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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死死神神赛赛跑跑，，给给生生者者希希望望””
济南民间公益救援队成立三年来救出遇险者两百余人次

对于济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队员来说，救援并不是
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来自公务员、教师、厨师等各行各业。
因为共同的责任和信念，集结成了省城唯一一支专业的民间
公益救援队。每次救援都是和死神的赛跑，他们不图名利，挺
身而出，给生者以希望。

周末南部山区的野外集体
训练回来后，又上了一天班，2日
晚济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
长傅学杰匆匆赶到救援队的“办
公室”。这间“办公室”其实只是
储存救援设备的仓库，但傅学杰
心存感激。

“我们是民间公益的救援
队，每次救援都是队员自己出
钱。这是济南市红十字会给我们
提供的办公场所，还提供了一些
救援设备和培训费用。”

傅学杰今年41岁，长得并不
高大，还戴了一副眼镜，他是一
名公务员。“在部队里，我是指挥
专业的，转业后我喜欢上了爬山
这些户外运动，也慢慢积累出了
一些户外知识。”越来越多的市
民成了“驴友”，但盲目的户外运
动会让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的
境地，这让傅学杰担忧。

后来，傅学杰和一群志同道
合的朋友组建了“泉城救援队”，
2012年正式改名为“济南市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现在救援队有
专业队员27人，还有预备队员
200多人，平均年龄在30-40岁，
年龄最大的有55岁。

白天这些人是教师、公务
员、厨师、企业老总等，到了救援
和训练现场，他们都变成了专业
的救援队员。负责救援队通讯工
作的“IPM”回忆，2013年四川雅
安发生地震，救援队派7名队员
在救援黄金时间赶赴灾区。

“我们开了3台越野车连夜
赶去灾区，开了40个小时的车，
车上全是方便面和水等给养物
资。”IPM说，7个人进入灾区核
心，呆了10天，主要运送医疗队。
在灾区见证了诸多生与死的考
验，也让队员更坚定了从事“专
业救援”的决心。

IPM坦言，从救援队成立至
今，到底救了多少人，他们也没
有数。“每次都是和死神的赛跑，
能救一个是一个，我们自己贴钱
也无怨无悔。”

队员毕华锋负责救援队
的应急保障，他是省城一家旅
行 社 的 老 总 。“ 我 是 雷 锋 的

‘锋’，我们做的就是雷锋的
事。”他嘿嘿笑了，他说媳妇给
他算过，这几年投入救援的钱少
说也有数万元了。“一根救援绳
就是几千块，一套最基础的专业
设备至少1000元，还有救援的食
品等。”

让毕华锋印象最深刻的是
今年5月9日龙洞的救援。傍晚9
名游客包括5个大人、4个孩子被
困在龙洞深山内，当天下过雨，雾
气弥漫、地面湿滑，搜救工作非常
困难。“接到救援任务后，分布在
济南各地的队员紧急集合，有的
从泺口直接打车就去了。”

毕华锋说，由于大雾，强光手
电几乎不管用，他们制定了救援
方案，分两个小组搜救。从晚上8
点多一直搜寻到凌晨2点多，终
于找到了被困游客，当时他们体
力透支，手机没电，水和食物也
已用完。“把他们带出山的时候，

天刚刚亮了，这一晚终于过去
了。”但是第二天，还是在龙洞，又
有“驴友”被困。

救援很艰苦，远不是普通人
想象中“搜山”那么简单。IPM回
忆，有一次他们救了个五十多岁
的男士，从见到救援队员的那一
刻起，他就一直在用微弱的声音
说“谢谢”，直到把他抬下山送进
车里。“就这样不停地说了半个
小时的‘谢谢’，那时候我们觉得
再苦再累也值了。”

傅学杰感慨，黄河救援他们
参与了五次，有一次在河边陪着
家属蹲守了七天，终于找到了尸
体。“水上救援结果很残酷，基本
没有生还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自2012年建
队以来，济南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已完成救援保障任务百
余次，成功救援、引导出遇险
者两百余人次。仅 2 0 1 4 年至
今，共接到求救电话6 0余次，
电话引导群众脱险百余人次，
直接救援群众40余人。

对于救援队员的家人来说，
他们最害怕亲人的手机在下午
到晚上响起来。“我们的电话都
是和救援电话绑定的，只要一响
就要出发。”IPM说，他有早睡的
习惯，遇到紧急情况，刚躺进被
窝就要立马出门救援。

“媳妇对我的这项‘事业’是
又爱又恨，有时候会抱怨几句，但
出门前她会说‘走吧，安全回
来’。”傅学杰笑了。“你想想，你晚
一会儿找到他，他就可能受没水、
没食物、没光的绝望痛苦的煎熬，
还可能有生命危险，救援队员就
是他们的希望。”

专业性，是对救援队员的要
求。救援队每周都要进行专业技
能训练，包括水上救生、野外生
存、山野搜救、城市灾难、急救常
识等科目，他们还会参加大型演
练，提高自身素质。

但是作为民间公益救援组
织，“没钱”也时刻困扰着救援队。

“我们队员真的是不图名不图利，

就是凭着自己的爱心和热情把救
援这个事做好。”傅学杰强调，队
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克服
每一个困难。

“驴友”越来越多，不少人盲
目跟风户外运动，都去“探秘”，
危险也会随之而来。“提高安全
意识很重要，有些驴友团队领队
根本不专业，几十个人可能都会
有危险。”傅学杰说，危险出现后
实施救援，是救援队的任务，但
经过多次救援的总结，“预防为
主、救援为辅”更重要。

救援队开展了深山“设标、
救援、救护”公益活动，先后在龙
洞、灵岩寺、佛慧山等驴友可能
涉足的岔路口和容易出现危险
的地段，设立爱心“路标”，详细
标明上、下山路径、坐标及400-
0017995救援电话等。“实践证
明，这些防范举措对后期救援工
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希
望驴友上山前能多做些功课，跟
随专业的领队。”

文/片 本报记者 范佳

16年义务报天气

中途仅中断三次

16年前，刘继芳从济南公交公司退休后，被选
为洪北社区4号楼的楼长。居委会有事要下通知，
她要楼上楼下挨家去通知。由于年纪大了，她便自
己花钱买了个小黑板，写下需要通知的事项。

渐渐地，刘继芳想让黑板上的内容更加丰富，
每天播报天气的想法应运而生。她每天清早5点半
起床，6点准时收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并用本子
仔细记录下来，甚至连播音员的姓名都不拉下。然
后再写到小黑板上，6点半准时把小黑板挂在院门
口。

刘继芳的天气预报取名“泉城气象”，记录着
每天的阳历农历日期、重要节气、气温以及下雪路
滑、增减衣服、带雨具等温馨提示。黑板上的字记
录着阴晴变化、季节变换，一记便是16年。这些年，
刘继芳只拉下过三次天气预报，一次是她住院，还
有两次是出门旅游。

“那次去台湾旅游前，我没跟邻居说。走前在
黑板上写下生活小窍门。回来不少邻居给我说，看
着黑板上的字写了好几天没再擦，就猜是我出门
了。”刘继芳笑着说，这么多年来，邻居出门前都养
成了看小黑板的习惯，一不更新就像少了啥似的。

积极调解邻里纠纷

把大家的心拢在一起

刘继芳很喜欢读报，看到报纸上停水停电、养
生健康等信息，她也会及时写在小黑板上。一个路
过的邻居说：“这些信息对我们帮助可不小，我们
这是开放式小区，老年人多，很多不会从手机上看
天气，来院里看看小黑板就知道了。停水停电前看
到通知我们也会提前做好准备，不会手足无措。很
多别的院里的居民也跑来看小黑板。我们楼长真
好啊。”

刘继芳说：“每天写写小黑板，既愉悦身心又
锻炼头脑，听到邻居夸奖，我写得更带劲了。”这些
年来，她用了三块小黑板。“我自己买的坏了，居民
又凑钱买了一个，后来居委会又为我添了块更大
的。”

除了坚持写天气预报，热心的刘继芳还为
大伙做了很多好事，把邻里的心都拢在了一
起。院里的孩子都亲切地称她为“楼长奶奶”。
有一次，刘继芳不在家时，一楼和二楼的两个

邻居因为矛盾在街边足足吵了三个小时，引来
很多人围观，旁人怎么劝也劝不开。双方互不
相让，差点动起手来。

刘继芳回家后听说了这事，让他俩互相找自
己的错误，向对方道歉，两人和好如初，还一起吃
了饭。街坊们看到吵架的俩人不仅不再吵架，还说
起话来，便知道刘继芳又从中调解了。

别人逛公园时

她打扫院子当锻炼身体

2010年，在刘继芳和洪北社区居委会主任的
努力下，洪北社区4号楼终于通上了暖气。“大家高
兴得合不拢嘴，还分批出去聚会了两次，彼此之间
更加亲热熟悉了。以前天冷时都不愿回家，现在盼
着回家。都说一进家门用上暖气就能想起我来。”
刘继芳笑着说。

附近像刘继芳这个年纪的老人，早上都喜欢
去公园遛弯。但刘继芳早上从没去过，她每天早上
更新完天气预报，便拔拔院里的杂草，打扫院里的
卫生。“一早上都挺忙活，忙活完就9点多了，也没
空再去逛公园了。”刘继芳说，早上打扫院子就当
是锻炼身体了。原来楼上的一名租客经常将垃圾
堆在门口忘记扔，周围的邻居意见很大。刘继芳顺
手就帮他把垃圾带走了，这名租客很受感动，之后
倒垃圾都很及时。

刘继芳每晚准时义务帮院里锁大门，把院门
当成了自己的家门。每家每户的电话她都有，有租
房新搬来的邻居她也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她同
附近的小商小贩打成一片，社区里铺路怕小贩进
来轧坏道路，刘继芳说“不能进”，小贩便会听她的
话。路口摆摊多影响交通，她也常去维持秩序，劝
商贩离开。

7733岁岁楼楼长长奶奶奶奶1166年年义义务务报报天天气气
中途仅中断过三次，她将邻居的心拢在了一起

走进山大路街道洪北社区4号楼院，总
能看到两块写有当日天气的小黑板。这都出
自院里73岁的“楼长奶奶”刘继芳之手，这个看
似小小的举动，她足足坚持了16年。她还为居
民做了很多好事，将大家的心拢在了一起。

本报记者 孟燕

不图名不图利，只想救人

希望驴友不要盲目上山

救过多少人真记不清了

但每次都是与死神赛跑

山区夜间搜救危险重重

被救者说了半个小时的“谢谢”

今年5月9日救援结束后，济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匆忙合了一张影。（资料片）

每日清晨，刘继芳都会在小黑板上写下当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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