荣使命交给我。 我和战
友们一定用青春和热血， 筑牢首都森林安全的防火墙， 做好守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忠诚卫士！” 这是平谷区森林消防综合
应急救援大队大队长李伟的庄严承诺。

近年来， 在提升森林消防应急救援能力的基础上， 平谷区
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大队逐步拓宽综合应急救援领域， 承担
汛期洪涝和地质灾害等救援任务。 李伟始终坚守应急救援一
线， 有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40余起。 过硬的政治思想， 强健的
体魄， 加上熟练的应急灭火技能， 让李伟带出了一支 “来之能
战、 战之必胜” 的应急救援队伍。

李伟和队友们

李伟在灭火过程中向指挥部汇报火场发展态势

李伟在组织灭火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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