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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救人大学 生低调谈善举
本报记者 吴金彪 等队伍等设备

救援难开展

5日，溺水失踪小伙孙庆勇
为救黄河中溺水同事，义无反顾
地跳入水中，不料发生意外，溺
水失踪。事发时间大约是下午4

点多，然而，由于没有专业救援
队伍，又缺乏专业的救援设备，
闻讯赶来的民警也只能利用救
生衣、救生圈、救生绳等简易救
生设备搜救。直到天黑下来，水
面上依然没有找到孙庆勇的身
影。

6日，溺水小伙孙庆勇的家
人赶到黄河边，联系了救援队。
他们在黄河边无力地哭喊着，焦
急地等待救援队的到来。但是，
赶来的泉城救援队却让他们失
望了，因为工作人员勘查完现
场，回应说黄河水情太复杂，不
好打捞。

6日下午3点多，山东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队员从聊城、潍坊和
胶州等地带着专业救援设备陆
续赶到，这才开始下水救援。但
是，那时距离小伙失踪的时间已
经过去了20多个小时。有着丰富
救人经验的民警透露，溺水黄金
救援是在6分钟之内，溺水者孙
庆勇生还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

7日，蓝天救援队队员一大
早就开始下水，但是忙活了一
天，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打捞难度高

很多打捞队都不干了

黄河天桥段事故频发，河水
吞噬人性命的新闻屡见不鲜，几
乎每年都会有十余人因溺水身
亡。一位居住在黄河附近的老人
告诉记者，发生事故后的打捞困
难，让溺亡者家人内心更加沉
重。“打捞太难了，黄河里暗涌
多，河底又有大量淤泥，还不好
确定具体是从哪里沉下去的，要
打捞，必须有专业队伍和设备。”

然而，遍寻黄河周边，根本
没有这样的救援队伍。

孙庆勇溺水失踪后，记者也
曾联系过福鑫、海马等多家私人
打捞队伍，但工作人员的回答几
乎都一致：打捞太困难，所以他
们已不再从事这项工作。业内人
士透露，黄河水流急，水情复杂，
一旦落入黄河，尸体往往不在落
水的地点，找寻确实十分困难。
同时，他还告诉记者，由于成本
高，往往打捞费用的要价也高，
落水者家属接受不了上万或几
万的收费，他们要承受的“骂名”
也成为巨大的心理负担。

专业救援队
离黄河有多远
本报记者 秦聪聪 王健

“和以前一样，没觉得有
什么不同。”10名学生之一吕
学良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
很多媒体前来采访，让他们
也觉得很意外。“感觉我们并
没有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吕
学良和其他救人的同学一如
往常地平静和低调。

“确实很低调。”辅导员
李昭娜说，学生们回到宿舍
后也没有跟别的同学和老师
说，以至于记者采访联系她
时，她才知道这件事，“一开
始学生们都不愿接受采访，
我还做了他们的工作呢。”李
昭娜说，后来周毅干脆不接
电话了，还是团支书和班里
其他同学做工作，他们才最
后答应接受采访。

不过从辅导员那里和班
长刘学松那里，记者了解到
他们还是很优秀的：王运慈
和颜坤已经考上研究生，张
凯、高翔曾经担任学生干部，
现在也都已经签约。“张凯签
约招商银行，马强强签了海
尔集团……”

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周炎表示，听说这件事
后，他也召集几名学生了解
了情况，并向学校领导作了
汇报。一是为学生的举动感
到“十分骄傲”；二是为学生
们心态平和“感到欣慰”，说
明学生们成熟了。

“现在我们都忙着答辩
呢！”吕学良说，因为11日就
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了，现
在他们并没有沉浸在救人的
回忆中，而是把主要精力都
用在了准备论文答辩上，“等
答辩结束后，我们可以好好
聚一聚，现在大家都各忙各
的，聚在一起的机会都不多。
王禄刚接受完采访，就去外
地面试了。”吕学良说。

马凯和其他救人同学表
示，他们也在通过报纸和电
视了解失踪男子的情况，对
于没能找到失踪男子，他们
也表示很遗憾。

“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
做的，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
感到有些惶恐。”周毅在接受
采访时也一再向记者强调。
在有些凌乱的宿舍里，10个

人都显得有些腼腆。只是在
说到下水的过程时，才显得
激动起来。

班长刘学松说，他们10人
救人之举对学生们触动比较
大，回到学校后，10人对救人
的事一直“保密”，以至于大家
都不知情；现在被媒体报道
了，这几个人更加低调。

“学校肯定会支持他们
这种见义勇为行为，也正在
开会研究对他们的表彰决
定，不过还需要时间和一定
的程序。目前我们先在学校
网站上宣传他们的见义勇为
行动。下一步会出台相关奖
励措施。”山东财经大学学生
处负责人表示。

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周炎说，10名救人的学
生是吕学良、张凯、周毅、高
翔、颜坤、王运慈、申锦涛、李
训涛、王禄和马强强。他们中
年龄最小的1992年出生(王
运慈)，年龄最大的1988年出
生(王禄)，他们的行为代表
他们这个青年群体的精神风
貌，值得学习。 救援队正在搜寻。本报记者 王健 摄

被救小伙：

“没有他们喊我，我游不到对岸”
本报记者 吴金彪

7日晚上，记者辗转联系
到了被10名大学生救上来的
22岁的河南小伙小曹，也是
一位90后。因为双腿抽筋，肌
肉拉伤，他目前仍在家和公
司休养。

小曹说，当时他游到一
半时，体力已经透支，左腿抽
筋，加上迷失方向，情况十分
危急。当时他用仰泳的方式
保存着体力，“然而却找不到
方向”。

“没有他们喊我，我游不
到对岸。”小曹说，一开始他并
没有听到大学生们的呼喊，然

而呼喊的声音越来越大，“朝
这游！朝这游！”听到学生们的
呼喊，他也感觉到身上仿佛有
了力气，拼尽全力向“呼喊声
音”的方向游过去，很快他发
现了一群人在河边。接下来他
又碰到了学生们伸过来的梯
子，“感觉一下子找到了希
望”。

“他当时好像爆发出惊人
的力量，一下游了十多米。让
我们也感到很惊奇。”救人学
生周毅回忆。

小曹说，10名学生把已经
筋疲力尽的他抬上岸，并没有

多停留，就穿衣服匆匆离开了
现场。“我当时说了很多声谢
谢，但是我今天还想对他们表
示感谢。请你再帮我转达对这
些哥们的感谢。”电话那头，小
曹一再对记者说。

“真是一帮好哥们。我
也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的
感激之情。”小曹说，他现
在也不知道这些学生的名
字，但是他们的身影却一
直在他眼前浮现。正是因
为 学 生 的 呼 喊 救 了 他 的
命，“印象太深刻了”，他一
辈子也不会忘记。

每年夏天，仅泺口浮桥附近，就有十余条生命消失在滚

滚黄河水中。黄河岸边确有“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勿下河戏

水”之类的警示牌，但拦不住很多游人尤其是一些年轻小伙

玩水、亲水的热情。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失踪小伙孙庆

勇的家人，还是参与救援的山财大学生，都提过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黄河上没有专业的救援队？

格

反
思

吕学良 申锦涛 王运慈 高翔 王禄 张凯 马强强

溺水第3天，孙庆勇仍无踪影
本报记者 秦聪聪 王健

经过一天的水上搜救，仍
未见因救人而溺水的小伙孙
庆勇踪影，山东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准备扩大搜救范围。焦急
等待的同时，孙庆勇的家人开
始在黄河沿岸张贴寻人启事。

7日上午7点多，山东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开始组织人
员进行打捞，孙庆勇的母亲
多次要求上船陪同搜救队员
一起下河，考虑到她的身体
和精神状态，并未获准，最
终，孙庆勇的大姐和大姐夫
一同上船，和蓝天救援队队
员一起开展打捞工作。记者
上午10点左右到达现场时，
搜救人员正在东侧靠近泺口
浮桥的位置打捞，泺口水文
局为搜救队员提供了船只，
配合橡皮艇用于搜救，搜救
人员一次次将锚钩抛入河
中，但都无功而返。上午11点
多，搜救船靠岸，组织救援工

作的山东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副队长许雷介绍说，蓝天救
援队原本准备了多套方案，
但由于黄河河床构造与平静
湖面差别太大，水流太急且
高低不平，目前只能采用最
原始的人工搜索和锚钩打捞

等方式。
水温超过10℃，溺水者

一般72个小时就能浮上来，
水文站的工作人员说，目前
黄河水温为12℃至15℃。他
估计，溺水小伙应该很快就
能浮上来。

“求你们帮我找找小勇”。 本报记者 王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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