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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鞠平 吴金彪
10月13日发自北京

媒体广为报道的是，喜隆多
发生大火那天，刘洪坤并不值班，
但他一得到消息立刻赶到了现
场，并带头成立了攻坚组，带着战
士们冲进商场内进行侦查破拆。

其实，那一天刘洪魁也是主
动请缨，他本是所在中队的后方
指挥员，任务是负责后方的水车
和器械调度。但是当他发现火情
复杂而严重时，他主动请求加入
攻坚组，跟随他的老领导刘洪坤
一起冲入火场。

攻坚组破拆三楼到四楼的卷
帘门时，得知四楼的餐厅内有大
量的煤气罐，如果火势蔓延到四
层，可能发生爆炸，将给周围住户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伤亡。此
时，攻坚组两名战士的呼叫器相
继响起警报，刘洪坤向他们下达
了撤退的命令，他和刘洪魁却一
起走向深处，继续在视野全盲的
浓烟中艰难地前进。

30分钟后，电台里没有了两
人的信号，手机也无法联系上，直
到15时21分，搜救的消防员得到
噩耗，因楼板突然塌落，刘洪坤、
刘洪魁牺牲了。

一位消防员说，“我痛惜战友
的逝去，但如果是我，我也会义无
反顾……”

这话并不夸张。八大处消防
中队一位16年兵龄的老消防战士
告诉记者，越是火情复杂的时候，
越是领导们、老兵们先冲上去，这
是部队的传统，也是八大处的传
统。以前训练和出警，遇到难题，
刘洪坤、刘洪魁都是主动带着战
士们冲上去。领导和老兵经验丰
富，带头冲上去，才能更好地处理
火情，也是对年轻战士的保护。

而在这位老兵看来，当天的
火情是他16年来遇到的比较复杂
的，过火面积大，分为不同的区
域，非常难处理。也许正因为如
此，刘洪坤才下令让其他人员撤
退，只带着经验丰富的刘洪魁进
入了火场。

本报特派记者 鞠平 吴金彪
10月13日 发自北京

13日晚，记者在宾馆见到了
刘洪坤的家人。父亲刘贵廷一直
哭，十余年来对儿子的思念在这
几天终于爆发。十余年间，他一
直不明白儿子到底有多忙，又不
知道该如何向儿子倾诉思念之
情。“我想我儿子。我买车票来看
他，但是他说他没有时间陪我，
又叫我把车票退掉两次。”

“我儿子在部队吃的苦从
来没跟我讲，立的功也从不说
是怎么得来的。他只说第七次

立功申请已经报上去了，可是
还没下来，他就走了。我为我儿
的事迹感到骄傲，他为国为民
为他老爸争光了。”刘贵廷强忍
住泪水。

从刘贵廷的倾诉中可以
听得出来，以前他甚至在心里
有点怨儿子。“我高兴是看到
我儿的事迹，但以前没有感到
高兴。我问他你想不起来你
爸，他说，爸你别着急，等以
后干好了，在城里给你买了房

子，让您老享福。”
说到这里，老人已经有些

语无伦次，他又回到了最初的
话题。“洪坤，我叫你小名长坤，
你这几年当中，倒是给我见个
面啊，爸想你啊。你爸什么时候
能看见你啊？十七年我见了你
三次，要不是部队领导跟我说
你的事，我哪知道你是真忙。儿
啊，把爸爸撂下，你走啦……”

一阵沉默之后，屋子里，很
多人放声哭了起来。

刘洪坤老父亲失声痛哭“埋怨”儿子

““长长坤坤，，你你倒倒是是给给我我见见个个面面啊啊””
命令其他人撤退

他俩却冲进盲区

13日，说起救火牺牲的儿子，刘洪坤的父亲抽泣不止。

本报评论

做做实实在在人人
干干实实在在事事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刘洪坤、刘洪魁已经被
批准为烈士，并将被授予献
身国防金质纪念章。作为山
东人，我们与有荣焉。正是许
许多多像他们这样为人民和
国家牺牲的山东好人，为山
东人在全国赢得了好名声，
也激励着更多的山东人珍惜
自己的好名声。

当天不值班的刘洪坤抢着
往火场冲，负责后方调度的刘
洪魁主动加入了攻坚组，在个
别人看来有点傻，但大多数山
东人明白这才是做人的本分。
传统的齐鲁文化历史悠久，熏
陶一代又一代山东人本分做
人、认真做事。两位烈士在走
向视野全盲的火场深处时，
凭借自己多年的消防经验不
会不清楚其中潜在的危险，
应该有近乎本能的责任感和
道德感在推动着他们无所畏
惧地向前。山东人的好名声，
不是吹出来的，就是这样一
件事一件事干出来的，在这
个过程中无数人流汗流泪流
血，也不乏像刘洪坤、刘洪魁
这样付出生命的。

不理解的人或许会问，

拼了命就是为个名声吗？如
果只是为个虚名牺牲生命，
恐怕没有人会傻到这一步。
两位烈士走向危险，是不忍
见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受到威
胁，是要为其他战友换来一
个安全，不这样做就不能心
安。说起职业道德规范，各行
有各行的具体要求，总而言
之不外乎做实在人，干实在
事。坚守职业道德的人，无论
干哪一行都不会敷衍、逃避，
这样的人在火灾现场能为他
人牺牲生命，换到手术台前
也不会漠视他人安危。这些
年，山东籍战士在各地做了
很多舍己救人的壮举，为山东
人赢得好名声，在其他行业同
样也有很多勇敢、实干、忠诚、
守信的山东人。无数山东人的
好名声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
山东人值得信赖的美誉。这个
美誉并非虚名，它是一种比黄
金还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实干兴邦”的口号已
经深入人心，如何不让这句口
号成为一种空谈，最终还是要
做实在人，干实在事。刘洪坤、
刘洪魁他们已经做到了，作为
共享一方水土的乡亲没有理由
不学习。

13日晚，在刘洪坤的老家山东滕州，市民自发献上菊花，悼
念英雄。 本报记者 甘倩茹 摄

山东兄弟赴汤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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