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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5日讯 (见习
记者 戚云雷 许亚薇 记者

王兴飞 尉伟) 6日上午，作
为本报联合消防部门举办的防
患未“燃”——— 119互动消防系
列活动的首个项目，“亲历逃
生”消防演练将正式开始。经过
层层选拔，参加演练的志愿者已
于5日产生。本报原定征集20名志
愿者，但因为报名火爆，特别增加
了一对“特殊”的父子。

成为“亲历逃生”志愿者，
滨州市邹平人孙涛有些不敢相
信。“我原以为不在济南选不上
了，这次演练我一定准时到！”5
日下午，孙涛接到通知后说。

“太好了！我老公明天一定
准时带着孩子参加。”5日下午，
济南市民马佰超的妻子接到通
知时兴奋地说。在建筑行业工
作的马佰超参观过一些消防演
习，没能亲自体验，总觉得效果

不是很好。
“几年前，邻居家着火波及到

我们家，我在大火中把家里老人
救了出来……”马佰超说，他要带
着4岁孩子一起演练，让孩子在小
时候就把消防意识树立起来。

马佰超不知道的是，此前
本报已经确定了20名志愿者名
单，但因为他特殊的经历和参
加活动的迫切心情，本报和消
防部门决定将他和孩子也纳入
名单。

22名志愿者中，被选中参
加“高空缓降”演练项目的三人
已于5日下午接受了培训。别看
是挑出来的精兵强将，当要系
绳从7层高楼上滑下来时，他们
心里也有点打鼓。

山东政法学院20岁的裴震震
下楼前，培训人员两次对他的安
全带扎系进行了纠正；志愿者宿
伟中是户外运动教练，培训后他
笑着告诉记者，自己当时的姿势

“不够优雅”。不过经过培训后，他
们都掌握了基本的技能。

6日上午，22名志愿者将来
到演练现场，学习知识，一显身
手。

“119”是我国现在的火警电话
号码。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特
别通讯的号码是“0”号。为保证火
警电话畅通无阻，将“09”作为我国
的火警电话。70年代后期，我国特
别通讯服务号码由“0”改为“11”，
根据标准化管理的要求，火警电话
号码便统一改为“119”。

有人对“119”这个号码进行过
分析，认为这个号码不仅符合通讯
标准化的要求，从读音上来说还特
别易懂易记，是汉语“要要救”的谐
音，即使一时惊慌而忘记，面对火
灾也很容易触景而想起。

1992年，公安部发出通知，将每
年的1 1月 9日定为“ 1 1 9消防宣传
日”。此后，各地按照国家的部署
积极开展了广泛的消防宣传教育
活动。今年，我省宣传部、公安厅
和安监局等七部门又联合印发了
通知，部署开展以“认识火灾，学
会逃生”为主题的第3个消防安全
宣传月活动，明确以防火、灭火常
识及自救疏散逃生技能为主要宣
传内容，引导人民群众学习消防
知识、关注消防安全，以营造全社
会关心、参与消防安全的浓厚氛
围。

119消防宣传日

已经设立21年

父父亲亲和和44岁岁儿儿子子破破例例成成志志愿愿者者
“亲历逃生”志愿者增至22人，今天上午举行演练

“第一位志愿者准备”，听到
命令，我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
把消防安全带系在身上，牢牢拽
住胸前的绳子把腿迈出了窗外。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知道该迈哪
只脚。紧张中，双手把绳子抓得
死死的，都没注意身上的安全带
松了。为此，安全员戴师傅两次
中止了我的下降逃生训练。

第三次，在戴师傅“后仰、
下蹲、缓下降”的口令中，我终
于没有让大家失望。我双手支撑
着墙壁，身体半蹲，本能地向后
仰，整个人就随着缓降绳开始匀
速下降，当双脚着地时我才意识
到，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整个过程只用了67秒，而
我却觉得格外漫长。最有挑战

的一步就是跨出窗外的那一
步。当身体离开附着物，在完全
悬空的状态下依靠手来保护自
己，不让身体受到撞击，是从来
没有过的体验。

明天正式上阵，我会做得
更好！

山东政法学院新闻专业大
二学生 裴震震

从七楼速降

难熬的6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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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逃生”演练

5日，济南领秀城小区，在安全技术员们的帮助下，本报消防志
愿者正在从7楼往下速降。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安全之窗
主办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志愿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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