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崔曜

8月25日，与缙云山山火的决战正
式打响。

下午5点，山火离北碚区歇马街道
的四号防火隔离带越来越近。飞机的轰
鸣声逐渐由远及近，记者一抬头，就能看
到从嘉陵江取水回来的灭火直升机掠过
头顶。

“高度再下一点，好，准备下水，3、2、
1，开始！”随着指令下达，3吨水淋向“火
蛇”，场面甚为壮观。市应急局航空救援
总队4架直升机不停往返洒水灭火。

下午5点48分，装有灭火药剂的喷
雾、灭火器、头灯等物品纷纷被摩托骑手
运到隔离带附近。志愿者们通过接力的
方式，把这些物品运送到更高处，为最后
的决战做着准备。

“武警来了！”下午6点，当来自云
南、甘肃、四川等地的消防指战员、武警
官兵达到四号隔离带，人群中响起了一
阵欢呼声。官兵们从志愿者手中领过手
套、头灯等物资，与志愿者们共同构成了
一条长长的人链，准备对山火发起总攻。

随着夜幕的降临，他们头上的头灯
组成一道璀璨的银河，与不远处的山火
交相辉映，让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此时，有人对着人链大声喊道：“拿
出重庆人的气势，拿出重庆人的血性，好
不好？”

“好！”大家齐声回应。
“咚咚咚咚，重庆雄起！”
“咚咚咚咚，重庆雄起！”
坚定的口号声响彻缙云山上空。
“点火！”晚上8点37分，伴随着指

挥部的一声令下，来自云南的森林消防
人员在半山腰点燃了一片枯枝，决战开
始。

同时，重庆气象部门则兵分四路，从
东、西、北三个方向和空中进行人工降
雨，帮助控制火势。

“怎么火越烧越大了？”
“这是我们专门采用的灭火方式，即

以火灭火，又被称为反烧法，其主要原理
是由人工点燃火头（火线）与相向烧来的
林火对接，使结合部骤然失去燃烧条
件。”消防队员解释道，大家放心，我们是
从山下往山上烧，因为是上山火，就显得
很大。沿线我们都有人看着，绝对不会
跑火的。

“火攻”实施，还需要天时地利人
和。根据气象专家的预判，当天缙云山
的风向非常适合以火攻火；救援力量与
志愿者也建好了狭长的隔离带，能阻挡
山火蔓延；现场所有人万众一心，各司其
职，让扑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正是在多方权衡之下，指挥部最终
决定：通过反向点火的方式扩大隔离带，
并辅以人工降雨的形式，与山火展开最
终决战。

事实证明了专家的正确判断。晚上
9点左右，在半山腰的地方，火情控制已
取得阶段性胜利。看到半山腰的山火逐
渐熄灭，人群中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欢呼
声。

但晚上9点40分左右，救火现场的风
向突变，隔离带附近的山顶上火又突然
燃大，现场人员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此时，森林消防员沉着应对，继续采
用反烧法与飞机灭火相结合的方式，与
山火展开对决。

23时许，山火终于得到有效控制，
这场与山火的决战我们终于取得完全的
主动权。经多次确认后，现场指挥人员
通过扩音器宣布：全部撤离，感谢大家！
随后，山上山下的救援人员开始分批进
行换防。

下山途中，每位救援人员脸上都洋
溢着胜利的喜悦，不断地欢呼：我们胜利
了！我们胜利了！

目前，救援力量正在清理余火，严防
山火复燃，并最终彻底歼灭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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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北
碚区歇马街道四号
防火隔离带，救援
力量正全方位对山
火进行扑救。

记者 龙帆 谢
智强 摄/视觉重庆

▲8月25日，璧山区八塘镇，来自云南的森林消防队员正在阻击山火
蔓延。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8月25日夜，璧山区八塘镇挖出的隔离带处，云南森林消防人员正
前往一线执行任务。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8月25日，北碚区歇马街道，四号防火隔离带，志愿
者深夜骑着越野摩托运输物资。

记者 谢智强 龙帆 摄/视觉重庆

◀8月25日，
北 碚 区 歇 马 街
道，四号防火隔离
带，志愿者组成
人链传递物资。

记者 谢智
强 龙帆 摄/视
觉重庆

▼8月25日，
北 碚 区 歇 马 街
道，四号防火隔
离带，市民自发
组成的志愿者队
伍正在运送救援
物资。

记 者 龙
帆 谢智强 摄/
视觉重庆

▲

8月25日，北
碚歇马，重庆市应
急管理局航空救援
总队的直升机正在
山火上空洒水灭火。

记 者 齐 岚
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