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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城城脚脚下下的的消消防防站站
冬练精兵。 绳索攀爬、水带

连接、体能训练、森林消防火灾
扑救训练……11月21日上午9
点，在冬日的暖阳下，密云区古
北口消防救援站的10余名消防
员开始了一天的日常训练。

古北口消防救援站驻守在
司马台长城脚下， 是距离密云
城区最远的一个消防救援站 。
冬季是森林防火关键时期 ，这
里地处山区， 辖区林木占比五
分之四，消防员们加强训练、保
养维护车辆， 每一天都严阵以
待， 确保出现火情时第一时间
出警。

古北口消防救援站辖区内
共有20余处长城景区及野长
城，每年吸引大量游客，消防员
在守卫这片土地免受火患侵扰
的同时， 也成了游客生命安全
的守护者。 “百姓过节，我们过
关 ”，越是到了节假日 ，消防救
援越要保持箭在弦上的应急状
态。 考虑到游客多， 每逢节假
日 ，消防员携带担架 、绳索 、应
急药箱等装备驻守司马台长城

之巅，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我们站里的消防员于德华已
经连续10个春节坚守在岗位
上。 ”副站长戴凌伟说。

山岳救援多发生在夜间 、
雨雪等极端天气情况下， 救援
通道多由乱石堆成， 山路最窄
处还没有一脚宽。 让戴凌伟印
象最深的一次救援是在今年年
初， 冬雪还没融化， 站里接到
报警求助电话， 一位游客被困
山中 ， 脚部受伤 。 当时是下
午， 戴凌伟带队前往， 山路陡
峭， 坡度最大的地方达到70多
度， 几近垂直。 “真的是手脚
并用往上爬， 最窄的一段仅容
一人通行 ， 两边都是悬崖 。 ”
他说 。 消防队员们花了4个小
时才找到被困游客 ， 又花了5
个多小时将游客护送下山， 处
理完警情回到站里已是凌晨 ，
人已经冻透了。

现如今， 科技力量开启了
智慧消防的新时代， 消防站利
用无人机拍摄每个村庄的平面
图，绘制村庄、水源、道路草图，
熟记独居老人家庭住址、 房屋
结构。 “越熟悉情况， 到达现场
的速度越快。 我们每季度都会
走访一遍， 给老人讲解防火安
全知识， 提示安全用火用电注
意事项等。” 副站长王东说。

消防员的日常工作生活重
复而枯燥。 “古北口距离北京
市中心100多公里 ， 即使是休
整时， 也基本没有机会进市区
逛逛 ， 实在太远了 。 休息时 ，
大家在站里训练、 看书， 有时
一起做一顿家常菜也非常开
心。” 戴凌伟说， “我们深知，
守护一方平安， 筑起消防安全
的 ‘钢铁长城 ’， 就是我们肩
上的责任。”

山山间间救救援援通通道道多多是是由由乱乱石石堆堆成成，， 山山路路最最窄窄处处还还没没有有一一脚脚宽宽

翻单杠是日常体能训练项目之一

消防队员利用无人机拍摄村庄平面图 进行森林消防火灾扑救训练

建队至今， 消防队员在山岳救援中累计走过1500余公里山
路， 翻越300余座山岭， 救助群众30余人

消防水带连接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