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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铸忠诚
——记相山区消防救援大队东山路桥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陆戬

■ 记者 徐志勤

看 点
KANDIAN

29岁的陆戬，现任相山区消防救
援大队东山路桥消防救援站副站长，
四级指挥员。入职 9 年来，他先后参
加灭火救援 1400 余次，抢救、疏散被
困人员近千人。

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保平安

4月7日14时49分，相山区桓谭小
区北侧有2名工人在地下清淤时，突然因
污水管道爆管被困排污沟内。东山路桥
消防救援站接警后，第一时间调派3辆消
防车和19名指战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又是人员被困地下污水管道！前
年有一起地下污水管爆裂，四名工人全
部遇难……”赶赴现场的途中，陆戬的双
眉紧皱，心也提到了嗓子眼。“时间就是
生命，早一秒将被困工人从井下救出，就
多一线生的希望！”

14时58分，到达事故现场。陆戬第
一个跳下车，马上仔细勘察现场，了解相
关情况。排污沟隔50米左右各有一个施
工时挖掘的坑洞，洞口距地下污水面约5
米，被困工人位于两个坑洞中间。当时
清淤时上游排污管道突然爆裂，大量污
水瞬间倾泻，有2名工人躲避不及被污水
吞没，幸好最终抓住沟内管道才未被冲走。

面对混乱的现场，作为指挥员之一
的陆戬异常冷静：污水快速上升，很快会
没过被困人员导致溺亡。污水沟已近10

年没有清淤打开过，沟内混有多种有毒
气体。突然爆管大量污水冲击，可能造
成井壁塌方人员被埋。同时，当天最低气
温只有6℃，人员长时间浸泡在地下冷水
中将会失温休克。每一种情况都是致命
的危险，况且几种情况叠加，对于被困人
员和救援人员来说，现场异常！

“我下去！”一系列勘测后，在队友的
协助下陆戬迅速佩戴好空气呼吸器、NRS
救生衣，拴好安全绳，携带着救生圈等，与
一名战友立即下到地下排污管内，涉着齐
腰深的污水向里面走去，逐渐消失在众人
视野里。

透过呼吸器，一阵阵恶臭扑鼻而来。
污水中杂物较多，水底淤泥又深，里面还
有许多石块等杂物，行走十分困难。排污
管内一片漆黑，头灯上的亮光仅仅照亮眼
前的一点位置。越往里走越黑，污水更
深，不时还有暗流涌动。

向前走了10多米后，一股暗流涌来，
陆戬双脚无法触底，污水瞬间没过他的头
顶。

稳住心神，挣扎着站起来的陆戬没有
退缩，加快速度向前推进。突然，一脚踩在
淤泥中的石块上，身体失去平衡，他摔向管
道壁，顿时感到后背和小腿部一阵疼痛。

“陆戬陆戬，什么情况？”拉着安全绳的队友
感受到井内的危险，指挥员立即询问。

此时此刻，退，自身安全无虞；进，则
危险重重，伤亡难料。“我没事，还看不到
被困人员，我要再往里面去找！”通过对讲
机汇报下面的情况，陆戬继续向前搜索。

越往前走臭气越浓，污水更深淤泥也
更多，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好几次因陷在
淤泥中，陆戬身体失去平衡撞在井壁上
……仔细的搜寻中，陆戬隐约听到了前方
被困者微弱的呼救声，精疲力竭的他一下
子兴奋起来：“别怕，我们来了，你们放心
吧，就在原地不要乱动！”

担心工人长时间被困求生心切，会随
意乱动会被急流冲倒，陆戬立即向被困人
员喊话稳定他们情绪。等走到被困工人
面前，陆戬一边暖心地安慰他们，一边为
他们套上救生圈，戴上他救面罩供气。做
好防护措施后，立即通过对讲机向外传递
处置指令：“已经找到被困人员，并做好保
护措施，现在可以缓慢收安全绳，我们现
在返回！”黑暗的污水管道中，陆戬在队友
的协助下，搀扶着被困人员向着洞口方向
一路前行。

“你们真是太棒了！就像电视上说的
那样，是用生命在守护群众的生命！”看到

被困人员被安全救出，围观群众立即报以
热烈的掌声。

“小伙子，你腿上流血了！背上也
有，你不知道吗？”一名围观的热心大妈
看着浑身泥水的陆戬身上有血迹，立即
上前查看。这时陆戬才发现自己身上
多处划伤，其中腿上的伤口更是长达6
公分，鲜血直流。

“当时没感觉到疼，一心只想着尽
快把人救出来，救援成功后才感到伤处
的疼痛。”4 月 22 日，俊朗的陆戬笑着
说，“受点伤没啥，习惯了。最重要的是
被救援人平安。”

淬火成钢 “红门”中绽放青春

2014年，陆戬带着青春的朝气与
梦想，参军入伍来到淮北市消防支队成
为一名消防员。

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无备。由
于身体瘦弱，协调性差，陆戬训练成绩
一开始总落在别人后面。为了练就一
身过硬的本领，陆戬不断自我加压，别
人做50个俯卧撑，他就坚持做100个。
别人训练2个小时，他就把自己的训练
时间定为3小时，经常偷偷一个人利用

中午和晚上加班苦练，腿上的皮磕破了
一层又一层，身上的伤疤添了一道又一
道，很快他掌握了消防救援的各项技术
要领，在各类消防救援战斗中表现突
出，2018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日里，陆戬始终以身作则，带头
参加学习、训练，对自己时刻保持高标
准严要求。为了带出精兵，在平时训练
中陆戬坚持“练为战”的指导思想，带领
大家刻苦训练，他还把自己训练中的经
验、教训传给战友们，互帮互学，大家业
务素质不断提高。

灾情复杂的救援现场和险象环生
的救援过程，可能会对消防员造成了一
定的心理创伤。陆戬通过书本和网络，
一直自学心理学知识。他经常与大家
通过幽默、愉快的方式进行交流，对在
灭火、救援、训练、工作、学习、生活中可
能遇到的心理困惑和人际交流问题等
进行疏导，当好思想上的“引导员”、生
活上的“辅导员”和心理上的“疏导员”。

青春逆行 践行承诺勇担当

用生命守护生命，对陆戬来说这是
誓言，也是日复一日的行动。他用自己的

一次次最美逆行，忠诚践行“对党忠诚，纪
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庄严承诺。

每次执行任务时他最爱说的就是
“让我来”“我先上”，这既是对自己业务
能力的自信，更是一名党员的忠诚担当。

2021年7月21日，陆戬接到家人
的电话，称父亲突发脑梗住院了。

正准备请假回去看望一下父亲，突
然接到上级通知去河南抢险救援。陆
戬和队友们立即赶赴河南抗洪抢险救
援一线。“让我来，我水性好！”面对危险
的转移任务，陆戬总会给出不容回绝的
理由。那些日子，陆戬和队友先后共疏
散和解救被困群众1000余人……

2023年除夕22时26分，淮北市区
一家KTV发生火情，6人被困一间包房
内，现场黑烟滚滚。

“我先上！”陆戬又一次冲在危险最
前沿，立即沿着楼梯和墙壁摸索前进上
楼，搜寻每一个房间。由于现场黑烟滚
滚，根本看不到房间的门在哪里，陆戬带
着队友顺着墙壁摸索，最后在5楼最里面
的一间包房的卫生间内找到被困的6人。

“你们来了，我们有救了！”当推开
卫生间的门，一名被困人员紧紧抱着陆
戬嘶哑着嗓子呼喊着。最终被困人员
被全部安全救出。

人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不过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对于陆戬来说，负重前行，就是为
了人民群众的岁月静好，这是自己的职
责所在。用自己的一次次逆行，践行
着初心使命，诠释青春最美的底色。

近日，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安监
部专责魏杰和单位同事一起，走进
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车，献出了
400毫升血液。

魏杰是淮北供电公司的一名
普通员工。然而，他却是市中心血
站的一名“忠实会员”，从2000年第
一次献血开始到2023年，他已经坚
持无偿献血 24 年，累计献血90余
次，献血总量达78000多毫升。如
果按救助一个病人平均需要800毫
升血液计算，他所献的血量已能救
治97个病人。他用无偿献血的方
式奉献着自己的爱心，延续着他人
的生命，传递社会正能量。

2000 年，魏杰通过上网、看报
得知：累计献血1000毫升，献血者
终生可以免费用血，直系亲属可以
等量免费用血。当时，一个念头在
他脑海中升起，“既然献血可以让自
己、家人以后免费用血，我这么胖的
身体，献一点血又何妨？”恰逢当年该
公司团委号召团员青年参加无偿献
血活动，魏杰便加入到献血的行列。

最初，魏杰献的是全血，血站工
作人员告诉他，为了保证献血者身
体不受影响，两次献血必须间隔 6
个月，这意味着一年最多献一到两
次。在魏杰的影响下，妻子李琴芳
也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魏杰回老家无意间向父母说
出了自己无偿献血的事情，父母担
心他的身体，责怪道：“你有爱心是
很好的，但是要考虑自己的身体
呀!”魏杰安慰他的父母，“没事，你
们看，我的身体不是棒棒的吗？”后
来，父母看到魏杰的体检单上各项
指标都正常、身体没有受到影响，
也支持了儿子的善行。

随着献血量的增加，魏杰的思
想发生了转变，从最初单纯为了家
人的健康，转变到献血是为了救更
多的人，延续更多人的生命。

2010年3月的一天，魏杰偶然
从报纸上得知成分献血的报道后，
特地跑到中心血站详细了解了成
分献血的相关事宜。中心血站的
工作人员告诉他：“成分输血是现
代输血的新理念。当病人因各种
原因造成血小板减少或血小板功
能异常而引起严重出血时，必须输
注血小板进行治疗。”当听到这些
以后，魏杰当机立断，又加入到无
偿捐献成分血的行列。他说：“这
样献血量相对就更大、频率就更
密，就可以救更多的人”。他又从
电脑上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成分献
血一年可以献13次，一次两个治疗
单位，一个治疗单位相当于100毫
升血小板。

“魏师傅吗，现在我市各医院
B型血告急，您能来献血吗？”2012
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正在单位开会
的魏杰接到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打
来的电话，魏杰在心里盘算一下，
当时距离上次献血只有26天，但考

虑到B型血告急，他处理完手头的
工作后，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心血站
献血。

24年里风雨无阻，只要接到中
心血站的电话，他就立即前往献
血，用他的话说就是“该出手时就
出手”。他将无偿献血作为生命的
重要组成部分，只要身体没有问
题，他就会撸起袖子去献血。

除了血站约定的献血时间，他
还自定了“献血日”，主动到血站献
血，说是自己身体感觉很好，能多
献一些可以救治更多的人。他将
无偿献血当成工作之外的另一种
事业，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他觉
得献血是一件小事，因而他从不请
假休息，即使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
况下，他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无偿献
血公益事业。该参加的现场工作
一次也没落下，从没有因参加无偿
献血而影响正常工作。

2012 年 6 月 6 日，魏杰像往常
一样按照约定走进中心血站，可
工作人员却给了他一个惊喜。这
一天，魏杰获得了“无偿献血银
奖”的荣誉证书。据中心血站工
作人员介绍，获得该证书是累计
献血 30 次的荣誉，这些统计是截
至 2011 年 底 计 算 的 ，如 果 算 上
2012年的，魏杰已经突破40次，够
拿金奖的了!可面对荣誉，魏杰显
得很平静。

对于他来说，无偿献血已成
为一种生活习惯。闲了忙了，都
不会影响到他对献血的态度和热
情。献血归来，他没有做完一种

“大事”的激动，也没有刻意的休
整和食补，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
过。

“爸爸用鲜血延续他人的生
命，我为爸爸的爱心而自豪，以
后，我要像爸爸一样，用自己的医
术和医德挽救更多的生命!”提起
魏杰，他的女儿不无自豪地说。
2011 年，魏杰的女儿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魏杰多年
来的献血行为一点一滴地影响着
女儿的成长。

2012 年 9 月 16 日，魏杰接受
红十字会的邀请成为一名造血干
细胞的捐献志愿者，抽取血样，有
关资料进入“中华骨髓库”。2013
年 12 月，魏杰因累计献血超过 40
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2014 年 1 月份，魏杰获评“安
徽好人”；2015 年 12 月，魏杰荣获

“淮北市最美志愿者”称号；2016
年5月，魏杰获评“中国好人”。在
他的爱心传递下，淮北供电公司
孙燕飞、刘飞、陈顺等 100 多人也
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危急关
头无畏生死我不敢保证，但无偿献
血却是‘举手之劳’。我撸起衣袖就
可以延续另一条生命，这就是我认
为的人生价值——能救人就值。”魏
杰乐呵呵地说，“只要身体允许，我
会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热血传递爱心 真情守护生命
——国网淮北供电公司职工魏杰

坚持无偿献血24年

4月底的一天，淮北下起了绵绵细
雨。在相山区东山街道翰林社区青和
宝地小区，春天的花瓣在雨滴的映衬
下，晶莹剔透。

“李大姐，你们这门口的花儿真
美，和你们家的人一样，和和美美。”一
位社区志愿者笑着对已经在门口等候
的李玉美和她丈夫张文说道。

李玉美，身材瘦弱，嘴角始终挂着
微笑，作为新时期的女性，她以满腔的
热情对待工作，也用自己的爱营造和
谐的家庭。

采访李玉美和她爱人张文时，两
人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但如果时光倒
流，将时针回拨到 1983 年，他们的婚
姻和爱情却轰轰烈烈。那一年，李玉
美冲破家庭、社会的重重阻碍，与双下
肢残疾的同学张文恋爱、结婚。当时

《中国工人报》《中国青年报》《安徽日
报》等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我们是相爱的，我们坚信，一定会
走在一起。”采访时，李玉美告诉记者。

虽然爱情是甜蜜的，但生活却未
必甜蜜。婚后，李玉美主动承担了所
有繁重的家务劳动，从做饭洗衣到洗
碗扫地，从不让丈夫参与，让丈夫不要
劳累，好好地休息、工作和学习。张文
原来在华联电器公司工作，由于家离
单位比较远，每当天刚亮，不管严寒酷

暑、刮风下雨，尽管身材瘦小单薄，她
总是日复一日地骑着摩托车带丈夫往
返于原二机厂的家到位于惠黎路的华
联电器公司。

1986年夏的一天，她送张文上班，
走到东岗楼时，下起了暴雨。为了躲
闪一位行人，车子忽然滑倒，把张文甩
出六七米远，自己也摔得满身是血。
李玉美挣扎着站起来，顾不上自己，忙
问张文“怎么样，哪里痛？”张文看她着
急的样子，安慰她说“没事，不要紧”。
其实，他自己脸和手都出血了，十分痛
苦。车子摔坏了，为了赶时间上班，李
玉美只有顶着大雨，忍着疼痛艰难地
推着丈夫去上班。到了上班的地方，
她身上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他
没迟到，我就很安慰，很高兴。”李玉美
回忆往事说道。

2012 年 5 月一天，张文为了能时
常和90多岁的老父亲保持着联络，便
独自到中国电信大厅去买老年手机。
不想，在大厅里滑了一跤，摔断了腿。
李玉美正在上班，张文打电话给她，她
心急如焚，打出租车赶到现场。看张
文的腿肿得像气吹的一样，她打 120
急救电话，到医院挂号、手术、住院。
张文住院两个多月，李玉美要到医院
送饭、喂药、看夜，还要回去照顾公公
婆婆两位老人……

张文多次感激地对她说：“正是因
为你把我照顾得这么好，把这个家照
顾的这么好，我才能有点事业。军功

章上有你的一大半功劳，谢谢你！”听
着爱人的表白，她感到很幸福。

李玉美的工作是一名营养师，工
作性质必须是早去晚回。她每天把家
里的事安排好，把丈夫送去单位后，再
急匆匆地去上班。工作上，她兢兢业
业，认真负责，得到了患者和领导的一
致好评。

孩子是爱的结晶。结婚一年后，
她们的女儿张凤凤出生了，孩子给这
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希望。同
时李玉美也更劳累了，白天要上班，回
到家后还要照顾身体残疾的丈夫和在
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女儿。

女儿出生后，她暗下决心，一定要
把女儿培养成才。在女儿刚懂事时，
她就对女儿说：“凤凤，妈妈很辛苦，既
要上班，又要照顾你和爸爸。你一定
要好好学习，为妈妈争气。”

她平时经常抽时间与孩子沟通，
听取女儿的意见，了解女儿的学习和
思想；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鼓励她
如何解决困难，不放弃；在她成功的时
候，时刻提醒女儿不骄傲，继续努力。
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她注意向女儿
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和女儿分析事
情的对错，耐心给她讲道理；以真挚、
坦诚的心来对待女儿，使女儿健康快
乐地成长。

她始终认为教育孩子要从小事抓
起，寓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凡是要求
孩子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如：孩子每

天回家看书，做作业时，她自己从不外
出，从不看电视，而是同样坐在一旁静
静地看书，营造安静、勤学的氛围。

女儿逐渐成长，看到李玉美天天
为这个家操劳，父亲又是一名残疾人，
还要从事家电维修这种技术工作补贴
家用时，心里十分辛酸，暗自萌发了好
好学习，长大成为一名医生，为有疾病
的人解决痛苦的愿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培
养和孩子自己不懈地努力，张凤凤于
2007年考上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现
留校任职于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把孩子培养成才后，公婆也年事
已高。对待公婆李玉美细致入微，从
不怕麻烦、辛苦。在饮食方面，她隔
三差五来点花样，让公婆吃得高兴，
吃个顺心。她心里知道，自己多干
点，侍候好一点，才能解除丈夫的后
顾之忧，才能让他安心工作。公婆的
身体都不好，都有高血压、心脏病等
多种疾病。公公经常住院，她忙里忙
外，送饭，侍候老人，无论是在经济
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予了极大的
帮助。她怕老人寂寞孤独，有事没事
就和他们坐在一块聊聊天，拉家常，
方便的时候就带他们到处转一转，宽
宽老人的心。

时光流年，静待花开。因为爱，多
少年过去，即便经历了风风雨雨，李玉
美和张文依然感到彼此的温暖。他们
说：这或许就是爱的模样！

这就是爱的模样
——记东山街道翰林社区李玉美、张文家庭

经历了风风雨雨，李玉美和张文依然感到彼此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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