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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寿寿光光，，消消防防员员““不不敢敢””上上街街买买东东西西
抢险归来，消防车倒车镜上挂着“军嫂”送来的防护品，消防兵为付钱，写“公开信”寻人；买东西店老板坚决不收钱钱，

消防兵与店老板在现场不得已“推来推去”……在寿光救灾现场，军民鱼水情深，这样的暖心的事情比比皆是，寿光百百姓
以各种方式向参与救灾的消防官兵表达着谢意。

本报记者 蔚晓贤 马媛媛
尉伟

军嫂深夜送防护品
落款是“军属”

8月31日上午，寿光市纪台
镇纪西村，一辆远程供水的泵浦
车上，一张贴有百元大钞的“公
开信”在消防官兵忙碌身影的衬
托下显得那样醒目。原来，这是
聊城消防支队的官兵在想法找
寻一位不留姓名的“军属”。

8月29日23时45分，寿光市
纪台镇纪西村作业点，聊城消
防支队战士李跃魁和位朝瑞在
回车查看油料剩余情况时，突
然发现在消防车的倒车镜上挂
着一个白色的礼品袋。他们打
开一看，里面装着三盒润肤油、
两盒大宝、一盒芦荟防晒油，还
附有一张小纸条：“致支队全体
官兵，感谢！希望早日回家，注
意身体，注意安全，家中有人在
等。”落款是“军属”。

经过一番商议，聊城消防
支队的消防官兵决定收下这份
特殊的礼物。

不过，从那位军属深夜送
礼留字条的方式来看，她并不
想让消防官兵找到自己。于是，
聊城消防支队的参谋长王占民
就和大家一起商量想通过写一
封“公开信”，找寻那位军属，让
她看到参加救援的消防官兵内
心深处对她的感激。

在救灾现场，王占民蹲在
地上写道“来信及礼物全部收
到，感动之余更增加了无穷的
动力……都说军人不易，其实
军属更不易，你们既要孝敬老
人还要教育孩子，一双柔弱的
肩膀要撑起一个家……但天
下尚不太平，百姓时有困难，
国家不能没有军人，更不能没
有军属！将心比心，这些礼物
我们会收下……但，钱我们一
定要付，这是原则、是纪律，也
是底线。”

女老板坚决不要钱
消防官兵微信付款

热心网友曾录下了这样一
段视频：寿光市纪台镇附近一

家纺织品店铺，消防官兵把
什么东西留在店铺里，女店
主就拿起塞回到他手里，几
个来回后，消防官兵扔下东
西就跑，女店主追了出来喊
着：“你们的，我不要。”谁会
想到，两人争执半天，就是为
了20元钱呢。

原来8月30日上午，为了
避免污水中的杂物被吸到消
防 车 的 水 泵 中 影 响 抽 水 作
业，聊城消防支队开发区大
队特勤中队的张文盼去买窗
纱用来遮挡杂物。可窗纱是
买来了，但女店主说什么也
不要钱，还把张文盼“推”了

出去。
得知此情后，聊城消防支

队参谋长王占民特意安排支
队装备科的韩镇和特勤中队
的付坤一起去还钱，但结果还
是一样，也就出现了视频中的
那一幕。

韩镇本以为丢下钱一跑，
“任务”就完成了。谁想，那名女
店主竟一路追了过来，又把二
十元窗纱钱扔了回来，“说了不
要就不要！”

最后，聊城消防支队的
官兵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二维码付款。他们回到女店
主那里，悄悄地将微信支付

的二维码拍下，回来后成功
支付了20元钱。

为让救援人员吃好点
成立“包饺子志愿队”

8月31日下午5点，一阵饺
子的香味在寿光市恒华实业
救灾物资点的一处厂房里渐
渐弥漫。

这里是莱芜消防支队驰援
寿光的消防官兵们的驻扎地以
及他们奋战的地方。厂房那边，
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堆积
成山，消防官兵们装车、卸车挥
汗如雨；厂房这边，一个临时搭
建的灶台上，两锅水饺正在沸
水中翻滚。

“我们就是想让消防官兵们
吃口热乎饭，他们实在太辛苦
了!”志愿者刘兆丽告诉记者，她
所在小区业主提议，“给他们包
顿水饺吃吧，让他们尝一尝我们
寿光的家常味儿。”很快，一支由
小区工作人员和业主组成的“包
饺子志愿队”就成立了。

今年62岁的丁玉华告诉
记者，一听说要给消防官兵
包饺子吃，大家一大早就开
始忙活起来，总共包了两千
多个饺子。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种救援
物资堆积如山，官兵们每天工作
都在16个小时以上，仅面粉平均

每人每天搬运两吨。连续高强度
的劳动，很多官兵都受伤了，但
即便如此，大家都咬牙坚持。

消防官兵的辛苦，寿光老百
姓都看在眼里，几乎每天都有老
百姓给官兵们送东西，有吃的喝
的，有送羊汤的，有的怕影响官
兵们休息，悄悄放下就走了。

消防老兵发放
“井摄读好”奖学金

济宁市消防支队来潍坊寿
光市救援，驻扎在道口第二初
级中学。看到寿光市的灾情，看
着学生们开学的日子日益临
近，济宁消防支队的消防老兵
井源希望能够以自己的绵薄之
力，鼓励这些孩子们努力学习，
快乐成长。

8月31日上午，由于济宁支
队井源同志的工作地点不在这
个镇，不能到现场发放“井摄读
好”助学金，善款由济宁支队代
为发放，这次6名灾区儿童受
益，每人300元。

记者了解到，作为济宁消
防党员服务队的主要负责人，
井源经常深入到农村小学看望
慰问困难儿童，并以个人名义
成立了“井摄读好”奖学金，对
个人摄影作品进行拍卖，将筹
集的款项以奖学金形式发放到
农村孩子手中。

蹚着着齐齐腰腰深深水水，，6622岁岁村村支支书书夜夜救救2222人人
文/片 本报记者 廖雯颖

8月30日，寿光纪台镇寨子
村村支书潘福兴站在曾经被淹
的厂房前，感慨道：“当晚厂子里
全是水。”8月19日夜晚，河水倒
灌入寨子村。得知村里无纺布厂
有大批工人被困，62岁的潘福兴
蹚着齐腰深的水，连同村主任及
村民一起，将21名工人从超过
2 . 5米的深水中全部救出，之后
又救出一名村民。

8月20日凌晨时分，镇上
来电话通知：寨子村东北角无
纺布厂有大批工人被困深水
中，亟待救援！

这个无纺布厂位于寨子
村东北角，距离村庄大概2公
里，地势很低，离着丹河不远。

“我们到了一看，情况太危险

了！大水把厂房整个淹了，只
有房顶还露在水面上。旁边一
个高坡上建着大棚，水已经到
了大棚下面二三十厘米，就是
说下面厂子的积水得有2 . 5米
深了。”潘福兴说，当时他们就
站在距离厂房大概三十多米
的坡上，对着困在屋顶上的工
人喊话：“快出来！水还要涨，
里头呆不得了！会游水的先游
过来！”

几名水性好的工人先游
了过来，潘福兴他们做好接
应。随后，潘福兴安排一名村
民火速取来两根大绳，绳子一
头拴在大棚的柱子上，另一头
就由村民游回去，再牢牢地绑
在车间顶上。工人们抓着绳
子，一点一点往外游，终于脱
险。可还有三名工人，因为被

困在更靠里侧的厂房上，无法
通过绳索游出来，后来通过橡
皮艇才将三人救出。至此，被
困的21名工人全部获救。

正准备撤离，潘福兴又接
到电话，一名村民被困屋顶，
于是一行人再度折返施救。等
到22人全部救援完毕，已是20
日凌晨2点半左右。

8月30日，在这家生产大棚
无纺布和保温被的工厂，记者见
到，地面上仍旧是一片狼藉，许
多被泡变形的布匹堆在地面上
晾晒。目前被淹受损的机器需要
维修，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正
在抢救部分产品，预计还要十多
天才能恢复生产。

对于生产自救，“预计立
冬前能恢复生产，年前年后能
栽上苗。”潘福兴说。

站在被大水冲开外墙的厂房前，潘福兴指着屋顶说，当时救人的绳索

就拴在这里。

■抢险救灾·众志成城

这就是消防官兵收到的防护品。 热心读者供图

“公开信”寻找热心“军属”。 热心读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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