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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泰 山 之 巅 ， 一 群 “ 火 焰
蓝”常年穿梭于悬崖峭壁间。其
中，一个年轻的身影总在队伍最
前面。

他叫张康，是泰山风景名胜区
泰山消防救援站分队长，参加过各
类救援任务1400余次，救助遇险游
客 1350 余人，在生死一线挽救了
120 余 条 生 命 。 干 净 利 落 的 短
发，笔挺的“火焰蓝”制服，充满
力量的眼神……富有精气神是记者
对 他 的 第 一 印 象 。“ 这 是 我 的 初
心。”当谈到为什么选择来到泰山
时，张康脱口而出。

时间回到2014年，张康怀着期
待和梦想来到山顶，却发现这里与
想象中的消防站不同。“山上温度比
较冷，比山下低 10℃左右，每天晚
上睡觉要盖两床被子，上面还得盖
一件大衣。”张康回忆。苛刻的生活
条件，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训练
场。饮用水、饭菜等需要大家挑着
扁担去取，有时候一去就是 1 个小
时。“最难的是下大雪的时候，路滑
容易摔倒，一旦摔倒水桶里的水就
会浸透棉衣。”张康看着传承下来的
扁担感慨道。

“是什么让你支撑到现在？”记

者话音刚落，张康便脱口而出：“是
信念。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救
援，正是这次救援让我更坚定了留
在这里的决心。”

2017 年的大年初三，大雪覆盖
了山脊。一家三口来泰山游玩，不
知为何突然在拱北石附近发生争
吵，10 岁出头的小女孩纵身跳下悬
崖。“我们接警后立刻赶到现场，当
时她的父母已泣不成声。在简单了
解情况后，我们准备下到崖底去救
援 。” 张 康 说 ，“ 我 当 时 是 通 讯
员，需要全程记录救援行动，就跟
着队员一起下去了。”他们一行4人
系着 100 米长的救援绳，直到绳子
用到了尽头仍然没有到达悬崖最底
部，于是只好在没有安全绳索的情
况继续向下寻找小女孩。“这里有脚
印！她还活着！”循着脚印搜寻了半
个小时，他们终于在距离崖顶近
200 米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发现了蜷
缩的小女孩。返程时，一路上都是
大石头，非常容易滑倒，怕小女孩
受到二次伤害，张康的战友曹明战
便将自己的脚垫在石头上面，让小
女孩踩着自己的脚走过最危险的路
段。“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身制服
有多重。”张康告诉记者。

2022 年冬，一名游客不慎从近
150 米高的崖顶坠落，身为班长的
张康第一个申请参加救援。“当时刚
下过大雪，气温很低，就怕时间长
了游客挺不住。”张康说，到达崖底
后，他为游客固定好三角吊带，将
自己与受伤的游客绑在一起。为避
免游客受到二次伤害，他以身体作
为盾牌，让自己更靠近崖壁，一点
一点回到了崖上。

新 的 困 难 接 踵 而 来 。 由 于 大
雪，车辆无法通行，张康与队员们
便 用 担 架 抬 着 受 伤 游 客 往 山 下
走，艰苦前行了 3 个小时，直到将
受伤游客送上在红门等待的救护
车，张康才松了一口气。稍作休
整，他们又踏上了徒步返回的道
路，这一次往返就是 12000 余级
台阶。

“平时我们最基本的救援任务就
是 抬 着 伤 者 下 山 。” 张 康 告 诉 记
者。泰山消防救援站一共有18名队
员，被人们称为“18 棵青松”。如
今，“18 棵青松”依然挺立在泰山
之 巅 ， 他 们 的 足 迹 融 入 石 阶 纹
理，与山风“共舞”，用被担架磨出
厚茧的手掌在云端书写着无声的
坚守。

云端的“火焰蓝”：

一名消防救援人员11年的坚守

本报讯（记者 池彦明） 随着
气温回升，群众祭祀扫墓、踏青
出游和农事活动增多，森林防火
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徂徕山林场
坚持因险设防、靠前驻防、周密
布 防 、 重 视 心 防 、 联 动 共 防
的 “ 五 防 ” 体 系 ， 以 最 严 标
准、最实举措筑牢森林防火安全
屏障。

针对当地祭祀风俗，林场实
行“风俗同步”工作模式，清明
期间取消休假、全员在岗，成立
督导组，由班子成员采取“白天
检查、带队夜查、重点细查”的
方式带队巡查。巡查人员对 10 个
林区、12 个瞭望台、8 个检查站
进 行 24 小 时 值 守 ， 对 坟 头 墓
地、进山路口及施工工地等关键
区域重点布防、全面督查，严查
祭祀用火、驴友野炊、施工用电
等火险隐患，形成“全天候、全
覆盖”防控体系。

林场坚持周密布防，对关键
部 位 、 重 点 人 员 ， 按 照 “ 增
人、增岗、增巡护”的原则，推
行“全员上一线”行动，党委成
员带头包保重点林片；100 名专
业消防队员分驻东南西中 4 个防
区全员备勤、靠前驻防；100 余
名林区职工分区巡护；100 名季
节性护林员加密农林结合部巡逻
频次。同时，林场启用无人机监
测，结合“天眼护山”系统实时
预警，实现“人防+技防”双效
联动。

林场坚持防火先“防人”，以“线
上＋线下”为切入点，开展立体化宣
传，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林场
职工一边对人员和车辆进行登记检
查，一边把防火明白纸送到群众手
中 ， 耐 心 劝 导 他 们 杜 绝 野 外 用
火，使“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的理
念深入人心。截至目前，林场共悬
挂横幅200余条，发放防火明白纸
2万份，张贴禁止驴友进山海报200
余份，制作短视频30余条，发放移
动音箱100个，出动带装巡逻宣传
车 4 辆。

林场与周边镇村建立“信息
共享、无火同防、有火同扑”联
防机制。在坟头、墓地较为集中
区域设立联合检查站，在交界区
域增派联防人员交叉巡护，确保
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构筑“一
盘棋”防火格局。目前，林场已
实现交界重点区域 100％有人看
守、防火宣传 100％覆盖。

徂徕山林场——
“人防+技防”
筑牢防火屏障

在泰山之巅，在烟火升腾的城市街巷，有这样一群守护生命的“火焰蓝”，他
们既是火场逆行的孤勇者，也是城市安全的守护人，更是群众身边的“蓝朋
友”。即日起，本报特推出“生命守护者·走近泰安火焰蓝”栏目，深入挖掘那些
藏在滚滚浓烟背后的感人瞬间，用笔触描摹防护服下的滚烫初心。

开 栏 的 话

本报记者 张智凯

消防救援人员救助受伤游客。 通讯员供图

消防救援人员打扫泰山石阶上的积雪。 通讯员供图身系救援绳的张康。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