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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爱相聚，共赴光明

民间公益救援力量如何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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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生者希望
给逝者尊严

2 月 7 日， 李刚接到了前往
土耳其救援的任务。 他二话没
说， 当天便自掏腰包买了车票、
机票，匆匆赶往北京，然后与队
友在武汉汇合，几经辗转飞往马
拉蒂亚。

作为一个有着汶川、玉树等
多次地震救援经历的老队员，即
便技术好、经验多，但现场情况
还是让他揪心。“破坏很严重，余
震之后很可能再次发生坍塌，我
们的作业空间很狭窄，有的地方
只能容下一个人。 ”

再难也要上！ 借助“蛇眼”探
测仪的信号， 结合经验判断，他
们发现了一个被掩埋在废墟下
的受困者。 钻开错位楼板、用木
头支撑平衡……多次尝试，方才
打开了通道。 再经历一段艰难的
挖掘，终于顺利完成任务。

2 月 10 日，在一处 6 层楼房
塌陷处， 探测仪显示出生命信
号。 几名队友连续作业数十个小
时，仍一无所获。 共同搜救的本
地队伍打算放弃了，可是中国救
援队舍不得，“无论如何，坚持到
底”。 8 个小时后，通道终于打开，
但受困老人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很多人躲到一边哭了。 ”李
刚感叹。 都是经历过“风浪”的
人， 可这种拼尽全力后的无奈，
让人无比心酸。

与蓝天救援队几乎同步，深
圳公益救援队在安塔基亚市受
灾区随时待命。

2 月 11 日凌晨 1 点，队员游
巧胜收到了一条求救信息。 迅速
检查装备后，他与几名队员火速
奔赴一线。“周围一大片一大片

的废墟，只能依靠机械与人力协
同配合才能挖掘。 ”他回忆，为了
防止对受困者造成二次伤害，队
友们在重型机器作业之后，就爬
上废墟， 用双手清除水泥块、木
板， 直到辟出一条入口通道，尽
最大努力救出受困者。

黎明时分， 寒风如刀割般打
在脸上，队员们的手冻僵了、划破
了，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游巧
胜说：“大家凝聚成了一股绳，不
惧怕困难，一心只想救人。 ”

是的。 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
身份，教师、职员、技术工人……
但只要穿上队服，便拥有了同一
个名字： 来自中国的救援队员；
便托举起同一个愿望：给生者以
希望，给逝者以尊严。

“如同爬山，过程肯定困难，
但登顶的瞬间无比满足。 ”在深
圳公益救援队队长石欣看来，用
专业技能帮助别人，尽己所能救
护生命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极
大的满足。

中国蓝天救援队总指挥张
勇说：“救援结束后，我将和部分
队友继续留在土耳其，完成爱心
食堂的交接工作，商议物资捐赠
与培训交流事项，争取把中国志
愿精神的种子播撒开去。 ”

以热爱为底色
靠专业做支撑

山西吕梁大山中， 林海苍
茫。 来自吕梁蓝天救援队的王新
彦与近百名队员为搜救一名“驴
友”，接连奋战了 52 天。 最终，走
失者被找到，但已失去了生命。

刹那间，一种沉重的失落感
袭上心头。 王新彦下决心，“一定
要为需要帮助的人再做一些
事”。 他留意到，搜救再艰难，“周

围的队友也没有一人皱眉头，更
没有一人放弃”。 大家凝聚在一
起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们是民间组织，活动资
金基本靠自筹、非商业化捐赠以
及政府购买服务。 怎么才能让团
队更有力量？ 答案就是：遵循本
心追求，认可共同理念，将志愿
服务精神转化为团队凝聚力。 ”
石欣认为， 这是一种彼此尊重、
包容的共同行为，让大家朝着同
一个方向坚定前行。

王新彦就职于某企业，“写材
料、搞管理是本行”，在一群“硬汉
子”身边，自己能做些什么呢？

吕梁山搜救之后， 王新彦发
现山西省域内有 60 多支平行架
构的团队，但遇上大型救援任务，
只有临近市区的力量相互配合才
能完成。于是，他和多位团队负责
人商议、筹划，成立了山西蓝天救
援应急协调中心， 负责集中省内
资源，协调启动一些救援任务，开
展信息服务与后方保障等工作。

非正式组织中兼职人员居
多，一旦遇到险情，如何有效调
配人手？ 2019 年，吕梁蓝天救援
队推出了一项优化内部协调机
制的举措———网格化管理，引得
不少地方纷纷“取经”：按照居住
区域将全市队员编入四个大队，
每个区域的成员之间彼此了解、
配合度高。 如遇任务，通过大数
据搜索就可以“点对点”通知到
个人，精准匹配、就近参与。

采访中， 多位队员都强调了
专业技能的重要性，“灾情现场险
象环生，只有技能过硬，才能把一
腔热血变为有效的救援力量”。

如何在实操中强化专业性？
江苏靖江市彩虹救援减灾促进中
心负责人姚飞自有窍门：一学，二
练，三复盘。 但凡有时间，姚飞就

会搬来“他山之石”，自己琢磨出
门道后，再传授给新队友。

“它们探索前行的一小步，
折射着中国民间公益救援力量
发展的一大步。 ”天津大学应急
医学研究院副教授张永忠表示，
在“实战”中，部分团队的装备应
用、救援管理、培训演练等方面
专业性得到了较大提高。

据悉，目前全国登记在册以
救援为主业的社会力量、救援队
伍已有 1300 多支。 2021 年底，社
会救援力量达到 62 万余人，成
为我国应急救援的有效补充。

让“善之花”处处绽放

提起组建救援队的初衷，姚飞
只说了一个字：善。几年前，他的岳
父不慎在长江溺水，周围船民用了
三天三夜，将人捞起、送回。虽然亲
人已逝，但“善”的种子自此扎根心
间。“我想接力把这份善传播开去，
让人间充满爱。 ”他说。

不过，团队的发展并非一帆
风顺，一些隐忧时常萦绕心头。

“一是培训场地不足、救援
装备短缺，二是最初入队的热情
淡化后，老队员提升技能的积极
性有所减弱。 ”而这也是很多民
间公益救援组织面临的难题。

张永忠表示，民间公益救援组
织普遍缺乏专职人员，不少兼职者
由于个人生计或者激情消退等原
因不再活跃。队员整体受训程度难
以统一，团队磨合存在困难，加之
缺乏“搜、救、医”一体化的专业训
练装备与培训场地，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组织的良性发展。

“复合型人才短缺也是其发
展面临的短板。 ”中国矿业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汪超补充， 当组
织发展到一定规模， 需要吸纳一

些懂管理、善研发的人才，进一步
激发组织活力，促进长远发展。

实际上，民政、应急管理等
部门已在扶持、监督与引导民间
公益救援组织健康发展方面出
台相关举措。

2015年，民政部印发《关于支
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
指导意见》，首次将包括民间应急
救援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力量参
与救灾工作纳入政府规范体系。
2022年，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
的意见》，强调“推动政府购买服
务”“完善社会应急力量训练保障
体系”等具体内容。

记者查阅相关地方政策发
现，山西、浙江等省份已经对灾
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情况推出
相关办法，对救援人员的开支给
予一定补助。

“‘打铁还需自身硬。 ’当组
织内部发展良好，社会公信力与
影响力相应提升之后， 得到政
府、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也会相应
增加。 ”汪超认为，可通过建立健
全长效培训制度、完善保障机制
等方式提升队伍建设水平，通过
严格准入标准、细化奖赏评估制
度等方式吸纳更多人才。

“做长长板、突出特色，‘小
而精’式差异化发展也是一种可
行办法。 ”张永忠表示，可针对灾
害中的细分场景， 集中人力、资
金、物力、时间强化技术优势，打
造一支支能够应对特定险情任
务的骨干队伍。

大部分受访者都强调，“防
大于救”， 强化防灾减灾宣传教
育势在必行，“只有大家真正将
防灾减灾技能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我们的付出才更有价值”。

（据《光明日报》）

江苏宝应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射阳湖派出所联合蓝天救援队员在射阳湖镇辖区水
域内开展水上实战救援训练

他们是教师、职员、技术工人……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但只要穿上队服，便有了共同的名字、怀揣同一种梦想。他们被称为“追光者”“逆行人”，每当地震、火灾、疫
情等发生，总会主动请缨、冲在一线。 例如，此前土耳其 7.8 级地震灾害中，就有多支中国民间公益救援力量驰援救灾。

2 月 9 日黎明，一缕微光洒在土耳其马拉蒂亚市灾区的废墟上，在断壁残垣间显得暗淡而又苍白。 冒着余震的风险，蓝天救援队已开始了拉网式搜救。 40 个小时后，
一位老人获救了，生命体征正常！ 此时，已是第三天凌晨 1 点，室外气温骤降至-14℃。 但人们心中仿佛燃起一团火焰，映亮了漆黑的夜空。

临汾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刚在土耳其震灾现场接通了记者电话，当他回忆起这些天的点点滴滴，低沉的嗓音难掩疲惫。 连日来，他和 300 余位队友一起，与国内外多支救
援力量共同奔赴灾区，为生命筑起坚实的堡垒。

不只是此次跨国救援。 近年来，我国民间公益救援组织的力量逐年壮大，在国际国内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蓝天救援队队员准备登机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驰援地震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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