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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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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了，有时候一回想，挺难受
的。”王君周说，在救援的第二天，有
一位50多岁的男子握住他的手，哭
着告诉他儿子被埋在废墟里，让他
救救儿子。但当时周围都是一片废
墟，对方无法确定儿子被埋的地点。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位失
去儿子的父亲，只能紧紧地握住

他的手。”王君周说，事后他们跟
队友在男子估摸的位置四处搜
寻，却没能找到那个年轻的生
命。他说，每次想起男子那期盼
的眼神，心里都挺难受。

和王君周同一批去救援的
还有一个叫张辉的年轻队员。张
辉说，救援的一星期里，早晚各

吃一顿饭，用稀饭泡着饼干，天
不亮就去现场进行救援，回来的
时候往往都是半夜了。

“太累，太困，对余震都没感
觉了。”张辉说，第4天夜里，映秀
镇又发生了7级余震。他们睡的
帐篷都被风刮跑了，还下了雨，
他们就躺在雨水里睡着了。

“明知道下雨，但就是不想
动。”张辉说，虽然累，但是救援
就是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
他们必须争分夺秒。

张辉说，救援村民看他们太辛
苦，还送了半头猪给他们改善伙
食。“哪怕只救出一名幸存者，就是
特勤官兵最大的欣慰。”张辉说。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丛书
莹)作为救灾减灾周的一项活动，
10日，潍坊在阳光大厦举办了主
题为“演练从机关做起”的政府机
关工作人员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
动。阳光大厦52个部门(单位)及市
行政审批大厅工作人员共计2106

人参加了本次演练活动。
当天演练的主要内容包括应

急避震，紧急疏散，疏散安置，消
防灭火，医疗救护，通讯保障，电
力保障，治安警戒等项目。

潍坊市民政局救灾科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模拟情况是潍坊
发生了破坏性地震，阳光大厦大
楼受损，通讯、电力中断、大楼起
火，工作人员需紧急撤离。8点半，
潍坊市民政局救灾科的工作人员
在富华国际展览中心前搭建帐篷
作为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消
防车、120急救车、应急发电车等
救援车辆在大楼周围待命。

10点钟，地震警报声响起。记
者在阳光大厦11楼潍坊市民政局
看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马上双
手抱头蹲在办公桌下，大约1分钟
后，工作人员按应急疏散预案确
定的路线下楼。另外，阳光大厦还
模拟在15楼西侧发生火灾，消防
车立刻赶赴现场，进行灭火救援
工作。大约15分钟后，大厦的工作
人员全部撤离大楼，奔向富华国
际展览中心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演练持续半个小时。

“地震发生时，住在高楼上的
市民要找有坚硬支撑物空间小的
地方蹲下，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在
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潍坊市民
政局救灾科的宋主任表示，阳光
大厦人员密集，举行此次地震演
练，可以增强工作人员的地震逃
生知识。同时也给其他单位，包括
学校、社区等做一个示范，希望他
们也经常举行此类活动。

阳光大厦

举行地震演练
2106名机关单位人员参与

地震
演练

救援官兵回想起5年前的汶川地震

那时的悲壮
让人永生难忘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述述

5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后，潍坊市公安消防支队寒亭区大队特警中队的特勤官兵第一时
间奔赴灾区进行支援。5年后，当年参与四川救援队的第一批队员谈起起当时的抗震救灾的
情景，依然会被那种悲壮场面所震撼。

身扛百斤救援器材徒步前行

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王君
周是潍坊第一批参与救援的特
勤官兵之一。回想起5年前的四
川救援，王君周说，这些经历从
来没忘过。

“灾情就是命令！救援时间刻

不容缓！”王君周说，2008年5月13日
他接到上级命令，跟家里通过电话
后，就跟随救援部队赶赴成都。

王君周跟队友去救援的第
一天，下午6点开始连夜赶路，到
5月14日中午12点时，部队才从都

江堰走到映秀镇。
“当时从都江堰到映秀镇所

有的公路彻底崩溃、摧毁，我们
等不了，翻山或者走隧道，只要
能到救援地我们就往前走。”王
君周说，每个队员除了身上背的

50多斤的简易包外，还有一些救
援器材，像液压泵，需要2个人才
能抬动，连夜赶路让他们有些疲
惫，但想到灾区的余震不断，不
时还有飞石滚落，就又卯足了劲
继续赶路。

救出女孩半小时余震就来了

让王君周记忆最深刻的，是
他们在漩口中学附近一家宾馆
救出的女孩。被救的女孩叫袁
艺，当年她只有20岁。

王君周说，袁艺是潍坊消防
赴四川救援队第一批队员在映
秀镇救出的。当时潍坊消防官兵
是第一批徒步进入映秀的消防
部队，而且携带着现场仅有的两

台音频和视频生命探测仪，就是
凭借这两台先进的仪器，潍坊消
防救援队在废墟之中成功探测
到了袁艺的生命迹象。

王君周说，当时，袁艺被埋
在一家倒塌的宾馆里，被床压得
无法动弹，消防官兵从侧面打出
了一个深2米的洞，并且安插了11

个撑子，然后由两组消防官兵分

别深入洞里各自作业两三个小
时，清除袁艺身边的垃圾，将她
身下的水泥地面凿碎，用了9个
半小时，终于将她成功救出。他
说，当时将女孩救出来的时候已
经夜里11时许了。第二天，他们
听说，在他们救出女孩半小时
后，7级的余震把一栋楼给震塌
了，震塌的地点恰巧就在他们救

出女孩的地点。
“现在想想有些后怕，因

为再晚一点，我们可能就被埋
在里面了。”王君周说，2009

年 ， 他 们 给 袁 艺 打 过 电 话 ，
“她说腿部虽然被截肢，但是
依 然 会 坚 强 地 面 对 以 后 生
活。”王君周说，在这之后，
他们就失去的联系。

休整的时候躺在雨里都能睡着

“谭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
志愿者谭瑞霞在芦山收到70多个孩子的问候

谭谭瑞瑞霞霞（（左左二二））在在芦芦山山县县。。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丛书
莹)潍坊志愿者谭瑞霞曾参与了
汶川和玉树地震救灾，震后地震
中失去亲人的70多个孩子来潍
坊就读，谭瑞霞给与了她们母
爱。12日是汶川地震五周年，也
是母亲节。谭瑞霞接到了70多个
孩子的母亲节祝福。

“谭妈妈，祝你母亲节快
乐。”谭瑞霞说，从11号晚上就陆
续接到孩子们的电话。现在还在
芦山参与灾后重建工作，接到孩
子们的电话，她感到很开心。

汶川和玉树地区在震后有
70多个孩子来潍就读。平时只
要有空她就买些食品、学习用
品去看望孩子，还把孩子带到
家中。她家有五张床，一个地
铺，80多平米的房子挤得满满

的。谭瑞霞给孩子配上自家的
钥匙。远离亲人的孩子们在这
里享受到母爱和家庭的温暖。

谭瑞霞说，一些孩子从潍坊
离开后，分别在成都和绵阳安了
家。这次她去芦山，有一些孩子
在成都接了她。“孩子们在电话
里说，让我注意身体。他们纷纷
要请我去他们家里住几天。”

记者了解到，4月21日，谭瑞
霞奔赴芦山救灾，现在已有20

多天。谭瑞霞说，她一直在重
灾区太平镇参与救灾。5月10日
晚上她刚从太平镇回到芦山县
城，她在太平镇当了志愿者队
长，负责调度所有在太平镇的
志愿者。在太平镇，志愿者最
大的任务就是把物资送到每户
人家。因为那里是山区，1个村子

里，每户之间有30里地的路程，
送一户要6个小时。

谭瑞霞说，母亲节最大的愿

望是灾区人民早日重建家园。另
外，她希望汶川和玉树的人们能
生活幸福。

12日，在潍坊人民医院ICU病房外，几名护
士收到了潍坊银座工作人员送来的康乃馨花
束。据了解，“母亲节”和“护士节”当天，潍坊银
座的工作人员为ICU病房的护士妈妈们送去了
美丽的康乃馨。同时，当天更是“全国防灾减灾
日”，潍坊银座也为曾经在汶川地震的做出贡献
的12名医务人员送去鲜花，以表敬意。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献礼

王王君君周周（（左左））与与张张辉辉。。

孙家社区

办地震图片展
小学生参加紧急疏散演练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丛书
莹)9日，潍坊市救灾减灾委员会
在奎文区大虞街道孙家社区，举
行山东省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基地
授牌仪式，孙家社区为了纪念
512，开展地震图片展，发放救灾
减灾知识手册，孙家小学组织开
展紧急疏散演练活动。

日前，奎文区大虞街道孙家
社区被评为山东省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基地， 9日9点，潍坊市民政
局在孙家社区为其授牌。记者在
孙家社区门口看到，这里摆放了
两排地震知识宣传板，吸引了不
少居民，工作人员还现场为居民
发放救灾减灾知识手册。

65岁的孙名俊阿姨说，每个
人都要有防灾意识，她记得1970

年的时候潍坊发生一次地动，她
们只记得往外跑，对于如何正确
避震并不清楚。社区的图片展上
仔细说明了什么是地震，如何避
震和如何自救和互救的小知识，
她也拿到了救灾减灾知识手册，
回去一定仔细阅读。

另外，孙家小学还组织开展
紧急疏散演练活动，哨声一响，全
校670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迅
速从教室抱头逃出，走到空旷地
带按照班级迅速集结。一次疏散
前后不到12秒的时间。孙家小学
安全保卫处主任崔吉成表示，他
们将体育课和安全演练结合起
来，把地震疏散演练常态化，每个
礼拜至少进行两次。现在只要哨
声一响，学生都能迅速从教室逃
出集结到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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