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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业的铸就，从来都有无数的付出与
牺牲。为护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
急管理系统的英雄们或于烈焰纷飞中见忠
诚，或于生死一线时显担当，或为抗击疫情
战至生命最后一刻……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636名消防
烈士、87名森林消防烈士在执行灭火救援
等任务、挽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过
程中壮烈牺牲、献出宝贵生命。今年以来，
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单玉厚等
3名应急管理干部牺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第一线。

缅怀是为了坚守，铭记是为了继承。
对应急管理战线英烈的祭奠、对英雄的赞
颂，都是为了新的出发，为了更好地前行。

舍生忘死战疫情

新年伊始，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管理系统干部职工挺身而出，严
防死守、埋头苦干、拼命硬干，无怨无悔坚
守付出、默默奉献，甚至奋战到了生命最后
一刻。

单玉厚，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
局长，连续奋战30天，为疫情防控物资保
障和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日夜操劳，终
因劳累过度不幸倒下。

从临危受命担任滨海新区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副指挥长开始，“连
轴转、亲自干”成为单玉厚的工作写照。

随着防疫形势的变化，工作转为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单玉厚又开
始夜以继日地指导企业复工复产。

从农历正月初二到最后离世，单玉厚实
地走访了30多家企业，马不停蹄地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自己却经常连口水都喝不上。

单玉厚因公殉职后，有人哭着说：“老
单太累了！终于可以歇歇了！”

杨俊志，河南淅川县应急管理局副局
长。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杨俊志上午
到分包村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下
午就倒在了马路边。

在同事眼中，杨俊志谨慎、认真，对工
作极为负责，“靠得住”。

这份“靠得住”源自杨俊志的每一分努
力。机构改革后，成为应急管理系统一员的
他，常常申请多值班。因为他觉得，只有在
值班中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才能快速上手。

“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杨栋的手机
里还保存着父亲杨俊志给他发的微信。在
杨栋看来，这9个字就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还有张庆华，
山东滨州市沾化区应急管理局党组副书
记、二级主任科员。为保障全区防疫物资
供应，主动请缨，连夜采购防疫物资，却不
幸牺牲在路上。

为有牺牲多壮志，创业艰难百战多。“对
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在
无数应急管理系统干部职工的践行中落地
生根，在一次次舍生忘死中熠熠生辉。

冲锋在前浩气存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正是对
消防英烈的生动写照。无论何时，消防救
援人员都无惧水火、无惧生死，永远冲锋在
前、舍生取义，传递浩然正气。

转制不转向，换装不换色。改革转制
以来，消防救援队伍初心不改、续写华章。

辽宁鞍山市消防救援支队铁东区大队
直属中队二班原副班长李铁，是消防救援
队伍改革转制后的首名烈士。为营救公园

里一名落水群众，李铁掉入冰窟，经抢救
无效，壮烈牺牲。

同样用英雄壮举温暖了那个冬天的，
还有烈士闫亚隆。在周边土方突然坍塌
时，闫亚隆毫不犹豫地推开队友，自己被
埋在了塌方下。

面对疾驰而来的车辆，正在处置火情
的张向博本能地推开队友，自己被撞飞
10余米。

在湍急漩涡即将吞噬生命的紧要关
头，吕挺临危不惧、冲锋在前，成功营救一
名落水群众，却在救援另一名群众中被急
流冲走。

面对欲跳河轻生的女子，刘磊从桥上
纵身跃下。危急关头，刘磊把救生圈套在
轻生女子身上，自己却再也没能游回岸边。

生死关头，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已
经成了消防救援人员的本能。

烈士刘乃夫与马小龙就是出于这样
的本能，用生命为队友托起生的希望。在
车辆失控、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们护住
身旁的队友，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

“被困人员救出来了没有？”生死瞬间，
烈士张伟杰想到的仍是群众的安危，而当
时他的双脚已被倒塌的建筑死死压住。

烈士孟鸣之，不顾个人安危，在烘干
机顶部利用水枪向内部灌水清理阴燃时，
不幸滑落烘干机内……

魂魄托日月，肝胆映河山。作为与群
众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消防救援
人员始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时冲锋在前，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

我们不会忘记，“8·12”黄岛油库爆炸
事故处置、西安“3·5”爆炸事故处置、衡阳

“11·3”火灾扑救、天津港“8·12”特大爆
炸事故处置，4次灭火救援有125人献出
了年轻的生命。

一部消防史，就是一部写满铁血荣光
的豪迈英雄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
636名消防烈士在挽救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中壮烈牺牲，用宝贵生命践行了铮
铮誓言、用赤胆忠诚铸就了永恒丰碑。

青山有幸埋忠骨

一年前，凉山垂泪，邛海含悲。27名
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的英魂长留在木里

青山。
烈士赵万昆是主官，执行任务时他负责

垫后。那一次，面对突发的林火爆燃和生死
一线的火海，赵万昆同样选择垫后。

他的一位生前好友说，赵万昆的微信昵
称叫“森林族”。他真的把生命奉献给了
森林。

24岁的代晋恺是四川森林消防总队凉
山支队警勤排新闻报道员。翻开他的微信
朋友圈，发布主题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两个
字：救火。

高高大大的陕西人高继垲是西昌大队四
中队的中流砥柱。稳重少言的他，谈起“打火”
却头头是道：“森林防火很多地方人迹罕至，
只能步行，最久的一次我走了十几个小时。”

22岁的周鹏为了当好一名森林消防
员，克服自己的恐高症，与队友穿行在六七
十度陡坡的深山老林。“为了消灭森林火灾，
再大的困难都要克服。”

三中队中队长蒋飞飞在微信朋友圈里写
道：“前3天连打了两场，回来还没来得及洗
衣服又通知走了。”29岁的孔祥磊，本来计划
任务完成后与女友结婚。26岁的汪耀峰，打
算为父母在武汉买一套房。20岁的张成朋，
还没来得及向暗恋3年的女孩表白。

就在木里火灾发生短短3个月后，西昌
大队再次以无畏的英雄气概奔赴火场。“我
们不能倒下，我们肩上还有使命。”西昌大队
大队长张军说。

来自凉山州冕宁县的赵有川，是新入队
的消防员。在木里火灾中，牺牲的西昌大队
教导员赵万坤是他的亲叔叔。赵有川说：“现
在，我只想着能继续接替他们的工作。”

但愿苍天情意在，唤回勇士护松岑。一
年后，击鼓催征，逆火而行。数百名消防员
踏着英烈的足迹再战火魔。

森林消防队伍始建于1948年，力量部
署覆盖 74%的国土面积与 92.6%的边境
线。70多年来，这支队伍在无数次恶战险
战中屡建奇功，先后有87名烈士在执行灭
火救援等任务中献出宝贵生命。

英烈精神永传承

英雄为人民献身，人民为英雄自豪！
即便木里火灾过去数月之后，人们对于

英雄的缅怀也未有丝毫削减。网友们自发

创建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微博超级话题，烈
士刘代旭的微博超级话题更是排在军事超
话榜第一名。

有网友留言说，你不一定能记住每一
位牺牲的英雄，但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危
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群体。

广大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也纷纷向英
雄们表达哀思和敬意。

天津消防总队保税支队中环西路中队
副中队长王枭：身着“火焰蓝”，我们肩负着
同样的责任。当警铃再次响起时，“火焰
蓝”仍将一如既往，誓死捍卫这片土地。

森林消防局直升机支队预备消防员韩
悦说：作为你们的战友，我为你们感到骄
傲。无论艰难与险阻，无论牺牲与奉献，我
们必将一如既往。

消防烈士李铁的追悼会，来自四面八
方的群众冒着严寒赶来参加。没有人因寒
冷而退缩，他们说，不管有多冷，不管等多
久，都要亲口跟英雄说声再见。

消防烈士刘磊、孟鸣之魂归故里时，被
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好儿子”。

在消防烈士刘乃夫的追悼会上，他的
队友说道：“兄弟你走好。今后我们沿着你
的路，继续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每一次牺牲都应当铭记，每一位英雄
都永垂不朽！

天津市委决定追授单玉厚“天津市优秀
共产党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河
南省总工会授予杨俊志五一劳动奖章，南阳
市委追授其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社会上迅
即掀起了向两位应急英雄学习的热潮。

最好的纪念在传承，最好的回馈是
奋进！

正如从去年木里火灾中幸存，此次又
投入到灭火战斗中的森林消防西昌大队四
中队政治指导员胡显禄所说：“我们把本领
练好，保护大自然，这才是对英雄最好的告
慰。再危险的工作也得有人去做，守护绿
水青山，需要我们作贡献。”

在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中，在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道路上，还会有很多
娄山关、腊子口，还会有更多的奉献与牺
牲。传承英烈精神、继承英烈遗志，将英雄
用生命捍卫的事业进行到底，忠诚践行“对
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
誓言，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致敬。

忠魂永驻天地间忠魂永驻天地间
——追忆应急管理系统英烈

本报记者 常 理 曾诗阳 通讯员 罗地生

“入境人员中一名健康申报有发热症
状和重点地区旅居史的旅客！”“收到，马上
到！”广东深圳湾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陈慧
敏立即将旅客引导至负压隔离室进行体温
复测、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截停密切
接触者，并有条不紊地联系120转诊、对接
实验室紧急送样、通知卫生处理等工作。
自疫情发生以来，这样的流程，陈慧敏已经
重复几百遍。

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海关成了
“防疫战线”最前沿，深圳湾口岸作为当前
深圳关区唯一开放的陆路旅检口岸，口岸

“防输入”压力巨大、检疫排查难度陡增。

深圳湾海关卫生检疫专家组成员陈慧敏，
凭着丰富的卫生检疫经验，与同事一道在
深圳湾口岸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医学专业背景、12年卫生检疫一线工
作经验，陈慧敏知道“这个时候必须上！”哪
里现场情况最复杂、工作最繁忙、责任最重
大，她就出现在哪里。陈慧敏先后参与制
定疫情防控方案，处置指引6版，绘制针对
性流程图8版，制定应急预案7个，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奉献着专业力量。

3月18日，陈慧敏在流调区出口值守，
一名中国籍旅客引起她的注意。这名旅客
的水银温度计复测腋下体温为36.5℃，自

述无明显症状。但陈慧敏丝毫不敢松懈，
反复询问后得知该旅客先后辗转法国、荷
兰、德国等多个疫情重点关注国家，旅行史
十分复杂，她立即警觉起来，马上按总署技
术方案提交后续处理，安排现场同事做好
密切接触者的数据收集和排查，并与地方
卫生部门保持联系，密切追踪此病例的核
酸检测情况。当日下午4时许，地方通报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为落实海关总署“三查三排一转运”检
疫措施，深圳湾海关需要增建临时医学排
查室，以应对现场逐渐增加的防控压力。
陈慧敏负责给“阵地工事”建设提供技术支

撑。“排查室建设标准是什么、医学设备如
何配置”，都需要她给出专业而明确的意
见。按照正常施工流程，搭建医学排查室
需要设计、采购、施工、安装等多链条协同，
至少需要8天，但是疫情形势严峻，必须要
在1天内建成。接到命令后，陈慧敏马上
到现场调研，详细掌握情况后立即与施工
方沟通协调，第一时间给出专业意见，讨论
可行性最佳方案，并将自己“钉”在现场确
保施工严格按照标准进行。不到24小时，
3间共50平方米的排查室建成并投入使
用，为口岸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

“防输入”工作开展起来，陈慧敏连续
奋战30天，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甚
至有一次连续23小时没有合眼。“你怎么
还在这里？”这是同事们在口岸看见陈慧敏
经常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由于工作强度
大、站立时间长，陈慧敏多次腰部旧疾复
发，贴药膏的地方严重过敏，靠抗过敏药与
止痛药减轻症状，但她无怨无悔。她常说：

“为万家灯火，我们甘愿舍小家顾大家，携
手‘逆行’，职责所在！”

坚守在“防输入”最前沿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脚踩“风火轮”的梁连春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作为医务人员，就是要义无反顾地冲在前线。”北京佑安医院
感染综合科主任梁连春，深耕于传染病救治领域30多年，在抗击
新冠肺炎一线战场上，他带领同事们团结合作，守护患者的生命
健康。

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要负责发热门诊筛查与收治工作、确诊
病例病区、重症监护（ICU）病房，基本上每天工作15小时至18小
时，争分夺秒，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医院不同区域。

梁连春接手发热门诊后，每天早上7点、晚上5点两个时间段
进入发热筛查门诊，了解发热门诊接诊收治情况、普通发热病人情
况、具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病学史的发热病人就诊情况，规范
发热门诊分类诊治、普通病人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分诊
收治流程、诊疗规范及信息报告流程，减少发热门诊大厅患者滞留
时间，最大限度降低患者及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的概率。

同事开玩笑说，“梁主任，您每天就像脚踩风火轮，实在是太忙
了”。病人逐渐增多后，梁连春每进入隔离病房查看一遍病人需要
两个多小时。他一天要多次进入病房，在繁重的防护服下，多说几
句话就明显憋气，查完房下来衣服都湿透了。

虽然压力大，责任重，但梁连春工作起来总是有条不紊，井然
有序。因为经历过“非典”、甲型H1N1流感等传染病的救治与防
控，他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坦然面对每一次疫情。”这一份坦然
是团队成员的定心丸。梁连春说，“年轻的医护人员一开始对这个
病比较担心，害怕被感染。老同志经验丰富，就要起到带头模范作
用。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协作，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重症与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是北京佑安医院医疗工作
的重中之重。前段时间，从外院转来一批合并心脏疾病的80岁至
9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基础病多且重。梁连春带领团队夜以继日
奋战，他每天两次进入ICU病房，逐一了解每一位重症病人的情
况，每日与重症患者救治专家组会商，为每一位重症、危重症患者
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很多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转危为安，康复出院。

在抗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生命虽然脆弱，但生命的转机
也在瞬息之间。危机与转机之间就是生死线，而梁连春每天都踏
在这条生死线上默默守护着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

森林消防队员在全力扑救云南昆明禄劝森林山火。 （资料照片）

我们继续留守武汉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王 松

雷神山医院有支

“血透小分队”
本报记者 董庆森 通讯员 李 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武汉多家医院透析室不得不暂时关闭，
一些患者感染上新冠肺炎后，如何坚持做血液透析成了难题。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有一支由21位医护组成的“血透小分
队”，他们每天穿戴防护服和护目镜在感染病房里穿梭，为需要透
析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血透，每天至少在患者病床边“零距离”接
触6个小时。4月1日，血透患者陆续出院，总人数降至9人。

3月18日，武汉市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向武汉市各医院以
及白求恩血液透析医疗队发出邀请，请求组建一支血透医疗队。
3月19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等21名血液透析
医护人员，赶赴雷神山医院开展血液透析患者的救治工作，雷神山
医院也成为血液透析患者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

“血透小分队”负责人、武汉市第一医院肾病科主任熊飞带领
医护人员来到雷神山医院，迅速了解熟悉设备和病区，对所有需要
透析患者开展治疗，每天从早上7点半工作到下午3点。

56岁的刘女士患尿毒症13年，每周去汉口某医院定期透析，
今年2月她感染新冠肺炎后，被定点医院收治。虽然刘女士的新
冠肺炎病情不算严重，但无法坚持透析成了最大问题。3月19日，
刘女士被转入雷神山医院，在“血透小分队”及病区医护精心治疗
和照顾下，3月30日，刘女士康复出院。

“血透小分队”成员王咏红、王君都是武大中南医院肾内科血
透室护士，她们主动承担了多位患者的透析工作。每天早上8点，
她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好口罩、手套、靴套和护目镜，推着沉重
的血透仪器、耗材在病区里穿梭，到患者病房进行透析，待患者生
命体征平稳后，再到医护通道隔着玻璃观察患者病情变化。下午
3点左右完成交班，走出病区全身衣衫早已被汗水湿透。“每天下
午3点结束工作，中饭和晚饭就合一起吃了。”王咏红表示，刚来时
雷神山医院一共有30余位需要血液透析的新冠肺炎患者，每位医
护都非常忙碌。

截至4月1日，雷神山医院新冠肺炎的血液透析患者降至个
位数。“血透小分队”医生俞翔说：“虽然我们增援雷神山的时间较
晚，但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作为河南省第14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河南省疾控中心健
慢所主任冯石献目前仍在武汉执行流行病学调查任务。这是他经
历“非典”、汶川特大地震后第三次奔赴“前线”。

“到达武汉的当晚，我们就把全队12名队员分成3个组，第二天
进入工作状态，到今天为止没有一天间断过、休息过。”冯石献说，医
疗队实验室检测组的4名队员全面接手了武汉市硚口区疾控中心
的核酸检测工作任务，制订出最优方案和检测流程，最大限度提高
实验室检测效率，创下了最多一天检测413份样本的纪录。截至3
月26日，已完成4064份样本核酸检测。“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国家
卫健委要求，继续留守武汉，疾控队员要继续完成疾控培训工作。”

同样坚守武汉的还有河南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作为医
疗队队长的河南省卫健委艾防办主任刘心想带领队员们担负着为
部分新冠肺炎治愈但仍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做好康复治疗。

“所有医疗队员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患者，为危重病人理发、
洗头、喂水、喂饭、送水果等，深得患者赞誉，患者制作了很多小视
频在朋友圈广泛传播。”刘心想说，武汉经历的点点滴滴都让他深
受感动。他表示：“我们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确保每一位病人都安
全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