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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每一次援手，都是温暖的传递；每一次奉献，都是对生命的尊重。本版讲述了我们身边石油石化人的故事，展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
面。期待通过这些故事，激发更多人的爱心与善举，让社会充满更多正能量。让我们用爱心温暖世界，用行动书写人间大爱，以普通人的平凡书
写不平凡的人生。

执着，成就价值人生

许金玲 文/图

贵州的夏日，天气凉爽。晨雾逐渐消散，位
于贵阳南明区的贵阳油库轮廓分明起来。隔着
马路，记者看到一个人不时挥手示意，一身蓝色
工装十分显眼。

一握手，只觉掌心粗粝，皮肤干硬。抬眼打
量，个子不高，脸膛瘦削、黝黑，下巴刚毅，双目有
神。这人便是王明鹏，今年49岁，是贵州石油贵
阳油库专职消防队队长。

贵阳油库专职消防队一共有17名队员，两
班倒，24小时在岗。凭借过硬的本领，消防队多
次完成火灾扑救、社会救援和救助任务，成功处
置各类险情，2022年被评为贵阳市“企事业优秀
专职消防队”，王明鹏也多次荣获省市公司“劳动
模范”“优秀油库工作者”等称号。

1997年底，王明鹏退伍后，入职贵阳油库专
职消防队。“刚开始特别难，个别新队员连3000
米都跑不完！”谈及当年组建专职消防队，王明鹏
皱起眉头。为了打造一支优秀的消防队伍，王明
鹏经常到贵阳消防三中队学习，后来和辖区内的
消防救援站签订联防联建协议，定期互相上课培
训、演练参观，不断“充电”。

消防工作对身体素质有着不亚于特种兵的
严苛要求，一直在一线工作的人，必须有强健的
身体做保障。“干这个工作，体能必须跟得上。”王
明鹏要求队员每天3次体能技能训练、6次常态
巡防。训练中，一有队员掉队，他就陪着一起跑，
加油鼓劲儿，教呼吸方法，传授跑步技巧。渐渐
地，队员柳斌从原来的3000米都跑不完，到能在
规定时间跑完，再到出色完成跑步训练。

“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特别是每次救援回
来，得到群众肯定的时候。”谈到印象深刻的几次
救援，王明鹏十分自豪。

回忆起某次油罐车汽油泄漏抢险，王明鹏至
今心有余悸。那是春节前夕，天很冷，又下着毛
毛细雨，一辆小轿车追尾撞上一辆装满汽油的油
罐车，导致罐体后部裂开了一个二三十厘米长的
裂缝，油品喷溅而出。接到任务，王明鹏迅速组
织好队伍，奔赴现场。当时，事故区域实行全面
交通管制，附近村民均已疏散。

“情况紧急，大家都不敢乱动，我上前一步，
用手拿着吸油毡就去堵漏点，现场一片寂静。”王
明鹏说，他操作的同时，其他队员去处置泄漏的
汽油……他们的“战斗服”都被油浸透了。

出事地点是个上坡，左边路面较低，有一条
满是荒草和泥巴的沟，泄漏的油品顺势流进了沟
里，而沟边就是一排村民自建房。他们小心翼翼
地用消防水枪慢慢稀释汽油，将其冲到坡脚的最
低点再围堵起来，然后用吸油毡和瓢舀到桶里直
至余油完全回收。

在灭火一线，浓烟、火光，危险的工作常常会
让人忘记时间。从 11点到 21点多，整整 10个
小时的抢险，王明鹏和队员们滴水未喝，胜利完
成了救援任务。

还有一次是今年 2月 18日晚上，某科技学
校附近山上突然起火。消防队接到求援电话后，
立刻出动两辆消防车、10名队员奔赴现场。到
现场一看，王明鹏急得直摇头。

天干风大，风一吹，火焰就冲到10多米高的
松树顶，人基本无法靠近，如果爬上山去灭火，风
向一变，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一次没有退路的任务。王明鹏带着队
员和当地2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一起，连夜开辟
隔离带，防止山火烧过来殃及学校……因勇敢助
力扑灭山火，4月28日，南明区委到油库慰问消
防队，赠送写有“危难之时显身手 山火无情人有
情”的锦旗。

26年坚守，当初的热血青年鬓角已有了白
发。不知什么时候起，住在附近的群众信任他
们，遇到危险时，打完119，会再打一遍油库专职
消防队救援电话。王明鹏说：“群众信任我们，我
们早到一分钟，他们就早一分钟脱险。”

采访结束，已是傍晚时分，街道上的车辆来来
往往。转身回望，消防站灯火通明，心中倍感温暖。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这么做时，戴显顺
说他就是个普通人，做不了什么大的事情，但
能做好献血这样力所能及、惠及他人的事。

桑 瑶 王朝新/文 杨建昌/图

97800毫升鲜血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其全身的血液量大

约为4000~5000毫升，97800毫升可以让20个
成年人全身换血。而97800毫升也是戴显顺24
年132次志愿无偿献血总量。

戴显顺，今年54岁，是江苏油田扬州福力特
油脂油品公司内衬管车间的一名操作工。戴显
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不善言辞，工作踏踏实
实。

第一次献血，戴显顺清晰记得那是2000年
9月的一天。他与同事到外地出差，偶然在商
场门口看到停着一辆无偿献血车，车上挂着“献
血救人 传递温暖”的大横幅。莫名地，他走了
上去，伸出了健壮的胳膊。经过检查，戴显顺血
液各项指标全部合格，第一次献出全血 200毫
升。

谈到献血的初衷，他说：“就是想尽自己的力
量，帮助他人，传递温暖。我就是个普通人，做不
了什么大的事情，但能做好这样力所能及、惠及
他人的事。”

第一次献血的成功经历让他萌生了坚持下
去的想法，对无偿献血有了更多关注。平时，他
努力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体魄，每次献血都提前
做好准备，准时参加。

虽然过去了20多年，但第一次献血时的红
色献血证，戴显顺一直保存在身边，上面一行行
的献血记录印证着他的初心和承诺，那就是“生
命不息，献血不止”！

在坚持无偿献血的第5年，戴显顺从医生那
里得知，健康人体内血小板数量充裕，捐出的血
小板在48至72小时可以恢复到捐献前的水平，
比捐献全血的恢复时间更短，献血者可以每隔十
五天捐献一次单采血小板。这让他有了新的打
算。

从2006年开始，戴显顺改献血小板，差不多
每两个月捐献一次。随着献血记录越来越多，扬
州日报、江苏卫视零距离等媒体关注到戴显顺，
想要对他采访报道，但都被他婉拒了。戴显顺觉
得，无偿献血只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而
不是为了名和利。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这些年来，戴显顺获得
过中国红十字会颁发的“生命的奖牌”，曾获得4
次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2023年获得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终身荣誉奖。

在献血的同时，戴显顺还积极学习和宣传志
愿无偿献血知识，帮助身边的朋友、同事克服献
血时的恐惧，鼓励更多的人加入义务献血行列。

“献血这么多年，没有感觉到对身体的影响，反而
平时连头疼脑热都非常少，这也许是定期义务献
血的益处吧！”在他的事迹鼓舞下，同事于顺刚和
妻子也加入队伍，累计献血1万多毫升。

以凡人之举为他人点燃生命之光，为生命
“续航”。戴显顺为无偿献血承诺：“生命不息，献
血不止！”国家鼓励无偿献血的年龄上限是55周
岁，但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努力捐献到60岁，带
动更多的人，共同为公益事业作贡献。

王明鹏对消防设备进行日常安全检查。

2023 年，戴显顺获得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终身荣誉奖。

这个消防队长
不一般

用行动
为生命“续航”

26年坚守，王明鹏鬓角已有了
白发。不知什么时候起，住在附近
的群众打完119电话，会再打一遍
油库专职消防队救援电话，王明鹏
说：“他们信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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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我来献血。”6月13日一大早，刚值
完晚班的董文清出现在湖北省襄阳市中心血
站，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庆祝第二十个“世界献
血者日”。

董文清是湖北石油襄阳余家湖油库副班
长，今年 55岁。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身体，他
身上有着石油工人的坚毅与质朴。坚持无偿
献血 28年，董文清累计献血 6.8万毫升，相当
于15个成年人体内血量的总和。2023年，董
文清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授予“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

奉献

“老董，手恢复得怎么样？听说你今天要
来献血，大家都想见见你。”看到董文清来了，
襄阳市中心血站机采室主任柴声江和他打起
了招呼。今年3月1日，董文清不小心滑倒，手
腕骨折。刚过3个月，他又赶来献血。在采血
椅上，董文清向记者讲述了自己 28年来的献
血之路。

“献血，是可以救命的。”说到为什么要献
血，董文清短短一句话，引出了让他终生难忘
的故事。1995年，董文清的母亲检查出重病，
医生说做手术需要输血，但当时血源十分紧
张。“我想，要是有好心人能无偿献血该多好。”
董文清说。1996年，董文清和朋友逛街时，看
到街头有一辆献血车。出于好奇，他们一起紧
张而又激动地献出了人生的第一袋血。但真
正让董文清坚定走上献血之路的是 1997年，
一位朋友的孩子身患白血病，出现病危情况，
急需输血。董文清想起母亲手术时自己的遭
遇，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当时我献出了极
限量600毫升的血，但一点也不后悔。”董文清
说。

从那以后，董文清坚持每年献两次全血，
从2013年开始，他改献血小板，献血频次从一
年两次增加到每月两次。

董文清是一个节俭的人，但为了献血，他
变得“慷慨”起来，会拿出固定工资给自己补身
体。工作之余，他还不断学习献血方面的知
识，并养成了坚持锻炼的习惯。“希望我的血液
对患者的恢复起到更好地促进作用。”董文清

说。他还主动加入襄阳市中心血站应急血友
群，随时准备为急需输血的患者付出。近年
来，董文清共参与17次紧急献血，全力挽救他
人的生命。

“我总想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除了把工
作干好，能通过献血来帮助他人、奉献社会，是
我最大的心愿。”董文清说。

尽责

在同事眼里，董文清是业务精湛、责任心
强的技术骨干。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
冽，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油库的每一
个角落。

6月 12日 15时，记者跟随董文清走上了
余家湖油库铁路卸油栈台，10节油罐槽车停
放在栈台。当天气温接近 40摄氏度，没有任
何遮挡物的卸油栈台和油罐槽车上热浪滚
滚，董文清穿着长袖防静电工作服、戴着安
全帽和隔油手套蹲在槽车上，熟练地测量油
品密度和温度。完成第一节槽车的计量工
作后，董文清的工作服已经湿透。“计量是槽
车验收的第一关，早一点儿完成，油品才能
早点儿入罐，油库才能尽快发油。”董文清
说。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油品保供是城市运
转的血液保障，严寒酷暑我早就习惯了。”董文

清笑着说。工作 36年来，董文清共参与接卸
油品150余万吨，没有发生过事故。

榜样

平凡的董文清，慢慢成为身边人的榜样。
“2005年冬天，下雪后地面很滑，我妈妈出去
买菜，走到楼下不小心滑倒，躺在雪地里动弹
不得。幸亏碰见董文清，他把我妈妈扶起来送
到了医院，还帮忙办理了住院手续。”邻居张广
洪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依旧感激不已。

2008年，董文清听妻子谈起自己同事因
工作调动，上幼儿园的孩子接送成了问题。董
文清便主动帮忙，一有空就去接妻子同事的孩
子放学。同事的脚扭伤了，他便主动承担了同
事在油库的工作，一干就是3个月。

在同事、朋友口中，这样的小故事数不胜
数，大家对他都很钦佩。有这样的基础，董文
清动员大家一起无偿献血，得到了许多响应。
至今，他已带动 40余人加入了献血者行列。
最让董文清骄傲的是，这些人中，有自己正在
读大学的儿子。

在董文清家里，一摞摞的献血证和荣誉证
书被他小心地珍藏在柜子里。“希望能用我微
薄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虽然和
他们素不相识，但献血对社会有贡献，我会一
直坚持下去。”董文清说。

张素军 于银花 黄开生/文 陈 涛/图

近日，抖音上火过这样一条短视频：一次
出警救援，一队救援车辆驶过，车身上写着国
家危化救援中原油田队。路上车辆纷纷闪向
两边，主动为他们让路，有人举着手机，边拍边
赞：“看，咱们的国家队！”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是石
油石化行业第一支走向社会的企业专职救援
队，曾在多次火灾、水灾、地震等抢险救援中立
下赫赫战功，2021年荣获全国应急管理先进集
体称号，2022年被应急管理部记集体三等功。

还是咱国家队牛！

谈起对哪次救援印象深刻，六大队副队长
朱天涛首先想到的，是2023年的9·14救援。

当天凌晨3点，驻扎在河南兰考的六大队
接到报警，电话那头声音急促：“东明一家化工
厂爆炸起火，急需救援，你们赶快来……”

5点，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大火仍在继续，
火势有增无减，空气中弥漫着芳烃燃烧时刺鼻
的焦煳味儿，甚至还有一丝难以捉摸的甜。尽
管当时已经集结了多支地方消防队伍，但化学
品导致烈焰高温，无法靠前，只能靠泡沫打水
暂时控制火势蔓延。

在焦灼无助的情绪中，国家危险化学品应
急救援队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救援中
心党支部书记王庆银勘察了现场后，提出三点
战术策略：一，用高倍数泡沫灭火——燃烧物
主要成分为芳烃，低倍数泡沫压不住；二，近攻
近战——化学品泄漏点是着火源，要重点突
破；三，组织精干人员进场，保障不间断供水。

近攻近战意味着短兵相接，危险不言而
喻。充分进行安全评估后，救援队伍成立了4
支抢险小分队，朱天涛带领第一分队率先冲入
火海。场外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烈焰中依稀
可见他们的身影。小分队圈定泄漏点，水炮立
马跟上，迅速将火源灭掉。大部队趁势出击，
燃烧了十几个小时的大火终于偃旗息鼓。前
线带队指挥的朱天涛此时才真的松了一口气。

朱天涛今年44岁，从21岁入行起，已经跟
火灾战斗了23年。这场来势凶猛的大火在他
的职业生涯中，是一场规模中等的普通作业。
近攻近战，在外行看来是艺高人胆大，但实际
上是常规战法。灭火本身难度不大，“难的是
做判断、下决定”。

“还是咱国家队牛！”此役首功被记给了国
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队伍撤
离时，当地群众像护送英雄一样把他们送到了
东明黄河大桥。

“值了！再苦再累也值了！”

不过，同样是救火，也有过委屈。
2018年6月，达州市一家商贸城起火。当

时还在普光应急救援队的王耀昌随队前往救
援。那场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仍未熄灭，商户们
着急，周边居民也着急。那天，王耀昌正在给
消防车补水，一位大爷走了过来，沉着脸问：

“你们救火好几天，为啥火到现在还没灭？”王
耀昌被问愣了，忙跟大爷解释：“我们会尽全力
的。”

实际上，从到达火场那一刻起，王耀昌就
没有片刻休息，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28岁
的王耀昌委屈得差点掉眼泪。

火是从地下一层燃起的，蔓延得很快，迅
速窜至楼上，可问题是，火在室内燃烧，商贸城
的玻璃很结实，水炮打不透，水顺着玻璃往下
流。必须设法把水打到里面去！王庆
银忽然想到了办法：先用弹弓把玻璃敲
碎，再用水炮加力！办法虽然土，效果
却立竿见影。

战斗结束，队伍撤离时，街道上站满了
送别的群众，王耀昌委屈时没掉的眼泪那
一刻却没忍住：“值了！再苦再累也值了！”

英雄也有柔情时

40岁的谷广伟是五大队副队长，性子沉
稳、话不多，2005年退伍后转业来到应急救
援中心，已经在抢险救援中战斗了19年。去

年 8月，他计划带孩子去旅游，结果突然接到
命令，要到河北涿州参与水灾救援。还没来得
及跟孩子解释，他就出发了。

队伍凌晨到达现场，首先对进出涿州的一
个重要涵洞进行排涝。当时，涵洞已经灌满了
水，上方是京广铁路主干线，长时间被水浸泡，
给涵洞和铁路都带来了安全隐患。

三伏天，潮湿闷热，蚊虫也多，在这样的环
境里，谷广伟和队员们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
圆满完成任务后又马不停蹄转到下一个村
庄。整个村庄都被泡在了水里，见到救援队，
群众像见到了救星。“又是几天连轴转，也不觉
得累，任务结束后想找个地方歇会儿，才发现
浑身散了架。”谷广伟说。

事后谷广伟因失约跟儿子道歉，没想到儿
子的回答让他红了眼眶：“没关系，爸爸是去抢
险了，我的爸爸是个英雄！”

救援是生与死的博弈，一次次出生入死，让
救援中心的队员们练就了一颗耐压的“大心
脏”。他们是英雄，也是普通人，面对危险他们也
会怕，可一旦需要就会义无反顾往前冲。走近他
们，你会发现，这是一群可亲、可敬、可爱的人。

总想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这么做时，董文清说他想用微薄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虽然和他们素不相识。

用生命拯救生命
每逢灾难来临，人们向外奔跑寻找生机，而消防员却选择逆火而行、用生命拯救生命，他们是英雄，也是普通人，

面对危险他们也会怕，可一旦需要就会义无反顾往前冲。

◀朱天涛（左）谷广伟（中）
王耀昌在消防车前合影。

6 月 13 日 ，
董文清用献血这
一独特的方式，
庆 祝 第 二 十 个

“ 世 界 献 血 者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