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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民下姜井遇缺氧丧命
同行村民下井施救，也跌入井底昏迷
文/片 本报记者 杨万卿

28日早晨，坊子区九龙街办的一个地头上，一人下井查看姜的
情况，不料跌倒在井底，另一人下井救他时，也跌落井底。经过将
近一个小时的救援，两名遇险村民被救出井外，送往坊子区人民医
院。记者从坊子区人民医院得知，其中，第一个跌下井的村民已因
缺氧时间过长死亡，另一名村民到28日晚9点记者发稿时仍在重症
监护室，未脱离危险期。

记者在附近转了转，发
现类似出事姜井的“鸳鸯
窖”，特别密集地散布在田间
地头，仔细数了数，在方圆一
亩地的面积内，竟有18个“鸳
鸯窖”，也就是30多个独立的
姜井。孙玉光告诉记者，此处
种姜非常普遍，坊子区九龙
街办罗都屯村和寒亭区朱里
镇上游村，大概有几万亩地
都是用来种姜的，姜井作为
给姜保鲜的土方法，也较多

的分布在地头。
“最近很多姜都闷烂

了，出事的两个人可能是怕
姜烂在井里，下去看看，好
及时卖出去。”孙玉光说，这
种情况下，姜农下井是常
事，而出现意外，也很多见。

记者采访了周围的村
民得知，这种在姜井缺氧遇
险的意外事故，每年都有发
生。孙玉民告诉记者，今年
自己已经听说两例事故了。

而在场的四位村民，每个
人都知道不下十次这样的
事故，有的事故甚至一次
能丧命多人。

下午四点，记者联系了
坊子区人民医院得知，两名
遇险村民中，刘杰堂经抢救
无效死亡，刘朝堂被送入重
症监护室，由于缺氧严重，仍
未脱离危险期。28日晚上9

点，记者从医院方了解到，刘
朝堂还未脱离危险期。

被救上来时，两人全身冰凉

上午九点多，记者来到
事发现场，此处位于潍坊市
寒亭区朱里街道和坊子区
九龙街办的交界。在坊子区
九龙街办的一处地头上，有
一个已经被掀开盖子的方
井。井旁的草丛里，散落着
一双土黄色的男士拖鞋，还
有一只深棕色的男士休闲
鞋，往井底看去，能清楚地
看到两个打火机，一盒烟，
一个手电筒和另一只深棕
色男士休闲鞋。

此时，仍有一些参与救
援的村民没有离开，据参与
救援的村民说，事情发生在
早晨六点左右，出事的两个

人都是坊子区九龙街办罗
都屯村村民，一个50多岁，
一个 4 5岁左右。记者了解
到，两者一个名叫刘朝堂，
一个名叫刘杰堂，年轻一些
的刘杰堂在下井时缺氧昏
迷，刘朝堂试图救人时也不
慎跌入井底昏迷。

记者了解到，出事的姜
井是个“鸳鸯窖”，即两个方
井并排连在一起，其中，北
侧被掀开井盖的就是出事
的姜井。这个姜井深达6米，
井口长宽都不足一米，只能
允许一个人上下。

参与救人的村民告诉
记者，因为两名跌入井底的

村民已经窒息昏迷，井底
空间本来就十分狭小，虽
然现场来了很多人参与救
援，却只能让一位村民小心
地下到井底，将两人分别用
绳子捆绑住，井上的村民齐
力把两人拖拽上来。

在井底被困将近一个
小时后，上午7时许，两人
被救上来。两人窒息时间
过长，被救出姜井的两名伤
者，都出现了脸部青紫、全
身冰凉的状态，“我试着基
本都没呼吸了。”接应救援
人员把两名伤者拖出井口
的寒亭区朱里镇上游村村
民孙玉光说。

眼睁睁看着救人者跌进井

“第二个人实在不该下
去，下姜井的都应该有这个
常识。”旁边一位村民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给大姜保
鲜，以便卖个好价格，姜农
往往会在地上挖出约六米深
的旱井，这就是“姜井”。

在 场 的 村 民 告 诉 记
者，出事时，正好有位放
羊人经过此处，在第一名
遇险村民在井底昏迷，第
二名村民试图下井前，放
羊人还劝阻他，不要那么
急于下井。但是，救人心
切的第二名村民，口中说
着“已经通风三天了”，

还是选择了马上下井，没
想 到 ， 话 音 未 落 ， 只 听
“扑通”一声，放羊人赶紧
过去一看，刚才还跟自己说
着话的那名村民已经跌落
井底，也昏迷了。和第一个
缺氧昏迷的村民一起，两个
人都是头朝西，并排趴在井
底。“也就是刚下到两三米，
就缺氧跌下去了。”

在姜井不远处，坊子
区九龙街办罗都屯村的王
建祥正在地里干活。放羊
人赶紧把事故经过简单地
告诉了王建祥，王建祥给
村里打电话叫人来救援，并

招呼周围正在地里干活的
村民前来帮忙。寒亭区朱里
镇上游村的孙玉光、孙玉
民 等 人 ， 闻 讯 全 都 赶 过
来，不一会，从村里也来
了十多人，他们从家里拿
来专门往井中送风的电风
扇，往井底送风。半个小
时后，大家用梯子让一位
村民先下到井底，用绳子
捆绑住一位昏迷的村民，
上面的人一齐将昏迷者拉
出井外，随后又把绳子重
新扔进井中，用同样的方
式把另一名昏迷者拉出井
外。

意外事故每年都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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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井方便也是安全杀手

大姜在初收季节价
格较低，姜农们为了等
待一个满意的价格，于
是纷纷自挖姜井进行贮
存。姜农在合适的地
方，往下竖直打一深4

～6米的旱井，再往两
侧各打一大龛，小者可
存姜数千斤，大者可存
姜上万斤。大姜收获
后，姜农将大姜在井龛
内一层层摆好，每层覆
盖细沙，然后再封好井
口，如此可使大姜保鲜
1年左右。

姜井给姜农带来方
便和增收的同时，也成
为农村安全隐患的重大
杀手。姜井事故发生原

因都是由于人们缺乏生
活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差造成的。由于姜井口
平时都是密封的，井内
空气缺少氧气，有的姜
农刚刚打开密封的井口
就急于下井，这无异于
下地狱；有的稍微明白
一点，认为把井口提前
半天打开晾晾就行了，
殊不知，姜井密封太
久，缺氧严重，而姜井
又只有一个出口，井内
空气不流通，短时间也
是无济于事。

安全的做法应该是
在下井之前先给姜井通
风换气，其方法一是在
鼓风机或电风扇上套上

长长的管子或袋子，一
直伸到井下，然后通电
吹上一段时间，促进井
下空气流通；二是接一
带较长电线的插座，将
鼓风机或电风扇的插头
插好，开关打开，慢慢
放到井下，然后人在井
上接通电源，使鼓风机
或电风扇对准井龛吹
风。最后，在下井之
前，可先在一桶内点燃
一支蜡烛，将桶慢慢放
至井下，观察一段时
间，若燃烧正常，则可
安全下井；若火焰越来
越小，甚至熄灭，则证
明井下缺氧，此时万万
不可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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