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战救援队聊城分队队长秦一杰：

成成立立民民间间救救援援队队
坚坚持持不不懈懈做做公公益益

本报聊城6月17日讯（记者
王成） 在聊城，一支名为特

战救援队的民间公益救援队时
常出现在齐鲁晚报的报道中，
近年来，这支民间公益救援队
活跃在重大活动保障、危机现
场救援以及爱心捐助活动中。
近日，记者走进特战救援队队
部，听创始人秦一杰讲述了他
的故事。

特战救援队总队长秦一杰
是一位聊城的80后小伙。据他介
绍，成立民间救援队，坚持不懈
做公益，与他爷爷有着密切关
系。爷爷年轻时便是个热心人，
经常帮助别人，还曾跳水救人，
退休后又自学法律，义务为需要
的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爷爷的
做法，早早让公益的种子扎进了
秦一杰的内心。

2006年，秦一杰光荣入伍，

成为海军某部一员。2008年，汶
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处于战备
执勤状态的他与前往灾区救援
的机会擦肩而过。2011年退伍
后，秦一杰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战
友创建公益救援队，2016年，特
战救援队聊城分队正式在相关
部门注册备案。

今年3月份，聊城一次坠井
儿童的救援经历令秦一杰至今
记忆犹新。当时，由于井口狭窄，
救援人员无法下井救援。特战救
援队与其他救援队伍相互配合，
在挖掘机帮助下，深挖打孔施
救，历经数个小时，将受困儿童
营救上来送往医院。

聊城水域面积广阔，秦一杰
常带队执行水下搜寻任务。他
说，自然水域环境较为复杂，容
易出现意外，每次救援时，他们
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救援工作需要经费，但特战
救援队恪守公益性，不接受社会
馈赠，经费全靠队员自愿捐款，
经费困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救
援队。有时经费缺口大，秦一杰
便会将自己开传媒公司、开培训
学校赚来的资金投入到队伍中。

从事公益救援要时刻面临
危险，还要向里边搭钱，是什
么 让 秦 一 杰 一 路 走 过 来 ？对
此，秦一杰说，不是他一个人
在坚持，而是救援队所有兄弟
姐妹都在用积极向上的心在
坚持不懈，作为队长他更不能
半途而废。

聊城消防“神勇哥”梁佃军：

刻刻苦苦训训练练
随随时时准准备备救救人人

本报聊城6月17日讯（记者
王成） 2015年12月27日，齐鲁

晚报头版刊发报道《聊城消防
“神勇哥”七进火场连救五人》，
新闻主人公梁佃军，当时是聊城
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指导
员。4年时光匆匆而逝，梁佃军现
已成为聊城市消防救援支队战
勤保障大队大队长，身份变了，
但职责未变。当记者联系到梁佃
军时，他正在外地驻训，以刻苦
的训练，努力践行竭诚为民的宗
旨。

2015年12月26日上午9点58
分，聊城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南湖新城小区4号楼电梯
井内突然着火，烟雾弥漫，楼内
数十名居民被困。聊城消防四个
中队共8辆消防车、57名消防官
兵赶赴现场救援。现场救援人员
被分成若干小组，当时作为特勤

中队的指导员，梁佃军带着队
伍，冲在火场最前线，他们的任
务是到最高、最危险的14层至18
层救援。

在火场，梁佃军身背两个共
60斤重的空气呼吸器气瓶，与另
一名消防战士编为一组进行救
援。在13楼，梁佃军发现一名小
女孩，随即把呼吸面罩让给了
她，自己则抱着她向下跑。烟雾
弥漫视线受阻，梁佃军跑得又
快，在11楼，他左手抱着孩子一
脚踩空，下意识地把孩子向右侧
倒，让她紧紧贴在自己身上。梁
佃军右胳膊摔伤了，幸亏孩子没
事。

站起来后，梁佃军迅速往
窗口转移，把孩子送上窗外的
登高消防车。由于吸入大量烟
气，到达地面后，他不停地咳
嗽。不过，任务紧急，用清水漱
口后，梁佃军立即换上新的空
气呼吸器气瓶，又和同事组队，
通过登高消防车进入火场。最
终梁佃军强忍吸入浓烟后引起
的不适，在火场七进七出，救出
五人，直到明火灭了，人都救出
来了，他光空气呼吸器气瓶就
更换了10个。

怕家人担心，下火场后，梁
佃军从不细说自己的救火救人
的经历。为啥冲得这么猛，当时
没想到家人吗？当年接受采访时
梁佃军曾说：“顾不上想太多，有
人需要我们救援，这是最要紧
的。”

徒手爬楼救人的教师梁磊：

传传递递温温暖暖
帮帮助助更更多多人人

本报聊城6月17日讯
（记者 王成） 2 0 1 6年1 1月2
日，聊城市高级财经学校教师
梁磊的名字登上了齐鲁晚报凡
人歌栏目。当年，梁磊冒着生命
危险，徒手爬上三楼，成功救助
一名儿童的壮举，被齐鲁晚报·
今日聊城记者写进了《文弱书
生梁磊平时恐高却徒手爬上三
楼》一文。

如今，2年多过去了，在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创刊十周年之
际，记者再次寻访到梁磊。现在
梁磊仍与被救儿童一家有着联
系，并坚持常年做公益，用行动
影响着周围人。

回忆起当年救人的事迹，

梁磊仍记忆犹新。2016年10月27
日早上8点左右，梁磊发现在他
家隔壁单元楼上，有一名男童
卡在四楼防盗窗上。当时男童
家的房门敲不开，上下左右楼
层住户家里也没人，想救孩子
没有捷径可走，只能爬上楼去。

因当时正是上班时间，小
区人少，在楼下呼救的大都是
老年人和妇女，从没有过攀爬
经验的梁磊做出了爬楼救人的
决定。他跑到一楼防盗窗下，两
手抓住护栏，用脚蹬着墙壁先
翻上防盗窗，再手脚并用，用跪
着的姿势在防盗窗上寻找平衡
点，然后腾出手去抓二楼的防
盗窗护栏。

就这样，在十分钟内，梁磊
攀爬到三楼窗户。他大气不敢
喘，更不敢大意，他怕万一掉下
去，救孩子也没希望了。梁磊一
手抓着护栏，一手抱着被卡在
防盗窗护栏缝隙的男童，坚持
了十几分钟，直到房门被打开，
孩子被安全救到屋内。

救人的壮举让梁磊获得了
10000元阿里公益奖金，并获评聊
城市道德模范称号。同时也让梁
磊与被救男童一家结成友谊，每
逢传统节日，被救男童的父亲总
会带着礼物到梁磊家表示感谢。

盲人调音师么传锡：

扎扎根根聊聊城城
用用双双手手创创造造价价值值

本报聊城6月17日讯（记者
王成） 2018年秋季，聊城盲

人调音师么传锡因导盲犬上公交
车难，通过齐鲁晚报官方新闻客户
端齐鲁壹点向记者寻求帮助。随
后，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的记者进
行了深入采访，以《盲人么传锡的
烦恼》为题连续刊发了多篇新闻
通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最
终促成了有关方面下发了关于
导盲犬可以乘车的通知。此后，
聊城所有公交车驾驶员在遇到
盲人及导盲犬乘车时，都会允许
佩戴导盲犬证件或有明显标识
的导盲犬乘车，并会积极做好相
应服务，减少了盲人出行的顾虑。

2019年夏季，在齐鲁晚报·

今日聊城创刊十周年到来之
际，记者再访么传锡，讲述他的
新故事，这次他的关键词是“用
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

么传锡出生时被检查出患有
先天性失明，20岁时因机缘巧合
独自一人到北京学习调音。2018年
夏天，么传锡一家从深圳回到阔
别多年的聊城，随他而来的还有
聊城第一只持有工作证明的导盲
犬“奥斯卡”。“奥斯卡”宛如么传
锡的眼睛，却曾因能不能上公交
车的问题让他伤透脑筋。

外出调音工作接触的人与
事，令么传锡深切感受到聊城
的风土人情。么传锡说，前段时
间他去茌平调琴的一次经历令
他十分感动，当时调音工作已
经结束，客户坚持为他叫来出
租车并垫付车费。而在生活中，
么传锡还与邻居共享一个网
络，邻里互送好吃的，邻居帮忙
带女儿去上学……么传锡说，
他感觉聊城是一座有人情味的
城市。

对未来，么传锡计划满满。
他告诉记者，今年是他和妻子
结婚十周年，他打算好好庆祝
一番。此外，女儿的成绩也在稳
步上升，他要为女儿的成长创
造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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