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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关注

8年捞起30多名溺水者，李晓勇和他的救援队———

救人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本报记者 杨青 由淑敏

一不小心成了救援队队长

作为修械所所长，52岁的李晓
勇带领的是专业维修武器的队伍，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从2006年开
始，8年里打捞起30多名溺水者，他
们的队伍也得到了老百姓和相关
部门的认可，被称赞为“专业打捞
队”。作为数十次救援总指挥，李晓
勇也一不小心多了个头衔：“救援
队队长”。

说到怎么形成了这样一支义
务救援团队，就不得不说李晓勇第
一次的救援行动。2006年5月10日，
有群众向修械所求援，希望军分区
能够帮助打捞在中海溺水的一名
医生。得到首长的批准后，李晓勇
召集修械所里的兄弟们，带上部队
配发的冲锋舟，奋战8个小时完成
了打捞任务。“慢慢地群众、民警、
消防官兵遇到救援困难，就会找到
我们，我们也觉得是义不容辞的
事”。李晓勇说。

“别人打捞不出来的，我们却
能打捞出来，这全靠经验。”李晓勇
给我们谈起来救援的步骤和经验。
打捞救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
做好这件事情，李晓勇和他的队伍
默默付出了很多。救援用的冲锋
舟，每个重1吨多，装车卸车都需要
18-20个人。后来李晓勇为了节省
救援时间，自己焊了小拖车，冲锋

舟一直放在拖车上，随时待命。
作为一支非专业队伍，自然没

有经费，但是李晓勇给自己的队伍
配备了救援设备，办公室里的救援
箱，就是为了能随时拎着抢险的。

“遇到救援的事，老百姓心里焦急，
我们不能到了之后干不了活，设备
都配好了，抢险得力，老百姓才放
心。”救援行动的人员花销、冲锋舟
油费、设备损耗，都得几万块，而这
些都是李晓勇和兄弟们自己负担，
从来没用过老百姓的钱，连救援后
的吃饭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

“兄弟们都是好样的”

采访过程中，讲述各种救援例
子和打捞现场的同时，李晓勇说更
多的是这么多年来一直跟随着他
的那帮兄弟，“修械所里的加上秦
台军事训练基地的，主要的打捞人
员大概有二十多个，还有十多个遇
到人手不够的时候也能顶上，算作

‘后备队员’吧！”李晓勇笑着说。
聊起自己那帮兄弟，李晓勇感

慨颇多，“有年纪大的已经快60岁
了，有患胃癌的，有心脏病的，还有
股骨头坏死的，但只要有通知去救
援，他们从没有过半个不字，都是
立马向救援现场赶。”每次从接到
救援的通知到从四面八方集合带
着设备到现场，近处一般用不了半
个小时，堪比专业抢险队。

修械所副所长刘国栋，今年58
岁，副书记张连志，今年59岁，明年
就是退休的年纪。俩人却依然每次
都到现场参加救援，经常还要亲自
在冲锋舟上打捞溺水者。“我是一
个军人，为人民服务不能只喊口
号，老百姓没办法才来找我们的，
就算不是自己的工作也得上啊！”
张连志说，家里人也有担心他的身
体劝他救援的事交给年轻人的，但
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能帮多少
就要帮多少，“明年退休了，他们如
果通知我救援，我还是会去！”

还有股骨头坏死的修车班班
长李建刚，还有说不完的豪情兄
弟……

雷锋精神渗透在骨子里

救援活动是技术活也是体力
活，李晓勇和他队伍里的很多成员
都不再年轻，救援活动有时持续数
小时，有时要彻夜搜救，多次救援，
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不小的考验。
谈起这些，李晓勇说：“那时候心里

什么也不想，就想着怎么捞出来，
捞不出来怎么办？”面对我们钦佩
的眼光，他只是淡淡地说：“救人多
了，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自己做
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学雷锋，做好
事，兄弟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李晓勇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母亲都是抗日战争时的老党
员。小时候亲身经历着学雷锋活动
的热潮，雷锋精神给他幼小的心灵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奋不顾身、公
而忘私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已经深
植在他的骨子里。

“当我看到坐在岸边，焦急等
待的老百姓，我觉得责任就在我身
上。有时没有打捞出来，晚上就会
睡不着觉。”救援时李晓勇和他的
兄弟们只想着怎么救援。每次打捞
成功长舒一口气的同时，也忍不住
为一条生命的逝去惋惜。“有一次
打捞很困难，当我们终于把人打捞
上来的时候，人群里不知谁喊了一
声‘解放军万岁!'至今我也忘不
了。”李晓勇动情地说。

李晓勇办公室里放着一个迷彩箱，里面装着折叠铁锹、指
北针、救生衣、雨衣等救援设备，看到这些你或许猜不准他的真
正身份。但这个救援箱，却记录了一支水上救援队伍的故事。这
个救援团队8年捞起30多名溺水者，总是出现在救援第一线。而
这支队伍的带头人李晓勇真正的身份是，滨州军分区修械所所
长、秦台军事训练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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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别人就是快乐自己，47岁的“萤光义工”聂爱荣———

对父母的爱都给了敬老院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通讯员 杨玉梅

亲身体会到“义工”真谛

2009年初，聂爱荣的母亲过
世了。对于聂爱荣来说，那段时间
简直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她天
天郁郁寡欢，情绪不稳定。为了帮
她散心，一个参加萤光义工的同
学开始叫她一起参加各种公益活
动，从此，“义工”一词开始进入了
她的生活。

“我一开始去也只是为了纾
解心情，没想到去了几次敬老院
之后，我开始爱上了‘义工’这个
工作，从此心情也转变了，也慢
慢地走出了那段阴影。”聂爱荣
告诉记者，刚开始她跟着滨城区
萤光义工的朋友们一起去张课
家、小营敬老院帮助老人们打扫
卫生、聊聊天说说话，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看到他们就让聂
爱荣想到自己的父母，不禁让她
心里有一些苦楚。“去的时间长
了我发现这些老人们喜欢听我
唱歌，也喜欢跟我聊天，所以我
就把对自己父母的爱都给了他
们，给他们唱歌、陪他们聊天也
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聂爱荣说，“原来的时候听
别人说到‘义工’的时候，我就
觉得那离我们很遥远，概念也很
模糊，总觉得义工做的事情多伟
大啊，哪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得了
的。但后来我自己成为义工之后
才发现，哪怕一个小小的关心，
一些举手之劳也是别人所需要
的。”

付出的同时也收获了快乐

“记得2009年的冬天，我们知道
了一个4岁男孩谢云飞患白血病却
没钱医治的事情。小云飞的父母都
是下岗工人，家里连基本的生活保
障都维持不了，哪来的钱给他治病
呢？他的妈妈一夜之间愁得头发都
白了。”说到这，聂爱荣有些哽咽。
后来通过红十字会和义工的努力，
又联合本报在济南泉城广场为小
云飞组织了募捐，最终筹得捐款十
几万元，可以成功进行骨髓移植手
术。“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我清楚地
记得当我们拿着这笔钱来到小云
飞他家的时候，他的父母跪下了，
一边磕头一边连声说着‘谢谢’。当
时在场的义工都流下了泪水。”

回忆这四年的义工经历，风
风雨雨一路走来，聂爱荣深感欣
慰。“这四年来，无论是为敬老院
的老人们演出，还是走访弱势群
体家庭，我们在付出的同时也收
获了快乐。我感恩我身边每一个
帮助我和我帮助过的人，就像每
一次为敬老院的老人们表演完
成后，看到老人们脸上露出孩子
般的笑容，我的心里像吃了蜜一
样甜。”

每个人都可以是“雷锋”

在聂爱荣帮助别人的这四年
里，也遭受过白眼和不理解，但她
用实际行动告诉着那些不理解的
人们，做善事是助人也是自助，

“自己不做善事，也就享受不到做
善事的快乐。”

现阶段让聂爱荣最放心不下
的是三河湖镇一个特别贫穷的家
庭。“我们临走的时候，孩子的母
亲突然拉住了我的手不让我走，
眼里含着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我觉得她是在向我求助却无
法开口，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想办
法帮助她。”说到这，聂爱荣眼里
泛起了泪花。

谈到对新时代“雷锋精神”
的看法和做法，聂爱荣告诉记
者，“雷锋精神”不管受什么时代
的影响，都不会变质。“我们这一
代人从小受雷锋影响很大，小时
候大街小巷都在倡导向雷锋同
志学习，所以在我的脑海里，学
习雷锋做好事就像是吃饭睡觉
一样，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情。”聂爱荣说，不管时代怎么变
化，每时每刻都有“雷锋式”人物
存在，“学习雷锋做好事不是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有压力，
只要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帮助别人，每个人都可以是

‘雷锋’。”

今年47岁的聂爱荣在滨城区油区办派出所从事内勤工作。
一次机缘巧合，她2009年加入了萤光义工，四年的时间里她一直
默默地奉献着爱心、服务着社会。“参加了这么多义工活动，给了
我一个回报社会的机会，也让我了解到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快
乐自己，这不正是学习雷锋精神的真谛嘛！”聂爱荣说。

聂爱荣畅谈自己多年做义工的体会。 本报记者 张爽 摄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滨城

区红十字会荧光义工的活动，从最
初的参与活动到主动的组织活动，
四年多的义工生活给了我一个回
报社会的机会。

我们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的
时间，自愿为社会、他人奉献自己
的爱心。在荧光义工这个大团体
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人需要快乐，快乐的来源多种
多样，但奉献的快乐和其它的快乐
是不能比拟的。义工服务是一种生
活态度，做义工就是一种生活方
式。义工服务既是“助人”也是“自
助”，既是“乐人”也是“乐己”。自己
不做好事，也就享受不到做好事的
快乐。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索取，
而在于奉献。“送人玫瑰，手留余
香”，在奉献的同时收获着精神的
愉悦与满足。

“人道、博爱、奉献”是我们的
宗旨，“服务社会，传播文明”是我
们的方向，我和其他义工一起朝着
这个方向努力、努力、再努力。

聂爱荣 执笔

李李晓晓勇勇接接受受记记者者采采访访。。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由由淑淑敏敏 摄摄

本报2月21日讯 (通讯员 王
虹 赵全 记者 王泽云 ) 2 0

日，本报以《生命大接力，两位母亲
捐肾救子》为题报道了滨城区杨柳
雪贾王村村民李树英捐肾救子的
感人事迹。滨州市、滨城区两级慈
善总会得知此事后，特事特办，迅
速行动，于2月21日下午把2万元大
病救助款送到王玉滨家中。据了
解，王玉滨和母亲下周将去济南一
家医院做换肾手术。

“母亲捐肾救子”追踪 >>

王玉滨获慈善总会

2万元大病救助款

滨州市职业教育4人

入围齐鲁名校长、名师

本报2月21日讯 (通讯员 王
蕾 王学勇 记者 张爽 ) 近
日，山东省教育厅公示了省齐鲁名
校长、齐鲁名师 (中等职业教育
2012-2014年)人选评选结果，确定
全省30人入围齐鲁名校长名单、
100人入围齐鲁名师名单。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李忠山、博
兴县职业中专副校长顾洪亭2人被
确定为齐鲁名校长人选；鲁中中等
专业学校李海霞、范瑞霞2人被确
定为齐鲁名师人选。据了解 ,这是
齐鲁名校长、齐鲁名师开评以来首
次面向中等职业学校选拔。

市城管监察支队

社会发动中队成立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李海英) 日前，市
城管监察支队社会发动中队正式
成立，据市城管监察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成立社会发动中队旨在更
好的发动社会力量和市民群众参
与城市管理工作，形成全民齐抓共
管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合力和人
民城市人民管的良好社会氛围。

该中队将从2013年起深入开
展城管进学校、进社区、进门店、进
机关、进企业五进活动及城管社会
志愿者招募组织工作，开展形式多
样的城市管理宣传主题活动和城
市管理志愿者体验日活动。并以此
为平台不断加强城市管理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
高广大市民和单位自觉维护城市
环境卫生的意识，形成整体联动、
统一高效的城市管理运行新机制。

市区街道积雪

基本清理完毕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李明 王海亭) 2

月19日至2月21日，市环卫处组织
保洁队员800余人，出动铲车、挖掘
机、清运车等环卫机械车辆30台，
集中清理了市区主路两侧路沿石
下和人行道的积雪。其中重点清
理了黄河五路、黄河四路、黄河三
路等路段人行道的积雪。截至目
前，市区街道积雪已经基本清理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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