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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次次排排爆爆九九个个土土炸炸弹弹最最难难忘忘
张保国：部队转业从警19年排爆130多次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记者 范
佳）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进一步
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特别是情感认同，10月16日至17
日，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在济南举办
全省“中国梦·新时代”百姓宣讲比赛。

本次比赛，共有58个故事类、19组
曲艺类、20个视频类，来自全省各个领
域、各个行业近百名百姓宣讲员参赛。

选手们紧紧围绕“中国梦·新时代”
这个主题，以亲历、亲闻、亲为的鲜活故
事，利用现场宣讲、曲艺说唱、视频再现
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了改革开放40
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满满的获得
感、幸福感、自豪感；集中展现了基层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新征途上

干事创业、甘于奉献、昂扬向上、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

经过激烈角逐，共评出故事类一等
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28名；曲
艺类一等奖3组、二等奖6组、三等奖10
组；视频类一等奖3个、二等奖6个、三
等奖11个；同时，有10个部门和单位荣
获优秀组织工作奖。

据悉，“中国梦·新时代”百姓宣讲
活动于今年3月份启动，这是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的第六届“中国梦”系列百姓
宣讲活动，也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
新一届百姓宣讲活动。

在此基础上，10月下旬，省委宣传
部、省委讲师团将遴选优秀宣讲员组成

“中国梦·新时代”山东省百姓宣讲团，
分赴全省各地，深入机关、学校、社区、
农村、企业等，开展特色鲜明的分众化
对象化巡回宣讲。

拆除爆炸装置
抉择就在一瞬之间

今年54岁的张保国与爆炸物品打
了三十多年交道，部队的15年天天琢
磨制式弹药和火炸药，警队的19年更
是如此。“当年我在部队干得挺好，上
世纪90年代济南建设突飞猛进，在城建
施工中挖到很多废旧炸弹。”张保国说，
当时济南公安没有专业的人才来处理
废旧炸弹，就通过军区找到他，此后就
多次参加公安的爆炸物品销毁工作。

1999年，张保国作为排爆专业技术
人才从部队转业到济南市公安局，最初
的任务是鉴定销毁废旧爆炸物。可是更
为危险的任务随之而来。距离他转业仅
一个月，1999年9月份，市中分局民警在
玉函路某小区清查流动人口时，发现出
租房里的一男一女比较可疑。现场，男
的对女的悄声说：“如果公安敢揍我，我
就炸死他们！”民警听到后，立即带离了
他们，同时迅速将此信息上报市局。

来到小小的出租屋，张保国小心地
翻找着男子口中说的爆炸物，“这是我
第一次处置土炸弹，当时除了一顶钢盔
没有任何防护装备”。

昏暗的灯光下，张保国的手电指向
角落里的土炸弹——— 一个装满炸药的
啤酒瓶。“嫌疑人竟然设置三种引爆方
式，有鞭炮引火线点火的，有像手榴弹
拉绳一样的，还有一种是直接摩擦引爆
的。啤酒瓶外面还用胶带缠上了钢珠，
一旦引爆，杀伤力不亚于军用手榴弹。”
张保国此后又找到8个土炸弹。

第一次面对如此数量的土炸弹，张
保国短时间无法确定炸药的性质，必须
现场想办法破解。此时，他看到墙角有
一桶水，就灵机一动，“把土炸弹放进水
里泡，让引爆装置失效”。于是，他小心
翼翼地将9个土炸弹放进盛满水的水
桶里，暂时消除了危险。

“后来，我来到郊外一个空场，将一
个土炸弹扔出去，一落地就爆炸。”张保
国当时就一阵后怕，“每一次处置涉爆
现场，都是一次成长。至今最难忘的，依
然是第一次排除这9个土炸弹。”

有了第一次排爆，随之而来的是一
个个排爆现场，每一次排爆仿佛一次生
命的加持，张保国构建了强大的心理。

“我们排爆时，如果判定为定时炸弹而
引爆时间又不明，一般不拆，而是用水
炮摧毁。可是很多涉爆现场需要提取痕
迹物证，就需要我们拆除爆炸装置，抉
择就在一瞬之间。”

意外被烧伤
住院三天又出现场

当排爆一个接一个成功，一场意外

突然而至。2005年3月2日，张保国带着
排爆队员将废弃弹药运往山里销毁。当
张保国在给媒体记者讲解如何销毁时，
废弃弹药中的老旧发烟罐突然起火。张
保国大喊一声，提醒身边的人迅速撤
离，紧接着冲到火药堆旁踢飞了发烟
罐。但他还没来得及跑开，火药堆就蹿
起了十米高的大火，将他包围。

“我接到电话说保国受伤了，最担
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来到医院，看着
他的脸被火药烧得又黑又红，肿得比脸
盆都大。两只手已经缠满了绷带，指尖
还有黑黄色的液体渗出。”至今，妻子李
静回忆起来依然眼含泪光，“当时就想
只要活着就行，以后不能再干排爆了”。

“情绪肯定失落过，但是从来没有
想过不干了。我是科班出身，干排爆必
须让懂行的人来做才能加大保险系
数。”2005年5月2日出院的第三天，尚
在康复治疗期的张保国得知某医院发
现爆炸可疑物。

“来车接我！”当时他的脸上刚刚长
出新皮肤，一接触阳光照射就会过敏红
肿，双手的伤口也刚刚愈合，还缠着厚
厚的绷带。但他知道仅有的三个队员处
理一个现场非常困难，自己在现场起码
可以指导一下，关键时刻提个醒。于是，
他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指导操作排爆
机器人和其他装备，圆满地完成了鉴定
排除可疑物的任务。

最大的愿望
退休陪瘫痪的母亲

此后数年，他成功处置长途大巴爆
炸装置、物流公司爆炸物、鉴定泉城路
某大厦爆炸物，排除泉城路一家电商城
爆炸可疑物。其专业知识和排爆水平受
到全省乃至全国同行的认可，并且多次
外出授课和到省内其他城市协助处置
爆炸装置。

“我年纪大了，现在就是有两个愿
望，其中一个是在特警支队培养出一两
个主排爆手，让年轻人顶上来。”张保国
指着身边的特警陈龙说，“这小子身上有
这股潜力”。“我跟着师傅学习了5年的排
爆技术，直到2016年才亲自上手拆除疑
似爆炸装置，是师傅看到危险性不大让
我来的。”陈龙说，在他拆除的时候，张保
国身子在树后面，头一直伸着盯着他，这
让他有信心完成了那次排爆任务。

在张保国心目中，最亏欠的是已经
年过七旬的母亲。“那次意外受伤的事情
最终没有瞒过老人。当时60岁的母亲匆
忙来到医院看到我的样子，非常难过。怕
她过度伤心，第二天就把母亲送回老家
陵县，结果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栽倒在地
上，从此半身不遂。”言语间，张保国眼角
泛着泪光，“等我退休了，一定回老家陪
陪老人，可那是6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我省省““中中国国梦梦··新新时时代代””
百百姓姓宣宣讲讲比比赛赛成成功功举举办办

张保国脸上总是保持着荣辱不惊的表情，无数次经历生死考验让他已经足
以淡然面对生活带来的一切，无论是大悲，抑或大喜。作为一个与死神零距离的
排爆手，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排爆中队负责人张保国已经排除130多个爆炸装
置和疑似爆炸物，每一次面临着的都是“爆与非爆”的生死抉择。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身穿排爆服的张保国。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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