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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火面前，每位志愿者都是城市英雄

8月以来，极端高温天气下，重庆已发生森林
火灾18起，山火肆虐，险象环生。

迎战！迎战！
各方志愿力量迅速行动起来。
“灭山火，我请战！”8月22日上午9点，36岁

的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队员、退役
军人涂亮跟随大渡口区志愿队伍驰援巴南界石。

“我们的任务是从山腰向山顶砍出一条隔离
带，和后山开辟的隔离带汇合，阻止火势蔓延。”
尽管有汶川大地震、贵州森林火灾等救灾经验，
现场情况仍让志愿者们感到困难重重。

“山上杂草丛生，完全没有路，身后是四五百
米的悬崖峭壁，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用脚和工具开
辟出道路。”涂亮说，此外，山上的植物一米多高，
牢固且带刺，到达山上大家的腿上、手上、肚子上
都有被割破的伤口。

从22日上午9点到24日下午5点，涂亮只睡
了两次，每次两三个小时。他说：“非常累，但是
睡不深沉，救火必须争分夺秒，一刻都耽搁不
得。”

因为要和“火魔”抢时间，高温加上大量体
力消耗，涂亮和志愿者们大都中暑了两三次。
中暑之后头晕、反胃，待在安全地带休息好之后
他们又立马再进去灭火。“轻伤不下火线，我们
没有一个人退缩。”

也是在巴南界石山火救援现场，8月22日
晚，合川区蓝天救援队队员杨航不慎在设置隔离
带、保证供电的应急抢救任务中，被负荷过重弹
出的电锯链条割伤了右手手腕，顿时血流如注。
经过现场医疗队员紧急止血包扎后，杨航被送往
医院接受手术。

“你们的报道不会被我爸妈看到吧？”电话
中，杨航的声音虚弱但乐观。这位来自湖北恩
施的26岁小伙子是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的教师，
从上山扑火到受伤手术，他把父母瞒得死死
的。一来怕父母担心，二来他还想伤愈后继续
参与救援任务。

在北碚山火救援中，许多人都对一道红色身
影印象深刻，他是北碚（人防）山城雪豹应急救援
青年突击队队长彭刚。

从8月22日接到救援任务，彭刚就第一时间
穿着一身红色队服来到扑火现场。当天，他带领
30余名突击队员对上山的生命通道进行全力疏
导，保障后续物资和灭火专业人员能够顺利赶赴
前线。

三天时间内，灭火志愿者来了一批又一批，
但这道红色身影始终战斗在救援一线。

是志愿者，也是扑火英雄

8月22日，在北碚歇马靠近山顶的灭火总指
挥部，55名由朝阳街道“朝阳大妈”志愿者组成的

“娘子军”，将灭火后勤工作安排得妥妥帖帖。
“21日晚发生山火，我们22日凌晨4点接到

灭火支援通知，4点30分83人就集结到位，其中
女性55人，我们都是‘朝阳大妈’志愿者。”志愿
者之一、北碚区朝阳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凌泽
莲介绍，“朝阳大妈”是街道的志愿服务品牌，不
分男女老少，都有一副热心肠。

一到指挥部，凌泽莲和女同胞们就发挥平时
料理家务的女性优势，将散乱堆积的各类物资分
门别类。牛奶、功能饮料、矿泉水、药品、毛巾……
她们将十来个种类码放整齐，又分拣米饭、馒头、
鸡蛋、熟食等，打包转运到附近农家乐阴凉处保
存，有冰箱尽量放进冰箱。

到饭点了，她们打包饭菜，将八个、十个盒饭
抱在胸前，跨上摩托车，沿着崎岖山路，往消防
员、志愿者奋战的山岭上送去。

由于道路陡峭难行，女队员江昶与摩托车志
愿者一起摔倒。“还好盒饭没洒”，江昶顾不得手、
脚的剧痛，清点盒饭、继续上车。

当日，朝阳街道这支“娘子军”总计送饭上山
500余份。平时穿高跟鞋、说话轻柔的女性，个个
战成了“女汉子”。

在北碚、巴南，不少市民组成摩托车队运送
物资。北碚区退休职工、志愿者蒋珂在歇马镇
新民村物资接收点目睹了紧张有序的物资运输场
面——年轻的摩托车手一到，从背上甩下一个特
大号背包。等候在旁的志愿者们各自往背包里装
东西，水、手套、口罩、灭火器、砍刀、草帽……一个
个都在喊着“快点装、快点装”。装好了，车手丢
下一句“我走了”，“突突突”往山上冲去。那阵
仗，俨然是在上战场，去和山火拼杀！

“有一个骑手娃娃，从摩托车上跌跌撞撞摔
下来后立马吐了。我们赶紧拦下一辆送物资的
小车，请司机把他送去山下医院。看样子，他比
我的孩子年龄还小，真是不容易。”蒋珂仍为那个

“骑手娃娃”揪心。
32岁的唐子轩是一位退役军人，8月22日，

他看到山火现场需要摩托车运送物资的消息，便
驾着代步的踏板摩托车前往巴南界石现场，还自
备了食物、水和防暑物品。

“路上起码有几百辆摩托车不停往返，各行
各业的人都有，大家从物资集中地装物资往起
火的山脚跑，卸下物资再回去继续拉。”当日，
唐子轩跑了近10趟，晚上收工时衣服裤子都湿
透了。

是志愿者，也是转运员

灾害面前，没有旁观者。
山下，爱心企业、普通市民踊跃参与，提供食

物、手电筒、藿香正气液等前线急需的物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我们也想尽一份

力！”……8月21日晚6点起，巴南界石山火发生
不久，巴南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巴南区壹
家人志愿者协会会长杨军就不断接到志愿者来
电和微信。他干脆建了一个微信群，4个小时火
速集结220多名志愿者。

在协会组织下，22日，近50名志愿者上山砍
隔离带；23日，20多名志愿者参与筹集物资；24
日，50多名骑手志愿者运送物资、人员。

“好些人没轮上，不甘心啊，不断追问我‘啥
时候能上场’。”杨军说，大家热情之高，超出了他
的想象。

还是21日晚，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社区党委
书记李自玲在社区群发出“物资征集号召”，居民
们一传十、十传百。“社区办公楼外面一会就来了
好多志愿者，感觉全世界的物资都向我们涌来！”
当晚，李自玲和志愿者接收物资到次日凌晨2点。

22日凌晨1点，见现场还有近百人，李自玲
举着扩音器喊，“请大家回去休息，党员留下
来”。话音刚落，广场上的青壮年齐刷刷举手喊
道：“我们是党员”“我们先上”！

这一幕被现场市民拍下来上传到网络，引来
无数点赞致敬。

“那一刻现场的气氛很震撼，让人热血澎湃。”
南岸区市民周先生就是其中一员。他说，那天晚
上他正和朋友聚餐，刷微信朋友圈看到巴南区发
生火灾，几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决定前往支援。“重
庆人民血脉相依，想去尽一份力，能帮就帮一下。”

在北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爱心物资接收点，
有一位志愿者的电话没有间断过，她叫郝婉秋，27
岁，预备党员，怀孕5个月的准妈妈。从新闻中了
解到歇马街道虎头村突发山火时，她主动请战被
安排到物资接收点接收物资。

“哎呀，不用记我的名字，我只是想为一线的
救援人员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郝婉秋说，这是
几天来600多个电话中，她听到最多的一句。

8月24日，北碚区四个诊所联合在微信朋友
圈公布地址和电话，免费为在灭火中受轻伤的朋
友治疗。

此次行动发起人、北碚姜太湖诊所所长朱丹
说：“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呢？他们是逆行
者，负重前行，为英雄疗伤，我们光荣！”

尽己所能，慷慨解囊。
这是这几天，许许多多不能上“战场”的重庆

人共同的选择。
你我他，人人都是志愿者，每个人都在努力，

让这场救援更有序，更有力，也更有温度。
互联网上，无数网友时刻关切着山火扑救的

进展，纷纷留言表达对救援人员、志愿者的敬意
和感谢。

一位网友感慨：平常，大家生活稀稀松松，时
有计较，偶有争吵。没想到，当灾难来临，大家
是如此的豪爽，不计得失，不计生死，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有车出车、有物捐物、送饭送水……人
人都成了平民英雄。

是志愿者，也是你我他
□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懿瑶

8月24日，重庆日报制作的短视频《我就休息这一下 马上就好了》在重庆日报抖音号
上收获844.6万+阅读量、3.4万条评论，视频号上收获528.5万+阅读量、上万条评论，微博
号上收获142万+阅读量、500多条评论。

视频主角是参与重庆北碚山火救援的越野摩托车志愿者。这些“90后”驰骋在陡峭山路
上，个个都已筋疲力尽、浑身泥土，但他们却倔强地说：“我就休息这一下，马上就好了。”

连日来，一幕幕志愿者参与山火扑救的动人画面触动了无数人的泪点，网民纷纷为志愿
者点赞，为这座城市的坚韧顽强和不屈不挠点赞。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8月23日午后，铜梁区永嘉镇圣水村山腰，山火渐弱，连日奋
战灭火一线的人们抓紧时间休息。刚刚开辟出来的防火隔离带
上到处是疲惫不堪的人群，或小坐休息，或席地而躺打个盹。

其中，有一支由永嘉镇高龙村15名村民组成的支援队，每个
人古铜色的脸上汗珠未干，挽起的裤脚下烟熏火燎之后黢黑的脚
杆，让人触目惊心。

“20号圣水这里发生山火，镇里就号召大家过来支援，21号我
们就自愿报名过来了。”今年53岁的蔡礼贵是高龙村妇女主任，也
是这支支援队的队长，“每天早上四点半我们从村里出发，五点过
就能到山上。”

尽管15个人几乎都年过半百，但常年的劳作练就了他们良好
的体力。除了一线灭火，他们几乎什么重活累活都干。

“送水送物资、背消防水带、砍隔离带，啥子事我们都能做。”
山高坡陡，常人空手上山都累得气喘吁吁，74岁的叶敬华却能扛
着重物上上下下。“我是老党员，又当过兵，这点活还是没问题。”

“明火没了，灰底下还藏着火星，风一吹就燃起来了。”蔡礼贵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过火后的林子里不仅烟雾弥漫呛得人睁不开
眼睛，厚厚的灰烬下还有很多木头在缓慢燃烧。“林子里温度能达
到70℃，走在里面身上汗如雨下，很容易脱水。”

巡查过程中，如果遇到死灰复燃，他们就用铁扫帚或橡胶扫
帚灭火。“复燃的地方多，我们就要来来回回查看，鞋子上全都是
厚厚一层灰。”蔡礼贵说。

不仅仅是鞋子上满是灰烬，虽然穿着长裤，但在过火后的林子里
来来回回巡查，灰烬已将每个人脚踝至膝盖部分的脚杆全部熏得黢
黑，犹如山林间过火后的树干。

8月23日夜里10点，在圣水村一处民房外稍作歇息的队员们
依旧不敢放松。“这几天每天都是晚上12点才下山回家，不晓得今
晚上还会不会有事情。”

15双黢黑的脚杆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宋剑

8月23日深夜11点，北碚区人和水库旁的坝子上，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更胜白天。

“准备进山！”
随着重庆822救援队队长黄平一声呼喊，20多名队员戴好头

灯，整理好装备，准备进山。
他们的任务是跟随在消防和武警队伍后方，作为后备力量，

扑灭小火和余火。当天晚上，有52名队员上山支援。
这是27岁的田愿林在这里的第三天，他是重庆822救援队的

一员，平日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在北碚区经营着一家名叫小
时代的理发小店。

“今天估计要通宵了。”田愿林说，山火燃起来的这三天里，他几
乎每天都在山上，只有23日上午理发店开了半天门，“坐在店里又
觉得身上不舒服，觉得自己是‘逃兵’，于是下午又上来帮忙了。”

刚刚放下盒饭的队友小王，在旅游行业工作，当天晚上下班
后没来得及吃饭，匆匆与队友汇合后上山。

重庆822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队伍，由现役军人、退伍军人
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平日里他们主要在北碚活动，有需要时，也
会四处支援。此前，田愿林曾跟随救援队前往贵州参加救援。

理发店老板闭店三天上山支援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8月24日午后，巴南区界石镇新玉村，气温超过40℃。
扑完几处复燃的山火后，巴南区应急局森林灭火队队长朱剑

波和队友们脱下厚重的防护服，抓紧时间在树荫下休息。连日奋
战，大伙都非常疲惫。

“朱队长，你手臂上的纱布掉了，血又出来，你还是到医院去
看哈哦。”

“不用、不用，掉了干活还方便点，纱布裹着碍事。”在队员龚
刚玲的提醒下，朱剑波发现前两天受伤时包扎的纱布不知何时已
经脱落，汗水浸入伤口，手臂竟已疼得有些发麻。

朱剑波47岁，参加森林救火工作10年。
8月21日晚，巴南区界石镇新玉村发生山火，朱剑波带队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
22日晚，朱剑波在灭火时突然脚下打滑，身体失去平衡扑倒

在地。
“就觉得两只手臂都被扯了一下，也不觉得疼。”朱剑波起身

继续扑火，“磕磕碰碰、摔跤都是常事，不用太在意。”
直到一处山火扑灭，朱剑波和队友们坐下来休息时，才发觉两

只手臂已疼得失去知觉。“脱衣服的时候，脱到两只手小臂的时候我
就不敢往下扯了，感觉衣服和手臂粘一块了，一拉就钻心地疼。”

在队友的帮助下，朱剑波一点一点地脱下衣服，这才发现两
只手臂都被扯掉了一大块皮肉，每一处伤口都近10厘米长、3厘
米宽，“血流出来干了，就和衣服粘在一起了。”

队员们都劝他赶紧下山治疗。朱剑波却笑着说，“干我们这
行，哪能不受伤。这点伤不算什么，火不灭我不下山。”

经过简单包扎后，朱剑波再一次带着队友扑向火场。
三天三夜的时间里，带伤奋战的朱剑波和队友们每天只休息

三四个小时却从不言退。“穿上这身制服，就是责任与担当，守护
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应急人的职责。”

“这点伤不算什么，火不灭我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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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界石火灾救援现场，志愿者正
在参与灭火。

通讯员 袁启芳 摄/视觉重庆

▲8 月 24 日，
北碚区歇马街道
马鞍山，志愿者向
山上转运救援物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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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北碚区歇马街道人和村，驾
驶摩托车的小伟累了，中途就在摩托车扶手
上歇一会。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8 月 23 日，
巴南区南泉街道
自由村，参与山火
扑救的志愿者们
向山上运送物资。

记 者 崔 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