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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跌进废矿井②

老人失足坠井，从家人发现
失踪到打捞上尸体，共花了近34

个小时。其中不少时间浪费在临
沂到烟台的路程上。

有村民质疑，一场救援为
何要从临沂找来打捞队，这未
免有些舍近求远。然而，记者
从参与这场打捞的潜水员处
了解到，江苏海龙潜水公司曾
在烟台设立分公司，可惜由于
生意不多，入不敷出，被迫于
上个月撤销了。“我们公司在
全国设立了40多个分公司，山
东东营、临沂都有分点，一个
原因是这些地方深井比较多，
井下救援也多些。”工作人员
说。

外省公司经营惨淡，本地

打捞队深井救援也不多见。招
远一支民间打捞队陈先生说，
他们打捞以水库为主，深井打
捞情况比较少，“深井打捞今年
还没有一例。”陈先生说，由于
深井打捞情况少见，加之相比
宽阔的水库、湖面，深井打捞操
作的难度更高，很多民间打捞
队不具备深井打捞的能力。“一
些打捞队只有简单装备，打捞
深度不超过10米。”陈先生说，
他们打捞队有一套轻型潜水设
备，算较好的装备，也只能下到
20多米深的水面。有时就算潜
水深度能达到，还要考虑井壁
攀爬的高度，井内有有毒气体
等条件，情况比普通潜水打捞
复杂得多。

消防部门在抢险救援中
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说哪里有
险情，哪里就有消防官兵的身
影，坠井救援也不例外。但是，
由于深井救援的特殊性，涉及
到潜水救人的，消防部门也往
往要配合专业打捞人员完成
救援。

莱山消防大队官兵介绍，发
生在莱山区的深井救援很少，有
时三两年才有一例。一般情况
下，坠井人员如果浮在水面上，
消防官兵肯定千方百计救出人
来。但人一旦沉入水底，消防人
员也只能“另请高明”。

招 远 出 产 黄 金 ，矿 井 较
多，但记者从招远消防部门了
解到，今年招远市接到水井救
援两起，并未有矿井救援。消
防 人 员 说 ，通 常 1 0 米 深 的 水
井，如果水深只有一两米，消
防 可 以 救 援 ，再 深 了 就 要 请

“水鬼”帮忙。
莱州消防今年接到的深井

救援有5起，相比往年较多。消防
人员说，被救者4人死亡，一位老
人今年被救上时幸运地存活。

消防人员说，对于普通的水
井救援，消防员只需在井口放置
一个三脚架，固定好后将绳子顺
入井内，消防员再背着空气呼吸
器下井。如果被困人员活着，消
防员应为其身体套上绳索，戴上
安全帽拉上来。如果确定被困者
死亡，则将绳扣套住身体拉上来
即可。

初家消防中队指导员李昊
泽介绍，潜水的技术性很强，只
有经过专业培训，考出潜水证才
具有潜水资质。由于发生概率
低，培训过程复杂，而义务兵的
服役期只有两年，消防员的更新
快，因此消防也不具备深水救援
的能力。

一名消防战士说，消防员每
天的主要工作是灭火，此外还要
学习各种器械破拆手段。“消防
也不是万能的，我们有时也力不
从心。”这名战士说，挽救群众财
产生命安全的前提是保证自身
的生命安全，“懂行的人都清楚，
深井潜水十分危险，井内气体和
液体可能有毒，因此不是行家根
本下不去。”

救援难度大，资质要求高

在这起打捞事件中，记者
留意到，打捞人员未现身时就
在电话中说，打捞费要两万元。
记者了解到，在打捞行业中，先
付款后打捞被视作行规。

打捞人员苏先生说，先付款
再打捞，是因为他们担心尸体打
捞上来后，死者家属情绪悲痛，
不好张口要钱。“有时因价钱谈
不拢，潜水人员拒绝打捞被人指

责‘赚死人钱’，实际上，我们是
捞尸体，不是救人。”苏先生说，
打捞尸体久了，也会有种种职业
病，肺部和脸部最容易受伤。“打
捞者不仅身体承受痛苦，还要承
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说，尸体
在水中浸泡久了容易脱皮，如果
在水中突然遇到尸体，打捞人员
也会吓一跳。

尽管打捞人员大倒苦水，

但对于两万元的打捞费，不少
人都说收费偏高，有些“漫天要
价”的味道。“打捞人员就是抓
住了死者家属的心理，认为只
要有人尽快打捞，花钱多点也
无所谓。”一名市民说，打捞人
员付出了劳动，适当收取打捞
费无可厚非，但4个人忙一天就
要将两万元收入囊中，未免有
些过了。

未打捞张口要两万，打捞人员说这是行规

建议：

打捞公益化

政府应尽责

中国人讲究“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因此一旦有人溺
水身亡，打捞尸体就成为一项
需求。目前，消防部门对潜水
救援无能为力，打捞部门则主
要负责海域的打捞工作。在这
种状态下，市民建议政府牵头
组织一支打捞队，收取合理的
打捞费，防止民间打捞队伍漫
天要价的行为。

此外，还有市民认为，打捞
尸体这一行业尽管涉及人数
少，但技术要求高，相关部门也
应规范其收费和服务行为。

有市民指出，专业的打
捞队伍应配备齐全的救援工
具。在21日的救援中，打捞队
除了潜水设备，像安全帽，探
照灯甚至安全绳等大多数工
具都是村民事后准备的，这
无疑延误了救援时间。

本报记者 侯艳艳

这场悲剧引发我们深思：这次救援是从
临沂请来的打捞队帮忙，深井救援为什么要
舍近求远？此外，这处废弃的矿井为什么没
有填埋，类似的悲剧又该怎么避免？

深深井井救救援援太太难难
无无奈奈舍舍近近求求远远
市民建议政府组织专业打捞队

下了两次矿井查看情况的民间救援队队员说明矿井内情况。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救援队决定从矿井口最低处展开救援，村民帮助平整矿口。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深井救援不多，打捞队撤销

国土部门：

矿井荒废十几年

应按规定填埋

废弃矿井隐藏山上，封
盖矿井的铁盖松动坠落，面
对这一安全隐患，梁家夼村
不少村民根本不知情。莱山
区国土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废弃矿井应按规定填埋。

21日，记者采访了许多
梁家夼村村民，令人意外的
是，不少村民竟对山上有废
弃矿井的事情不知情。李女
士家的地瓜地就位于矿井旁
边，她说，尽管自家的地距离
井口只有两三米，她也是去
年才发现草丛间有处大井。

“去年收地瓜时，我家的三轮
车险些掉进井口，那时我才
发现。”她说。

一名曾在矿井工作的村
民说，这座矿井大约20年前被
外地人开采，十七八年前，矿
井就废弃了。之后，开采者在
井口盖了一个直径三四米的
大铁盖。“时间一久，井口被雨
水冲刷，铁盖松动了，不知何
时掉进了井口内。”村民说。

莱山区国土局工作人员
说，目前莱山区只有两个矿，
一个是祥山铁矿，一个是金
马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
位于莱山街道和解甲庄街道
的一个村，“国土部门根本不
知道梁家夼有矿井。”工作人
员说，按照国家规定，对于废
弃矿井应进行封堵填埋，消
除其安全隐患。

废弃矿井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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