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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过保安当过兵，还有的当了十几年蜘蛛人

厚厚道道人人萍萍水水相相逢逢，，便便感感动动人人间间无无数数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张泰来
时培磊

危难之际>>
“厚道组合”飞奔救人

11月26日的晴朗上午，李世
增和他的3名工友娄长民、刘春
明、朱德贵，正在济南高新区一
栋新建楼盘的高楼外墙上专心

“打胶”。这种将自身置于空中、
轻风一吹就轻轻摆动的工作，在
外人看来凶险无比，可对高空作
业多年的4人却是家常便饭。

一阵风吹过，李世增意外
闻到了一股胶皮燃烧的气味，
往东边一看，只见一座高楼浓
烟散起，似乎还有人在高楼的
窗口挥手呼救。

悬在半空中的4个人，娄长
民1999年就开始高空作业，刘春
明做蜘蛛人也有十多年的时间，
最早还曾当过几年的空降兵。李
世增和朱德贵有五六年的从业
经历。这一次，是娄长民召集大
家临时组成的一个班组，之前并
不认识。虽然是头一天合作，但
在工友们眼中，4个人都是憨实
的厚道人，意气相投。

“起火了！”险情在目，4个人
很快达成一致，不能袖手旁观。
朱德贵、刘春明以最快的速度下
到一楼，骑上刘春明的摩托就往
着火的草山岭东区二号楼赶；李
世增和娄长民原地待命。

因为地下室着火引燃弱电
井，燃烧杂物和电线胶皮产生
的浓烟刺鼻呛人，它们顺着管
道攀升，很快整个单元楼道里
浓烟弥漫，大量的浓烟从28层
顶楼腾腾升起。

住在16楼的20岁姑娘申丽
静经历了人生中最为刻骨铭心
的一次“绝望”体验，呼吸着室
内越来越浓烈的空气，本能地
站到窗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不停挥舞求救。

25楼的老王一家心情同样
迫切，王先生和他的妻子、母
亲，还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
一个未满周岁）都被困家中。到
处是浓烟，往哪里逃？在25楼的
高度，谁也给不出可靠答案。

朱德贵和刘春明赶到时，
消防官兵正一边灭火，一边挨
户敲门，或背或扶地将被困居民
一个个救出。浓烟弥漫，道路难
寻，消防员手脚并用，可还是只

能逐层地救援。身在高层的业主
们焦急地等待着，忧心如焚。

“一到那儿我们就看到有
个女的晃着手电筒求救，后来
可能因为屋里烟太多，她半个
身子都伸出了窗外。”朱德贵
说。这个求救的女生正是16楼
的申丽静，此刻她还不知道，已
经有两个陌生的高空幕墙清洗
工人看到了她，而不久之后，他
们将把她带离险境。

“当时真没想那么多，看到
那女的就觉得我们干这一行的
有便利不能不管。”朱德贵说，
他们将想参与救援的想法跟现
场的消防指挥员进行了沟通，
说自己有高空作业便利，可以
从上往下协助消防先行救援一
些被困的高层居民。

“消防员很谨慎，他对我们
说可以参与救援，但必须保证
安全，选择那些施救过程中绝
对不会出现意外的去救。”朱德
贵说。

迅速到位>>
电梯不能动了就跑楼梯

“快准备，来救人！”得到消
防员的首肯，刘春明第一时间
给李世增打电话，随即骑上摩
托就往工地跑。那边，娄长民和
李世增也迅速收绳、收拾木板，
争取用最少的时间赶去救人。
36岁的商河人李世增曾当过保
安，他曾在事后表示：“救援这
事我必须亲自来。”

“活儿刚干了没多久，带工
的见我们收绳还开玩笑地说

‘还想要钱吗’。”娄长民回忆，
当时他们已经顾不上解释，指
了指起火的楼房，说了两句“钱
不要了”“救人去”，就草草把七
八十斤重的绳索、坐板等工具装

上摩托车后座，飞奔而去。
事过多日，工地看门的老

人还记得刘春明几人着急忙慌
的样子，摩托车卷起黄尘，娄长
民、朱德贵、李世增紧跟在摩托
车后面，大口呼吸着黄色的空
气快速地奔跑，“不知道的还以
为是他们家着火了呢！”

救人如救火，何况是从火
场中救人，一切都在以最快的
速度进行。有着5年空降兵经验
的刘春明留在下面协调指挥，
保证安全，另外三人扛起七八
十斤重的装备就上了没有起火
的东单元，先坐电梯，电梯不能
动了就跑着爬楼梯，终于到达
楼顶。

浓烟中，娄长民和李世增
找好固定点系好绳子，准备好
坐板，做好了救人的准备。

“我们仨排了个顺序，朱德
贵体力好他先下去救人，他之
后是我，然后是娄长民。”李世
增说，按照三人商量的方案，每
次一人下去救人，另外两人在
上面照看，做好“后勤保障”，随
时解决问题、确保安全。

申丽静依旧挥舞着手电
筒。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也为
了方便施救者发现她，她的半
个身子都探出了窗外。“我被困
了一个多小时，都快要绝望
了！”这时，一个身影从上往下
空降到了她的窗外，那一刻，她
知道“又可以活下去了”，内心
的激荡让她双手捂脸呜呜地
哭了起来，嘴里含混地说着：

“谢谢！谢谢！”
“你别怕，有我们和消防兵

在，一定能把你带出去，咱们先
离开这里再说！”朱德贵飘身进
了小申被困的窗台，安抚了小
申几句让她静下来，随即开始
营救。

胆大心细>>
下降过程中多次休整

说起来，救人的工具出奇
地简单，一主一副两根绳，主绳
头上用安全扣扣上一个有两根
袢带、拉起来呈三角形的坐板，
再加上一根系在副绳上起固定
和防护作用的安全带，就构成
了全部。凭借四五年的高空作
业经验，朱德贵让小申把一条
腿伸进两条袢带之间，半骑在
坐板上，身子趴在他的身上，双
手抱住他的脖子。

“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重心
和重量就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了。”朱德贵说，这是他和他所
认识的幕墙清洗工人中首次一
个坐板上坐两个人，没有经验
可供参考，但救人要紧，他对自
己的技术有信心。

可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
还是比想象中大，小申的害怕、
两人的重量，都让原本驾轻就
熟的操作变得艰难，每下降一
步都耗时耗力，朱德贵很快就
满头满脸的汗，体力也在迅速
削减。为了稳定重心，朱德贵多
次靠在空调外机上休整。

救援的同时，朱德贵也在
关注着消防员救援的活动，每
经过一层都要跟楼里冒着浓烟
忙碌的消防员询问火情。终于，
在下降到第14层时，朱德贵得
到了一个让他振奋的消息，这
一层已经没有烟了，这才让姑
娘下来从楼梯走。

小申在消防员的帮助下顺
利进入14楼，并被消防员保护
着下了楼，随即被送往医院。此
时，距离朱德贵将小申救出已
过去半个多小时。

带着满身臭汗，朱德贵坐
着坐板很快下到一楼，顾不上
喘口气，再次向楼顶跑去。到达
楼顶的朱德贵再次要求下去救
人，这一次，他们把搜救的范围
转移到了楼房的南侧。

“从楼顶一层层下，挨个敲
窗户看有没有人，刚下到25楼
时就发现了一家五口。”朱德贵
说，当他进入老王家提出救援
时，王先生颇费了一番踌躇，最
后决定先救孩子，小儿子太小
不好施救，只能让大儿子冠衡
跟着朱德贵先走。

朱德贵只说了一句话就让
王先生选择了信任，“老哥，孩

子跟我走，有我就有他！”说话
间，朱德贵解下身上的安全带
给冠衡系上，另找了个沙发罩
把自己系在坐板上。

本想低调>>
妻子也是从新闻中得知

“别害怕，害怕就闭上眼，
闭上眼就不怕了。”朱德贵安抚
着怀里的冠衡，再次踏上了救
援的航程。同样的问题依旧存
在，孩子紧张导致的抖动再次
给维持重心平衡增加了难度。

坐板缓慢下降，朱德贵的体
力却在迅速消耗，停靠休息的
时间越来越长。虽然浓烟挡住
了视线，在楼顶守护的李世增
还是及时发现了问题。李世增
迅速用剩余不多的绳索系上了
一块坐板，迅速下降“追”上有些
体力不支的朱德贵，从旁边协助
他带着小冠衡继续下降。

由于消防官兵的努力，他
们带着冠衡下到17楼时已没有
浓烟，楼内已经安全，李世增用
锤子砸破窗户，将冠衡安全送
进楼内。“不然就麻烦了，我的
绳子不够长，只能下到17层，再
就没法下了。”李世增说。

事后，李世增说救人时自
己也有一些担心。因为他们的
绳子是塑料做的，遇到明火就
可能断，所幸明火已被消防官
兵扑灭，因此总体上比较安全。

救援结束了，李世增他们
像平时干完了一宗活计一样，
收拾了绳索坐板，坐在楼顶上
喘了口气就下楼准备离去。被
指挥救援的消防员拦住询问姓
名时，他们也不肯透露。26日下
午，刚救完人的他们又回到工
地干起了高空打胶的工作，直
到被媒体记者闻讯找到。

作为典型的“走工族”，苏
女士跟丈夫娄长民常年奔波于
济南和济阳老家之间。26日下
午，她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蜘
蛛侠火场救人的新闻。

“我一看这不是俺老公嘛！
看着照片上那么多烟，我的心
吓得怦怦直跳，赶紧给他打了
个电话。”苏女士说，知道丈夫
平安她才松了一口气，心里对
他一顿埋怨，但仔细想一想丈
夫做出这样的举动一点也不奇
怪。“他就是个厚道善良的人，
不爱说话，但心热着呢！”苏女
士不无骄傲地说。

■平民英雄“蜘蛛侠”

自26日以来，济南响起一
个名号：平民英雄“蜘蛛侠”。

4位高楼清洁工人———
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蜘蛛
人”，是怎样横空出世，变身

“蜘蛛侠”的？
是危难之际不吝伸出援

手的凡人善举，是扶危解困、
救人如救火的仁义心肠，更
是见义勇为、小心救人的责
任担当。

11月29日，济南高新区管

委会内，济南市文明办授予朱

德贵、李世增、娄长民、刘春明

“济南市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并各奖励现金一万元。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27日，记者见到收工后的刘春明（左）和娄长民。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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