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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所里值班的辅警查看了仅有的几个摄

像头拍摄的监控画面，也未发现小明的行踪，最
后通过相隔很远的一处高空摄像头，找到一个小
黑点，“这个摄像头太远了，根本看不清楚，只能
猜测可能是他。”

如果真的是小明，那么按照移动轨迹，他很
可能从家里出来后，没有沿着公路去往热闹的城
区，而是沿着乡间小路往山上走。得知这一线
索，正在现场走访的雷禹赶紧带着同事往小明家
后山方向搜寻。

晚上8点20分，夜色渐浓，接到鱼洞派出所
上报的警情后，巴南刑侦民警来到小明家进行现
场勘查，寻找其行动轨迹、是否留有书信等，并对
小明家后山的化粪池、水池等进行仔细搜索，大家
一直忙到6日凌晨四五点，但一无所获。

1月6日 失联第 天
确定搜寻方向

民警徒步登山寻找

一夜未归的小明在何处？所有人都揪着心。
彭其文一家人找到凌晨2点，躺了两个小

时，又起身出门寻找。天亮后，一家人发动所有
亲友，出门散发寻人启事，并在抖音等社交平台
上求助。不少热心人发来线索，却又被一一证实
不是小明。

生命重于一切！6日早上8点，提前到岗的
鱼洞派出所所长梁大勇、副所长周威在所里留下
维持运转的基本警力，将十多名民警、辅警都派
了出去。

9点刚过，巴南区公安分局成立专门的搜救
工作组，副局长潘松任总指挥，集结各专业警种
和派出所的精干警力继续搜寻。

越来越多的搜救力量参与进来——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拐卖案件侦查支队

支队长樊劲松赶来支援，对搜索情况综合分析，
他认为孩子被拐卖的可能性很小，一定要多找找
坡坎、下水道等较隐蔽的场所。

刑侦总队协调北碚刑侦支队8名专业民警
带着4只警犬前来增援，但山上随处可见的堆肥
坑、化粪池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警犬的嗅觉。

巴南区蓝天救援队也赶到现场。44岁的唐
大刚是一名电梯销售员。看到群里发出任务，他
立即报名，与7位队员一起带着担架、绳索、探照
灯、医疗箱等救援装备，从早上10点一直搜到下
午6点。

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得知有个群里的信
息说，孩子在附近一个社出现过，大家立即赶过
去搜寻了两个多小时，才发现信息有误。

终于，一个确定的消息传来——“有农户告
诉我们，小明走失当天，看到一个穿着和他很像
的小孩，在隔壁菜地里拔菜。”周威告诉记者，派
出所和刑侦支队民警立即到达现场勘验，发现菜
地里有些菜有锯齿痕迹，此前得知小明离家时带
走了一把手锯，因此能判断是小明所为。

大家一致认为，小明如果进入城区，肯定会
被监控摄像头拍摄下画面。至此，警方基本确
认小明是向山上去了。于是，民警开始徒步登
山寻找。“山上是大片农田，没有任何监控摄像
头，只能依靠脚力搜寻。”梁大勇回忆，山上遍布
农田、沟渠，山势陡峭、野草丛生，大家找来竹棍
当登山杖，前方没有路，就扒开草丛仔细探寻。
可惜的是，从早上8点过到半夜12点，搜寻依旧
没有结果。

“搜寻的同时，我们还安排专人对附近公路
上的卡口摄像头记录的画面进行比对，排查是否
有人将小明带离，但一无所获。”潘松说。

1月7日 失联第 天
牵动人心

一支支救援力量汇聚云篆山

1月7日一早，山上飘起蒙蒙细雨，雾茫茫一
片，能见度极差，也冲刷了许多可能留下的痕迹，
让搜救更加困难。

云篆山区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仅凭公安
的力量，搜寻效率不高。为此，公安搜寻工作组
与事发地鱼洞街道联系，请求支援。

“我们将小明走失的消息，通报到当地村社
各个微信群，发动村社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等，一
起加入到搜寻队伍。”鱼洞街道平安办负责人高
磊立即赶往山区，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街道党员干
部、附近群众、志愿者等100多人。

另一支民间救援队——巴望救援队也闻讯
赶来。这支救援队是2022年7月参与扑救巴南
山火后成立的。队员郑睿今年19岁，是一名在
读的大学生，曾参加过巴南山火的救援。6日晚
接到任务，7日一早他和32名队友背着救援物资
前往山下集结。踏着泥泞的山路一路搜寻，不一
会儿，大家全身上下都湿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

雨水。“不怕累，就怕找不到。”郑睿说。
巴望救援队队长盛友力有两个孩子，结束了

一天的搜寻，深夜回到家，孩子缠着他问：“爸爸，
小哥哥找到了吗？”他疲惫地摇了摇头。

第四天、第五天，警方和街道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将寻人启事通过村社微信群、现
场张贴等形式广泛传播，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搜
寻；警方联系了农业部门，希望借用无人机协助
搜寻。

1月8日下午1点，经农业部门联系，重庆极
目智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华与4名同事带
着3架具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到达云篆山搜
寻现场。

“我们用无人机重点搜寻那些救援人员难以
到达的地势陡峭的山区。”袁华说，无人机一次升
空能飞行20多分钟，搜寻四五公里远。当天下
午，一共飞行30多架次，直到下午5点携带的电
池全部用光，他们才结束搜寻。

几天下来，能够通行的区域被搜了个遍，悬
崖峭壁、水池粪坑等成了搜寻的重点。周威每天
清晨带队上山，直到凌晨时分才下山。很多地方
没有路，或仅有村民种地时踩出的小道，行走非
常困难，大家就打起手电筒照明，抓紧每一分每
一秒搜寻。

尽管漫山遍野都是找寻的队伍，但小明就像
人间蒸发了一样，依然没有线索。

1月10日，距离小明失踪已经5天，搜寻陷
入僵局。

上午10点，巴南区公安分局会议室内气氛
凝重，参与搜寻的派出所、刑侦、网安等多个警种
的负责人商讨下一步搜寻方案。大家认为，要发
动更多村社群众，加入到搜寻队伍中，还要加强
社会面巡逻，以防有人将小男孩带离失踪区域。

下午，巴南区委政法委召集相关部门和街
道，再次细化搜救措施。当晚，潘松又来到辖区
派出所，按照此前会议上分析研判的重点区域，
制订最新搜救方案，明确扩大搜寻范围、增加搜
救力量。

同一时间，在山上，百余人的救援队伍仍在
努力搜寻。

对所有人来说，这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1月11日 失联第 天
没有人放弃

“拉网式”排查终于有了发现！

1月11日一大早，根据最新制订的搜救方
案，巴南区公安分局联合鱼洞街道、花溪街道、莲
花街道以及干湾村村民、新华村村民等各方搜救
力量，将整座云篆山北麓分为上中下三个区域，
再将搜寻力量分成几个小组，对可能存在的洞
穴、管网、悬崖峭壁、陡峭边坡等此前搜寻的“盲
区”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每个区域都不被遗
漏。

“第6天，我们有点绝望了，要知道晚上温度
只有六七度……”盛友力回忆，但哪怕再累、希望
再渺茫，队伍里没有一个人说放弃。

转机就在此时出现。
第一个发现小男孩的，是鱼洞派出所辅警刘

爽。当天一早，他和周威、辅警张根源上山继续
搜寻。

“我们从山下搜到山腰，再沿着山腰往巴南
区华熙文体中心对面的山坳行进，走到一处车
行隧道顶时，前方没了路。于是，我们拨开小腿
高的杂草继续前进，走到隧道口的侧面悬崖

上。”此时大约是上午10点，由于前路难行，周
威让刘爽和张根源在原地等待，自己一个人前
去探路。

等待时，刘爽站在悬崖边往下看，视力不错
的他，瞄到距离约五六十米远的一处垂直排水管
附近，“似乎有什么东西晃动了一下！”再定睛一
看，却又没发现异常。

但有一种直觉，让刘爽的心怦怦跳了起来。
“我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刘爽赶紧

汇报情况。周威当即决定：下去仔细查探！
排水管的底部位于隧道旁，距三人所在位置

有数十米落差，坡度陡峭，近乎垂直。他们绕道
从远处的陡坡滑到路边，再爬上一处山坡，用了
近20分钟，才下到隧道底部。

“快看，有一双脚！”刚靠近排水管，他们就看
到一双小腿露在排水渠里。

这条排水渠约20厘米深，排水管垂直于排
水渠上，从远处很难看到渠里的情况。刘爽注意
到，此时孩子上半身被卡在排水管里动弹不得，
只有小腿和脚掌露在排水渠，鞋子已经挣脱、散
落一旁，袜子、裤子也磨破了。

他们赶紧脱下外套，将孩子双腿裹住，并呼
叫支援。“我们当时试图与孩子说话，但不知是他
太虚弱，还是管壁太厚，喊他没有回应。不过，我
们看到孩子的腿时不时抖动一下，才稍微松了口
气。”刘爽说。

经比对衣物特征，确认他就是失联6天的小
明。

“找到了！找到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遍了
所有关注小明的微信群。

赶到现场的妈妈张莉哭成了泪人，外婆激动
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儿地给搜救人员鞠躬。

孩子是找到了，但如何从管道里脱身？求援

电话打到鱼洞消防救援站。救援站副站长黎韬
和队友们赶到现场，途中他们预想了三种救援方
式。

一是从井口上方，吊一名消防员到小明所在
的位置，将绳索绑在孩子身上将其吊起。但消防
员现场测量发现井口太窄，这种方式行不通。

二是凿开排水管的正面井壁，将小男孩救
出。“但我们侦查发现，小男孩当时面对井壁，我
们担心凿开正面井壁会伤到他。”黎韬说。

于是，消防队员们选择了最后一种救援方
式——凿开小男孩下方的排水渠。

但救援站日常配备的只有大型凿岩机，对于
凿排水渠这种需要精细化作业的场景并不适
用。于是，黎韬赶紧电话联系相邻的龙洲湾消防
救援站。不到10分钟，龙洲湾消防救援站的手
持式小型凿岩机被送到现场。

破拆时，巴南区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开始为
小明注入生理盐水。经过40分钟左右的紧张施
救，小明终于被救了出来。孩子被抱出来那一
刻，不少人喜极而泣。

1月11日 天 夜后
医院组建专班

全力救治获救男孩

11点15分，面无血色、嘴唇开裂、瘦脱了相
的小明被抬上救护车，一路鸣笛，送到巴南区人
民医院。此时，来自8个专科的医护团队十余人
早已在急诊室就位，等待会诊。

张志坚说，刚送来时孩子情况不太好，精神
高度紧张，嘴里说着胡话。经初步检查，发现孩
子有胸部外伤、颅内有少量出血，还存在电解质
紊乱以及皮肤擦伤等。

在张志坚看来，这已经算是奇迹。成年人被
困这么多天可能都难以幸存。不过，孩子代谢所
需的能量较成人少，加上被卡住无法动弹，消耗
能量也相对较少。

被送进ICU后，小明接受了全方位救治，包
括纠正体内环境紊乱、促进脏器恢复正常，还有
应激创伤心理治疗等。

经过治疗，小明的各项身体指标日渐恢复，
体重慢慢增加。在ICU的小明，除了每天固定时
间被探视，其余时间只能通过医护人员的手机和
家人视频。

读初一的姐姐惦记着弟弟：“等你出院，想不
想去动物园耍？”

“想！”屏幕那一端，小明插着鼻饲管，声音虽
然低弱，却满是憧憬与期待。

记者发稿时获悉，15日下午4点，小明已从
ICU转入普通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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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四下基层”办好惠民助企“关键事”
“盼了两三年，终于要通自来水

了。”1月11日，家住广安市武胜县沿
口镇马颈寨村8组的李大爷，决定对厨
房进行升级改造，装上燃气热水器、安
装不锈钢淘菜盆，并把用了40多年的
石头水缸移到院子里种花。

李大爷居住的马颈寨村八组是全
村最后一个通自来水的村民小组。马
颈寨村地处城乡接合部，但八组由于地
势相对较高，经供水公司测算，原有供
水系统水压不足，无法供水到八组。因
此，全村其他村民已经喝上自来水两三
年了，而八组100多户村民仍只能打井
抽水，水质水压均得不到保障。

去年9月初，马颈寨村八组10多
户村民相继在网络信访平台上反映，
希望解决用水难题。收到该信访诉求
后，武胜县信访局当天便组织武胜县
水务局、沿口镇以及供水公司等单位

负责人实地调研，通过入户走访，组织
村民代表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和了
解村民诉求。

现场接访、现场办公。几家单位
负责人在村民见证下召开现场办公
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供水公司出资
增添加压设备，尽快启动施工，保证春
节前实现供水。“虽然提高了生产成
本，但是作为企业，我们理应承担社会
责任，赚钱的买卖要做，惠民利民的项
目更应干。”武胜县某供水公司负责人
表示，项目已进入接管入户阶段，春节
前就能通水。

“四下基层”解难题，惠民助企促
发展。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广
安市始终把学习践行“四下基层”优良
传统作为重要抓手，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眼睛向下看、脚步向下走、重心向下
移，深入基层开展政策宣讲、调查研

究、信访接待、现场办公。做到民情民
意在一线掌握、党的政策在一线落实、
高质量发展在一线推动、干部作风在
一线转变，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广安市前锋区定位“西部轻工城”，
现有轻纺服装类企业100余家，部分企

业存在用工缺口。为帮助企业解决“招
工难”，该区通过大量调研，创新推出

“富民车间”模式，鼓励有用工缺口的企
业，将“分厂”开到剩余劳动力较为集中
的行政村。如此一来，既解决了企业用
工难题，也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照
顾家庭和打工挣钱两不误。

据统计，去年9月以来，前锋区共
开设纺织鞋服类“富民车间”53个，带
动相关行政村800余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帮助务工村民人均月增收3150
元。“小车间”带动“大产业”，该区计划
到 2025 年发展“富民车间”150 个以
上，带动就业3000人以上，车间年营
业收入超5亿元。

除了“牵线搭桥”当好企业与劳动
者之间的媒人，广安市还把优化投资
兴业、干事创业“两个环境”作为重要
抓手，主动进企业问需求、送服务，现

场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营商环境不
优等制约发展的难题，当好助企纾困
的“保姆”。

位于岳池经开区的泰恩康特色化
学原料药项目，得益于政府派出的“企
业秘书”全程服务，仅项目审批环节就
压缩近50个工作日，项目投产时间比
预期早3个月。广安市经信局工作人
员高乐华系四川瀚海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的“人才服务专员”，他数次登门宣
传讲解政策，成功帮助该公司创建为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广安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二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广安持续深化“四
下基层”实践，紧密结合主题教育五项
重点措施，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王林 夏俊林

华蓥市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深入企业“送政策”“送服务”摄/周松林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1月11日上午，重庆巴南区鱼洞街道失联
6天的9岁男孩，在一排水管道内被搜救人员
找到。

这是一次全力以赴的搜救：6天6夜，在与
时间赛跑的路上，有人废寝忘食比对摄像头
画面，有人闻讯而来奔赴山林深处，有人不分
昼夜开展“拉网式”排查，无论希望多么渺茫，
搜寻多么艰难，无论寒风多么凛冽，前路多么
崎岖，无一人放弃、无一人退缩。

亲人、公安民警、民间救援队员、街道工

作人员、村民志愿者……1000 余人次全力以
赴，一次次失望，却又一次次坚持。生命面
前，他们不计算得失，也不权衡利弊，只想尽
最大努力，去寻救一个平凡又珍贵的孩子。

珍视每一个生命，是重庆人扎根心底的
信仰，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文底色。

终于，在救援队伍“一天找不到，就一天
不放弃”的坚守中，9岁男孩等到了属于他的
那道光——辅警刘爽第一个发现了他。孩子
被抱出来的那一刻，大家喜极而泣。这一刻，
决不放弃的坚守变成滚烫的眼泪，从每个人
脸上划过，成为生命最美的注脚。

医生说，“这么小的娃儿，能坚持这么多
天，堪称奇迹。”其实，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奇
迹，这是许多普通人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救
生命于危难，用善意汇聚起爱意，用爱意撑起
生命的保护伞。

村民说，“勒个娃儿真是福大命大”。也
许，他真正的福气，便是生活在一个如此温暖
的美好社会。当意外来临，素不相识的人们，
万众一心，竭尽所能，在残酷之中撑起生的希
望，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爱意不止，善意永存。每一个生命，都值
得全力以赴！

每个生命，都值得全力以赴

决 不 放 弃 ！

1月13日，鱼洞派出所搜救人员讲述搜救细节。

1月13日，巴南区云篆山，卡住小明的排水管。
本组照片均由记者郑宇、实习生陈昱如摄/视觉重庆

1月13日，巴南区鱼洞派出所搜救人员在小明被发现的地方讲述搜救细节，卡住小明的排水管垂直于排水渠上，目前排水管口已用铁栏
杆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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