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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捞捞尸尸当当行行善善，，还还逝逝者者一一个个尊尊严严
队员一年自费万元，逝者家属感谢是最大的满足

文/片 本报记者

长途奔袭120公里
只为捞一具尸体

25日下午3点左右，在新泰
天宝镇黄道沟村，18岁的程某
穿着拖鞋，在村西一个200多平
米的大水坑旁边玩，不慎溺水。
村民找来渔网，尝试打捞。但这
处水坑最深处有七八米，一旦
掉落水里，救都不好救。水底坑
洼不平，渔网也被挂住，救援被
迫终止。

“新泰天宝镇黄道沟村，一
名18岁少年溺水。”25日下午5
点左右，泰山救援队队长王宝
泗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他第一
时间把信息群发给了队员。

队员田光明收到信息时还
在上班，他一边向领导请假，一
边出门打车。“由于路上堵车，我
还没到队部，就接到第一梯队已
经出发的信息。我又临时让出租
车绕道，到高速路口拦截他们。”
田光明在泰安东高速路口，成功
追上第一梯队的车辆。“打车一
共花了68元，幸好我赶上了，挺
值得。”当被问到这个费用能否
报销时，他哈哈大笑，并偷偷说，

“只能找媳妇报销。”
温勇和妻子在泰安高新区

有个药店，接到信息后，他们立
即打电话，找亲戚来看店。从泰
安到事发区域，来回将近120公
里，但温勇好像并不在意这些。

“这样的救援，已经参加了
不是一次两次，每年因为参加
救援的支出，都接近一万元。如
果计较这些，我们就不是救援
队的成员。”温勇说。

尸体捞了上来
家属磕头跪谢

此次参与救援的队员有16
人，在大家的协作下，不到30分
钟，落水少年就被打捞上岸。

救援结束时，已经到了晚
上8点半。由于时间紧迫，救援
队员出发时，没有携带干粮，经
过一番劳累，大家早已饥肠辘
辘。“这么晚了，你们留下来吃
顿饭吧。”面对村书记的再三邀
请，救援队还是拒绝了。“你多
劝劝孩子的家人，让他们节哀
吧，我们还有事，就不在这了。”

就在救援队拔脚离开的时
候，程某的家属“扑通”一声跪
在了地上，给救援队员磕起了
头，拉都拉不起来。

救援队返回泰安时，已经
是晚上10点多，大家到队部对
面的一家餐馆，简单点了几个
菜。“队长，我们那桌的费用已经
平摊了，给你们留了几个菜，没
事我们先回家了。”一位队员说。

“你们没有活动经费吗？大
家劳累了一晚，回来吃饭还得
自掏腰包？”面对记者的疑惑，
王宝泗和队员们乐了，“如果有
活动经费，我们也舍不得吃饭，
水上救援的装备还缺不少。”

王宝泗是一位职校的老
师，也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
2009年，他跟着蓝天救援队参
与了一起户外救援。“同样是
热爱户外运动，为什么别人也
能做公益？”慢慢地，王宝泗
和圈里的几位好友就加入了
义务救援队。起初，他们主要
围绕泰山做户外救援，帮助受
困“驴友”。

“2014年7月，泰安艾洼村
有人落水，我们一行9人赶到艾
洼村，但由于没有专业的救援
设备，我们也不敢贸然下水，只
能与溺亡者家属一起在岸边焦
急等待。”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
了他。

在王宝泗的努力下，救援
队配备了车辆以及皮划艇、救生

衣等一批打捞器材。发展到现
在，只要接到求救电话，他们可
以召集起近20人的救援队伍。

捞与不捞
有时他们也很为难

23日中午12点多，在泰安
天平湖东沙滩，18岁的中专生
孙某穿了条泳裤，一个猛子扎
进水里，就再也没上来。

救援队赶到现场时已有附
近的社会人员介入打捞。由于
溺水少年的家人还没赶到现
场，社会打捞人员在水面做了
标记后，到岸上准备打捞工具。
其间，溺水少年的同伴曾央求
对方下水打捞，“他们说打捞可
以，但得需要两万块钱。”一名
同伴称，他俩加上银行卡里的
钱，总共不到3000元。

“对方打捞是收费的，而我
们是免费的，这容易让对方反
感，以为我们在抢他们的生
意。”后来，孙某的家人赶到，希
望泰山救援队免费帮忙打捞。
到场的辖区派出所民警也表
态，在打捞过程中，如果有人故
意生事，破坏打捞现场，他们将
严惩。如此这般，救援队员才放
下心理负担，下水施救。

这样的尴尬，他们已经不
是第一次遇到。去年，在泰安龙
潭水库有人落水。救援队到场
后，看到有人正在准备打捞。对
方明确示意反对，“我们已经开
始捞了，你们就别管了。你们外
地人不熟悉情况，怎么捞？”

在多起溺水现场，总能看
到几个“熟面孔”。他们固定在
某一水域，往往仨俩结伴赚钱。

“下水前，他们会提前打听落水
者家里的经济条件。从亲属穿
的衣服、乘坐车辆以及远近关
系，要价都不一样。”一名社会
打捞人员介绍，双方会讨价还
价，最终确定一个打捞价格。

在救援队看来，打捞尸体
固然需要一些成本，甚至会面
临一些危险，“但开口就要钱，
有点像趁火打劫。”只要是落水
者家属或单位同事一方明确支
持，或是有当地警方“撑腰”，他
们都会义无反顾地下水救援。

水上救援队成立两年来，
已经参与水上救援十多起。
每次救援结束，家属的感激
和肯定，会让他们内心有种
极大的“满足感”，而这也正
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不
管是救活人，还是捞尸体，都
是一种行善。”

一个求助电话，他们会放下一切长途奔袭120公里，为的是给受困者家属带来一丝生的希望，或者给死者一个尊严。等
深夜回到泰安，一顿简单的晚餐费用还需要大家平摊。有时在救援现场，他们还要面对社会打捞人员的阻挠。

他们都是泰山救援队的一员，在泰安义务救援7年。随着溺水事故高发，泰山救援队不断参与捞尸。不同于社会上的商
业打捞队，他们不把捞尸当作生意，而是把它看成一种行善。而这样的救援队，在山东各地还有很多。

泰山救援队队员向落水溺亡者默哀。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