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1月建成投入执勤的市
消防救援支队丹阳开发区消防救
援站，是全市最年轻的消防救援
站。尽管资历不深，但成绩斐然，
去年被总队评为“十佳消防救援
站”，党支部被总队评为“先进基层

党支部”，团支部被总队评为“五四
红旗团支部”……

走进开发区消防站，随处可见的
“走廊文化”，让人心生温暖，习近平
总书记的“四句话方针”是队站文化
的“魂”。全市接近 1/3的火灾集中

在丹阳，火灾体量大，起数多。作为
两个“国家队”的其中之一，开发区消
防站除去辖区日常工作，还承担丹阳
市大型火灾增援任务。“提升综合业
务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开发区消
防站指导员吴云飞表示，一直以来，

消防站着眼于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
本标准，不断加强体技能训练。

在夯实体技能的基础上，消防站
结合辖区实际，统一修订完善各级预
案和重点单位灭火救援预案，针对人
员密集场所、危险化学品单位、高层
地下建筑、仓储单位等逐一进行摸底
排查，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石油化
工、厂房企业、公众聚集场所等火灾
扑救训练，检验组织指挥能力、临警
处置能力、火场估算能力、综合决策
能力等。

荣誉可以说明一切。优秀青年、
优秀共产党员、市青年岗位能手、代表
支队参加总队夏训执勤训练考核并取
得全优，在支队全年执勤岗位练兵中
取得团体第二名。去年，消防站共接
处警186起，出动消防车342辆次，出
动消防员1620人次，抢救被困人员32
人，保护财产价值约878.4万元。

“正规化建设始终贯穿消防站日
常工作。”吴云飞表示，无论是日常生
活细节、工作规范，还是训练大纲、人
员动态，消防站的正规化建设，将以
往的粗犷式管理，变为如今的精细化
管理。2017年，支队试点智慧消防
建设，开发区消防站建立信息化管
理，器材装备、人员动态等，打开电脑
一目了然。

如今，转隶改制后的消防队伍，
任务更大，责任更重。吴云飞表示，
开发区站结合主题教育和改革形势
任务，把握改革期间管理教育工作的
特点规律，早着手、早部署、早安排，

“通过强有力的工作措施，将指战员
的思想统一到上级的决策部署上
来。” 曾海蓉 庆经纬 陆鑫

初心不改，浴火前行
——记镇江消防救援支队丹阳开发区消防救援站

丹阳市开发区消防救援站消防队员合影。

如果说，每个男孩都有一个英雄
梦，那么“消防员”，是他梦的开始；如
果说，逆火而行是消防员的职责，那
么参加灭火救援战斗 2000余次，是
他梦的延续；如果说，一人强不算强，
团队强才是力量，那么言传身教带队
伍，是他梦的升华。

他是镇江消防救援支队丹徒区
大队宜城消防救援站站长李伟。曾
荣立三等功2次，连续两年被总队评
为“十佳基层指挥员”“优秀共产党
员”。他所在的宜城站被评为“十佳
基 层 中 队 ”和“ 基 层 建 设 先 进 中
队”……

所有成绩，闪烁着他梦的光泽。

逆行火场，战斗中百炼成钢

2019年 3月 21日，一声巨响，盐
城响水化工厂成为众人瞩目的地
方。在省消防救援总队统一安排下，
镇江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行动，派出精
兵强将增援盐城。李伟，成为众多逆
行者中的一员。

“接到命令就出发，根本没有多
想。”因为怕家人担心，李伟在车辆
经过妻子单位时，打了个电话告知
对方“去盐城出差”，“直到第二天她
才反应过来，我可能是去参与救援
了。”回忆当初的火速驰援，李伟淡
定轻松。

镇江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的辖区，
离核心爆炸区仅 100多米。车辆刚
下高速，一股刺鼻气味就扑面而来。

“当时是深夜12点多，远远就能看到
现场有多处火点。”来不及休息，李伟
和同伴开始了救援行动。

2个 1500立方米的内浮顶苯储
罐剧烈燃烧，火焰卷着浓烟达数十米
高，李伟冲锋在前，扑火、搜救。“谁都
知道，在那里待 1分钟就有 1分钟的
危险，但没有人退缩。”整整5天的救
援，李伟几乎没有睡上一个完整觉。
实在困了，就在消防车副驾驶位置稍
微眯会儿。因为空间太小，只能蜷
缩，时间长了腿就疼。直到现在，李
伟对副驾位还有阴影，“不敢坐，就怕

腿伸不开。”
救援结束，李伟直接回了单位，

第3天的周末轮休，才回到了家。妈
妈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看到儿子疲
倦成那样，似乎一下苍老了好几岁，
泪流不止。从不爱睡懒觉的李伟，回
到家那一觉，睡了16个小时。

对李伟来说，消防员的职责就
是救援，如果没有逆行火场的经历，
何谈职业价值。2018年 9月 14日，
丹徒区永达模塑有限公司发生火
灾。现场火势十分猛烈，浓烟滚滚
升腾，李伟带着队员们冲进火场。
突然，他发现火场内部烟层下降，钢
结构上的防火涂料也随之脱落，他
判断这是坍塌的前兆，立即下达紧
急避险信号。大家刚撤离，厂房就
发生了大范围坍塌。最终，经过全
力救援，8小时后，厂区黑烟慢慢散
去，大火终于被彻底扑灭。

言传身教，训练场上练精兵

17岁当兵，连考 3年，终于考上
军校，2014年来到镇江消防救援支
队。那时候，李伟并没有想过自己会
成为一名基层主官。“除了自身努力，
还要带好队伍，这并不容易。”在李伟
看来，自己并不是一个多有天赋的
人，如果一定要说带好队伍的“秘
诀”，那只有三个字——责任心。

23岁的山东小伙儿张朔，是宜
城站公认的业务尖兵。但刚来时，
他并不突出。坚持因材施教的李
伟，看出张朔在专项训练上的潜力，
在爬绳等项目上对其进行特别训
练，甚至利用私人关系，帮其寻找体
校教练，“现在在 4层楼爬绳这个项
目的平均水平是 23秒左右，张朔一
般是在13秒左右。”

在训练大纲的基础上因材施教，
也成为宜城站的训练特色。李伟坚
持科学训练，带领队员研究DRT绳
索技术和激流水域救援知识，提高综
合救援水平。“训练场上没有‘还可以
’，只有‘必须行’。”李伟说，每一次成
功的战斗都不是机缘巧合，而是靠扎

实的训练取得的。宜城站也因此连
续多次在支队举办的各项比武竞赛
中取得团体第一、第二的优异成绩。
去年全省的比武竞赛中，支队派出的
8人小团队中，有4人出自宜城站。

细节决定成败。李伟十分注重
队员个人习惯的养成，在他看来，及
时打扫卫生、用过的东西归位等，尽
管都是很细微的事情，却展示了消防
员的素养和精神面貌。与市区消防
站相比，郊区消防站的消防员可能没
那么活跃，但好的素养和业务，能让
大家迅速成长。

李伟是这样要求别人的，同样
也是这样要求自己。每天早晨，他6
点起床，跑步 7-8公里，微信运动步
数几乎天天“霸屏”朋友圈，“到了夏
天，训练服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干的
时候。”

柔情相伴，深藏对家的亏欠

今年 30岁的李伟，是非典型 90
后。妻子是一个懂生活的人，每到节
假日，都希望能过得很有仪式感。“可
一到节假日，就意味着有各种安保任
务要来，根本不可能休息。”说起家
庭，李伟言语中满是愧疚。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骤然打响
后，李伟更是近两个月没回过家。今
年3岁的儿子，可能还不太明白爸爸
工作的意义，但他会在玩着一半时，
突然说一句“我想爸爸了”。“陪伴孩
子的时间确实很少。”李伟说，上一次
儿子因肺炎住院，躺在病床上哭着喊
爸爸，可那是自己正在安保的岗位
上。直至孩子出院，妻子才将儿子生
病的事告诉他。

不能陪伴的，还有父母。母亲身
体一直不好，2017年因癌症在市一
院做手术。住院那么久，李伟只去医
院探望过一次。“但他们从没责怪过
我，总说支持我的工作，让我安心。”

家，是最柔情的地方，也是最坚
强的后盾。2003 年的那场衡阳大
火，让还在读初三的李伟认识了“消
防员”这个职业，结下了“英雄梦”。
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是家人，给了他
激情燃烧的最大动力。

改革后的消防事业，重新再出
发。“坚持战斗力标准不动摇，就是对
我们自己这身‘火焰蓝’的尊重”，是
李伟常挂在嘴边的话。信仰是光，梦
想点燃，而他心中最坚定的光，就是
誓以热血护卫平安……

曾海蓉 庆经纬 陆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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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的梦想，才更熠熠生辉
——记全省“十佳基层指挥员”宜城消防救援站站长李伟

单兵 400米疏散物资第一名、班
组出战快速控火操第一名、纵深灭火
操第一名、15米金属拉梯第二名……
翻开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站一班班长
杨秀平的成绩册，不是全市第一就是
第二，让人心生好奇：到底是怎样的经
历，才能锻造出如此优秀的成绩。

出生在云南的杨秀平，是一个典
型的 95后，热情、阳光、满满正能量。
工作 9 年来，他干过驾驶员、装备技
师、执勤班长，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不
管是身穿橄榄绿还是火焰蓝，认真尽
责，是他不变的初心。

装备技师要负责装备器材。那时
候，液压剪、防化服、金属切割机等都
是进口器材，说明书大多是英文，看不
懂怎么办？那就学！杨秀平要么自己
摸索，要么打电话询问战友，利用业余
时间学习器材理论知识，就这样，从性
能参数到操作程序，再到保养维修，杨
秀平最终练成了“会讲解、会示范、会

保养”的专家。“现在，站里配置的车辆
装备和器材，操作基本能做到得心应
手。”杨秀平不仅自己学，还教会其他
人，带动驾驶员队伍建设上升了很大
的台阶。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这是杨秀平一直信奉的话。
作为一名执勤班长，他处处注意自己
的言行，高标准严要求，不仅把自己班
里的人员管理好，还协助干部做好队
伍教育管理。不管是在灭火救援现
场，还是在训练场上，杨秀平总是冲在
最前面的那一个。“我第一个上，大家
就没有顾虑了，就会一起上了。”

9 年来，杨秀平始终坚守在一
线。在他看来，这是自己对工作的热
爱，更是对职业的敬畏。“时间匆匆而
过，只有真正付出了，才会有收获，而
只有收获，才是对自我价值的最好诠
释。”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曾海蓉 庆经纬 陆鑫

只有收获才能感受付出的值得
——记镇江消防救援支队特勤站一班班长杨秀平

丹阳市丹北镇，被誉为丹阳“金三
角”，辖区内共有规模性企业148家，中
小型企业2700余家。产业集聚带来的
经济效益背后，隐藏着极大的消防安
全隐患。2009年11月，市消防救援支
队丹阳大队滨江专职队应运而生。

“消防专职队与普通职业不同，对
队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非常高。”滨江专
职队队长罗峰表示，专职队承担着灭
火和社会抢险救灾的双重任务，因为
担负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队伍必须
随时“拉得出，打得赢”，严格高效训
练，成为这支战斗队伍的“魂”。

不管是骄阳酷暑，还是冰天雪地，
专职队的日常训练从未中断。为了提
高队员业务水平，专职队还专门组织
队员到“国家队”进行培训，现场教学、
当场操作，“从最基础的消防技能开
始，两盘水带连接，切割机，剪扩器等
消防技能都不落下。”丹阳大队对专职
队的业务也有着严格的考核，每两个
月进行一次，确保队员业务过关。

20个人担负丹北镇约139平方公

里的消防安保工作，强度之大，可以想
象。除了日常训练，罗峰也会想办法
为队员做好调节。因为丹北镇的山体
比较多，针对森林火灾救援，专职队在
训练之余，也会组织爬山运动，在做好
体能储备训练的同时，更有专业训练，

“我们还配备了森林灭火器、皮制拖把
等，用于专业火灾救援。”

“六熟悉”演练，是专职队日常的固定
项目。罗峰介绍，针对辖区二级重点单位
以及密集型生产单位，专职队强化火情侦
查、复杂情况下救人、消防供水、通信联络
等灭火救援行动重要环节的应用性训练
和实战演练。素质过硬，更彰显在灭火救
援中。去年，专职队灭火抢险救援共接警
出动225起，抢救被困人员13人，抢救财
产价值250.8万元，成功参与处置了界牌
3.30优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大型火灾。

“自专职队成立以来，辖区内火灾
数量较以往明显减少，尤其是厂房火
灾和民房火灾，情况有了显著改善。”
言语中，罗峰有着掩饰不住的自豪。

曾海蓉 庆经纬 陆鑫

以青春之火奏奋斗之歌
——记镇江消防救援支队丹阳大队滨江专职队

1990年出生的符文俊，尽管戴着
口罩，眼眸间散发的光芒，仍让人不能
忽视。11年前，符文俊从部队复员回
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因为迷恋曾
经的迷彩服，2014年丹阳市消防大队
征召合同制消防员，符文俊毫不犹豫
地报了名，成为市消防救援支队导墅
专职消防队的一员。

如果说，兴趣是起点，那坚持不懈
的努力，就是符文俊坚守的最大动力。

“我相信，没有什么是努力不能达成
的。”专职消防队，与普通工作相比，对
技能要求非常高，而所有技能提升的基
础，都是体能。于是，符文俊开启了白
天训练，晚上“加练加学习”的模式。

每天早上，其他队员还没起床，符
文俊已经跑完了5公里。按照队里安排
好的计划，符文俊同步训练的同时，还
会增加强度。业务上的勤学苦练，最终
为提升执勤灭火救援技能打下了良好
基础，也为符文俊带来了个人荣誉。

2017年，符文俊参加支队组织的
夏季岗位比武竞赛中，获得单人架设

六米拉梯第一名。带着这样的好成
绩，符文俊被支队推荐到省里参加比
武竞赛。“可能是太想为支队争光，压
力太多，最终因失误没有取得任何成
绩。”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很大。

符文俊并没有被打倒。训练场上，
他更加刻苦，针对单人架设六米拉梯项
目，他专人专训，白天请同事将他训练
的过程拍摄下来，晚上到健身房练完体
能回宿舍后，又对着视频一遍遍研究技
术动作，同时上网找专业视频对比，第
二天再根据研究的成果进行动作调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的全省
比武竞赛中，符文俊再次代表镇江支队
出战，取得全省第4名的好成绩，单人架
设六米拉梯用时6.8秒，而这个项目的
及格时间为15秒。

抱出着火的煤气瓶、从翻到沟里的
卡车里救人……作为消防队战斗班班长，
符文俊永远冲在最前面。6年的消防生涯
中，他参与大大小小的灭火、救援1500余
起，救助遇险群众5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
2000余万元。 曾海蓉 庆经纬 陆鑫

退伍老兵续写蓝色风采
——记镇江消防救援支队导墅专职消防队队员符文俊

荣誉室、电影院、健身房……走
进市消防救援支队丹徒区消防救援
大队，队员训练之余，各项政工建设
配套齐全，队员业余生活丰富。在大
队教导员陈小平看来，消防职业文化
的建设，能促进队员更好地战斗。超
前与文艺培训机构协商文娱节目创
作，创作的情景剧《抉择》，就曾获得
各级部门的一致好评。

今年年初的战训考核中，丹徒大队
优秀率达100%，大队业务尖兵也多次
代表支队参加全省甚至全国比赛，获得
不俗的成绩。“这些都是坚持战斗力标
准不动摇的结果。”陈小平介绍，大队重

视实战化水平，制定重点单位数字化预
案，开展“863”熟悉演练，开展重点单位
实地演练。去年以来，大队共接处警
672起，出动消防车1044辆次、出动消
防员4372人次，抢救被困人员49人，抢
救财产价值约223.9万元。

消防网格化管理，是丹徒大队的
特色工作。在宜城街道西麓社区的
网络综治平台消防板块里，辖区内的
企业信息都与之相关联，在手机里录
入后，随时都能查到相关信息，一旦
发生火灾，可以第一时间启动网格化
层级处理。

丹徒区地域相对分散，乡镇各有

特色。大队针对不同乡镇，对症下
药，如对高桥雪地靴企业定期检查。
去年大队开展行业治理工作，检查单
位 104 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258
处。“我们还在辛丰、高桥和高资各设
立了 3 个专职队，补充‘国家队’力
量，第一时间处置火灾。”

后勤保障扎实，才能提升服务水
平。去年以来，大队累计投入980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采购 25米高喷消
防车、城市主战车、供水泵组和18吨
泡沫水罐消防车，投入110万元用于
3 支专职队营房出新和装备建设。

“我们还先后投入200万元用于大队

营房出新和库室维修改造。”陈小平
表示。因为辖区特点，除去每年固定
的节假日安保，世业洲音乐节也是大
队保障的重点之一。消防车、防火参
谋，大队都要提前到现场进行检查，
确保安全，“每年我们都是去得最早，
走得最晚的那批人。”

改革的号角已然吹响。“全灾种，
大应急”不是口号，而是意味着更大的
责任。在陈小平看来，只有按照应急
管理部提出的“五个不动摇”，在中国
特色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的新路子上持
续探索，才能朝着精准化发展的方向，
不断前进。 曾海蓉 庆经纬 陆鑫

向着“全灾种 大应急”精准迈进
——记镇江消防救援支队丹徒区消防救援大队

李伟出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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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制以
来，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为指
引，在总队党委和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紧扣新时代消防救
援队伍使命任务，立足“主力军”

“国家队”职能定位，着眼“全灾
种”“大应急”实战需求，坚持“四
句话方针”不动摇、坚持“两严两
准”建设标准不动摇、坚持战斗力
标准不动摇、坚持24小时驻勤备
战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消防
救援队伍建设新路子不动摇，努

力提升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能
力。全体指战员始终对党忠诚、纪
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充
分发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战
斗精神和舍己奉公、甘于牺牲的
奉献精神，实现了“双稳定”目标，
创造了新的辉煌业绩。全市火灾
起数实现“六连降”，连续6年未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2019年
支队连续第4年被总队评为“先
进支队”“好班子”，5项工作迈
入先进行列，队伍中涌现出一大
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