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泰山十四年
未发生一次火灾
泰山消防中队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鲁超国 孔红星 通讯员 滕世雷

5 日，迟春江看上去不太精
神，他还没有从那场持续了13个
小时的救援中脱离疲乏。

8月3日晚8时30分，巡逻了一
天的队员们大都疲惫不堪，外面下
着小雨，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不
会有什么任务了。

突然，值班室一阵急促的铃
声，传来一个消息：天烛峰上有6
名游客被困。

迟春江和队员们立刻紧急集
合，穿好救援服带好救援设备出
发了。
“通往天烛峰没有路，要说有

的话，那就是一些‘驴友’们踩出
来的小道。”迟春江说。

天空中下着雨，“道路”非
常泥泞，而且湿滑，“万一滑倒
就可能滚落到山下”，队员们想
了一个办法，用一根绳子大家

相互拉着，但是还是不时有人
会滑倒，“摔得我屁股现在还
疼”，迟春江说着还下意识地摸
了一下屁股。

队员们一直搜寻到次日凌
晨3 点多，“我们彼此能听到对
方的喊声了”，救援队员的到来
让被困游客欢呼起来，但是中
间隔着一个山涧，队员们就是
过不去。

凌晨4点多，第二组救援队前
来增援，大家在丛林中吆喊着，摸
索着，一点一点地向被困游客靠
近……

等把游客解救出来时，已经
是4日上午10点。

具体救助过多少游客，队员
们都说不上来，“仅救助的外国游
客就来自19个国家。”队长孙红友
说。

救助多少游客

已数不清

自从1996年泰山中队组建以
来，泰山风景区内没有发生过一
次火灾。
“泰山，烧不起啊。”泰山管委

会一名负责人说。
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华

夏文明的缩影，世界自然、文化、
地质三重遗产，拥有18万亩山林，

一旦发生火灾，必将造成不可挽
回的损失，留下永久的遗憾。

虽然按照公安消防部队的编
制和职责，消防中队主要担负火
灾扑救任务，但是队员们则把大
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防火”
上。

中队组建了一支“巡查服务

队”，战士三班倒，从早上6点一直
工作到晚上8点，每天执勤在14个
小时以上，在泰山岱顶进行全天
候、无缝隙巡查服务。

平时，队员们主要的训练项
目就是“跑山”，在山上住惯的老
乡们有句话叫做“看山跑死马”。

跑的那不是路，那是没膝高

的乱草和荆棘，尖利的岩石，数不
清的沟沟坎坎和一座座绕不开的
山丘。

满身晶莹的汗水，掩不住条
条的伤痕。战士们每当谈起自己
的伤痕，却总是淡淡地笑一笑，轻
松地说：“这叫‘帅（摔）’得一身
疤！”

巡查三班倒，

全力防火

泰山有“三宝”：檀香狮子、温凉
玉圭、青釉葫芦。而泰山中队也有三
件宝——— 扁担、收音机、咸菜缸。
“有些人只看到了站在泰山

风景中的我们，但是看不到生活
中的我们。其实山上的日子很
苦。”孙红友说。

战士们的第一件宝是扁担。水
是山顶最珍贵的，特别是到了冬天，
战士们每天都得到2公里外的水池
砸开冰挑水吃。“刚开始的时候，我

们以前在家里没用过扁担，加上山
路结冰路滑，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摔
个鼻青脸肿，而且水泼到棉大衣上
立马结冰……”战士王潇宇说，随着
对扁担挑水技术的掌握，摔跤已成
往事，如今，大家都能挑着60斤水，
在山路上健步如飞。

山顶上不通有线电视，这可
急坏了一些球迷，于是收音机成
了他们的第二件宝。中队干部王
坤亮介绍说：“晚上有国家队、鲁

能泰山队的比赛，想看电视转播
又看不到。我们就组织一下，十几
个人在活动室里围着一个收音
机，感觉不亚于看现场比赛那种
氛围。”

每年12月份，泰山就到了大
雪封山的季节，泰山道路封闭，索
道停运，给养困难，馒头、煎饼就
咸菜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一吃就
是半个月。咸菜缸也就成了中队
的第三件宝。

18名队员的宿舍和食堂都是
在地下室，必须用吸湿器进行防
潮，即使这样，被子还是湿乎乎
的，“你们现在看到的条件已经好
多了，以前墙壁上都是水，被子都
能拧出水来。”
“夏秋两季水帘洞，春冬天然

一冰窟。屋外下雨屋内漏，屋外不
下屋内流”，至今，泰山中队的队
员们对建队之初官兵们自编的这
段顺口溜记忆犹新。

18名消防队员

有“三宝”

在海拔近1500米的泰

山南天门一隅，有一支队

伍——— 泰安消防支队泰山

中队，共18名消防官兵。成

立14年来，他们已数不清

救了多少游客，也不知处

理过多少险情，更记不得

自己曾摔伤过多少次……

仅救助的外国游客
就来自19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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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骨折游客。 泰山消防中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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