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2日 星期一 A07齐鲁

编辑：魏银科 美编：陈华 组版：刘淼

他们不只守护着面前的万亩植被，还有背后数以万计的村民

大山里的消防员，鲁山的“守山人”

文/片 赵原雪 胡允鹏
淄博报道

初上鲁山

夏秋交际，山中的午后潮湿
闷热，一股清溪穿谷而过。从鲁山
入口处再爬一段上坡路，拨开山
间白茫茫的雾气，消防站的全貌
渐渐明朗。

这是2024年8月的一天，时间
指向13：30。此时的消防队员们正
在进行午休后的实操课，铿锵有
力的口号声在山谷中回荡。

很少人知道，鲁山深处驻扎
着这样的一支消防队伍。

2020年，在淄博全市森林消
防力量统一部署下，作为鲁山的

“守山人”，淄博市森林消防大队
直属一中队正式建立，驻扎在鲁
山之巅，并与分布在森林覆盖率
较高的博山、沂源、淄川等区县的
另外两个中队一起，成为淄博森
林消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建涛作为骨干被抽调到这
里，被任命为淄博市森林消防大
队直属一中队中队长（现指导
员），负责中队的全盘工作。

初上鲁山，尽管有着丰富的
消防救援经验，但面对这片地貌
复杂百倍的山野丛林时，陈建涛
还是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困难存在，唯有直面。从此，
他与此后的一众队友有了一个新
的身份——— 鲁山“守山人”。

鲁山海拔1108 . 3米，面积
6 . 4万亩，林地6 . 33万亩。加上池
上镇辖区面积156平方公里，中队
所负责的辖区面积总体达到了
200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地方，就
交给了当时仅有8人的消防队伍。

生根发芽

淄博市森林消防大队直属一
中队于2020年3月份开始筹备，同
年10月正式投入执勤备战。

建队第一年，他们根据森林
消防的正规化建设标准，在满眼
青翠的山林之中修筑了初步的消

防站点，升起了鲁山森林中第一
面消防旗帜。

初期，基础配套尚未完善，条
件十分艰苦。唐磊是最初8个消防
员之一。在他的记忆里，队里的日
常用水都需从山上引下，“那时，
队伍刚建不久，还没有在山上建
蓄水池，深冬，大山的温度很低，
水冻得像石头一样，根本没法运
下来……”夏天，同样难熬。当时
没空调，山中下雨后，就格外潮
热，洗的衣服发霉长毛不说，就连
队员们也经常长湿疹……

即便如此，他们还在这里种
下了那颗充满希望的消防种子，
且不断生根发芽，逐渐成为这片
大山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记者注意到，在消防站门前
台阶的正中央，有八个大字：为民
值守，扎根大山。

陈建涛说，这是在建队初期，
他们用竹子和石头铺就的。“垒起
这句口号，也垒起了我们的初
心。”他说，就这样，这八个大字和
这支森林队伍一起，成为鲁山最
醒目的符号。

建队后，真正的挑战刚刚拉
开序幕。鲁山植被覆盖率高达
97%，无数条通往目的地的小路、
不同动植物分布的地貌与未知的
残垣断壁相互交织，甚至还有地
图上根本没有显示的无名山……

彼时，鲁山的一草一木成为
一个个具象化的数字，亟待在陈
建涛等人的心中填满。

为了更加充分掌握鲁山的情
况，中队定期派出队员走进大山
进行“战略熟悉”，辖区内250余座
山头分布情况，山区水源摸排、道
路通行普查、植被覆盖调查、重点
目标距离中队的位置测量等等。

两年多的时间，队员们用脚
步丈量了鲁山的各个角落，并把
所到之处记成了一笔笔数据：哪
里是进山路，哪里是水源地，哪里
可以设置隔离带，哪里可以作为
避险点。

同时，他们还制作了涵盖地
形地貌、力量布防、重点目标、水
源分布等要素的实物沙盘和线上
实时地图，将鲁山的面貌一点一

滴尽收眼底，让安全防线延伸至
大山的“最后一公里”，并陪伴鲁
山安然走过每个昼夜与四季。

守护的深意

面前是充满未知的鲁山，后
方则是依山傍水的村庄。

“刚来的时候，老乡们还不知
道这里有消防员，也很少和我们
联络，他们觉得报火警又远又麻
烦，甚至认为消防车收费。”中队
四班副班长闻胜利说。

不仅如此，语言沟通也是问
题。对此，身为外地人、2022年才
来中队工作的闻胜利深有感触：

“乡语，听不懂，直接听不懂。”
“这耽误时间不说，更耽误救

火速度。”后来，闻胜利就像学习
英语单词一样，每次听到一个生
僻的“乡语”就标记下来反复背
诵，抽空还和队员们学习。

慢慢地，闻胜利熟练掌握了
很多常用的“鲁山话”，甚至还能
和村民们简单交流几句。

沟通障碍突破后，消防安全
必须渗透村中。

于是，除常规的警情处理外，
队员们还定期到村中进行消防安
全宣讲，为村民讲解安全知识，手
把手教他们基本的消防技能……
消防员与村民们渐渐熟络起来。

“如今，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
处理警情，还帮村民抓蛇、找羊，
农忙时还能帮忙干一些力所能及
的农活，用消防车帮老乡们浇
地……”陈建涛说，有时候，他们
出门在路上看到老乡们，还会顺
手捎上一程。

经年的坚守与奉献终于得到
来自大山的回应。

4年来，消防站里摆满了村民
们送来的锦旗和感谢信。当地村
民还给他们起了一个亲切的称
呼———“蓝精灵”。

这也印证了驻守队员们坚守
深山的意义。“只要看到穿蓝色和
橙色衣服的人，看到衣服上消防
的标志，老乡们就知道，我们是消
防员，是森林的‘守山人’。”陈建
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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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张翔 枣庄报道

2002年，25岁的张桂梅经人介绍嫁到了南
沙河镇河汇村，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儿子出生后
又给家里增添了无穷的快乐。但就在2007年春，
丈夫在下班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当场死亡。

爱人的离去让张桂梅痛不欲生，一度对未
来的生活丧失信心。娘家人曾劝说张桂梅带着
孩子回老家，为她再找一处婆家。但是看到年事
已高的公婆，她始终狠不下心扔下两位老人。张
桂梅默默擦干眼泪，一个人咬着牙扛起了照顾
全家的重担。

她每天扛着锄头、挑着水桶奔走在田间地
头，回家后又悉心地照料公婆和儿子。为了不让
公婆看出她的难过和艰辛，张桂梅总是面带笑
容，希望能让这个家尽快从不幸的阴霾中走出。

张桂梅的前公婆看到她生活得这么辛苦，
自己却帮不上什么忙，特别心疼，多次劝她早日
改嫁，但张桂梅说什么都不同意。两位老人见她
如此固执，就找来村里人劝说她。最后张桂梅妥
协了，但却提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条件，
必须招夫入赘前夫家中，一起伺候两位老人。

忠厚老实的刘信听说她的故事后深为感
动，他认为张桂梅提的条件恰恰说明她很孝顺，
很有责任心，于是拍着胸脯答应了。“我知道过
来负担不轻，但是咱农村人只要勤快点，饿不
着。”刘信说。就这样，一个新家庭组成了。

张桂梅和刘信夫妇陪伴着前公婆，照顾着
孩子，一家五口住在一起，日子不算富裕却非常
充实。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小生命，带来了更
多欢声笑语。同时，张桂梅也没有忘了刘信的父
母，一有时间就和丈夫去公婆家，亲手做上一顿
热腾腾的饭菜，抢着刷锅洗碗、做家务。刘信的
父母深明大义，非常认可儿媳妇和刘信的做法，
一大家子人和和睦睦，日子恬静幸福。

2015年，前婆婆王传美因疾病去世。在她去
世前，张桂梅即便再忙，每日早晨也会给婆婆梳
头洗脸；下午回来再晚，也会给老人捶捶肩膀揉
揉腿。前婆婆去世之后，前公公张茂春伤心不已，
再加上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三年多前，张茂
春不小心摔伤了，夫妻二人更加细心地照顾起了
他的生活起居，在夫妻二人无微不至的照料下，
老人现在已经可以扶着推车小范围走动了。

在夫妻二人的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也都
很懂事孝顺。张桂梅的孝心不仅感动了邻里，也
感动了社会各界，夫妇二人曾获得“2014年度感
动滕州暨最美滕州人”的荣誉称号，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

枣庄滕州南沙河镇河汇村的张桂梅女士，
在丈夫遇车祸身亡后，面对年幼的孩子和年迈
多病的公婆，她拒绝直接改嫁，以“为公婆养老
送终”为提前，招夫上门共同孝敬公婆，担当养
老抚幼责任。从2007年至今，张桂梅一直把前公
婆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照顾。

张桂梅推着老人散心。

“为民值守，扎根大山”是这群鲁山“守山人”的初心。

“消防队就应该驻扎在森
林里”，4年前，当这样的声音
在鲁山群峰之上集结，一支消
防队如同一颗钉子般，驻扎在
鲁山腹地。

从一个仅8人的消防小
队，到如今有34名消防员的消
防中队，他们已成为大山里的
一道安全命脉。他们面前，是
覆盖万亩植被的鲁山山区；他
们背后，则是44个依山而生的
山村与数以万计的村民。他们
望着山，山也在望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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