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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逆行者”赴汤蹈火为人民
——记塘下专职消防队

李接华是江西抚州人，今年

28 岁，2010 年3 月份进入塘下

专职消防队。由于是武警退役

官兵，李接华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及敏捷的头脑反应，进队后担任

队里的“枪手”一职。

“当时刚进队时，自己啥也

不懂，徒有满腔热情与勇气。”采

访中，李接华说起印象最深刻的

经历。

2013年的一天凌晨4时左

右，塘下双桥村一幢6层厂房着

火。这幢房子一楼用来加工生

产汽摩配部件，二楼以上用来住

人。当消防队员接到报警迅速

赶到现场时，整幢楼已经火光熊

熊，浓烟不断从窗口冒出，地上

满是爆裂的玻璃碎片。好几名

被困人员在楼上窗边呼救。该

厂房燃烧产生的大多是有毒气

体，如果不在最快的时间内救出

被困人员，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接华回忆，当时他没多

想，就带上防毒面罩冲进火场

准备救人。在一个楼道处，他

看到一个小女该和她的家人蜷

缩在角落，眼中满是恐惧。为

了稳定小女孩的情绪，李接华

摘下自己的防毒面罩给小女孩

戴上，自己屏住呼吸快速带着

女孩和其家人冲过浓烟，来到

安全区域。

当天，李接华与几个队友共

疏散12名被困群众。谈及让出

防毒面罩一事，李接华说：“我接

受过训练，小孩子呼吸道比较脆

弱，她比我更需要防毒面罩。”

去年8月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战斗在一线的消防官兵，他们

穿着厚厚的战斗服，向着群众逃离的背立面——火海前行，他们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帅的

逆行者”。

在塘下镇，也有着这样一支队伍——塘下专职消防队。消防战士在近40℃的高温下，

穿着二三十公斤的战斗服坚持训练；一旦警情响起，他们义无反顾前往火场，用生命保卫塘

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这支队伍，了解它的发展历程，聆听“最美逆行者”

的故事。

塘下专职消防队组建于

1995 年 11 月，系集体事业单

位，现有队员 37 人，多数为退

伍军人。经过多年的努力，该

专职消防队逐步实现准军事

化管理，成为一支训练有素、

作风严谨、业务过硬、保障有

力的地方专职消防队伍。

虽然现在这支队伍的建

设已规范化，但刚组建时并非

如此。据队长徐祥春回忆，当

时塘下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家

庭作坊多，特别是场桥羊毛衫

市场十分活跃。经济繁荣的

背后，暗藏着巨大的消防隐

患。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

快，燃烧猛，极易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而当时

瑞安市的消防力量也十分有

限，发生火灾时，位于市区的

消防队赶到塘下镇，在时间上

就错失了先机，即“远水救不

了近火”。在这种情况下，成

立一支属于自己的专业队伍，

这个问题摆在了当时塘下镇

政府面前。

徐祥春曾任上金村党支

部书记，他听说镇里要成立专

职消防队，便主动请缨担起重

任。“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也没

底，我没当过兵，也没从事过

相关的消防工作，一切只能

‘摸着石头过河’。”

而要发展壮大消防队伍，

还存在两个大难题：一是资

金，二是消防专业人员。经过

多次协商，1996 年，当时的瑞

安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决定

在财政予以一定补助的基础

上，塘下片区各受益乡镇拨出

一定的资金，作为该消防队的

正常经费。而在队伍的建设

上，则通过向社会（不局限于

本地）招聘的形式，招一批富

有经验的退伍军人。这些队

员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一待就

是十几年的时间，成为该消防

队的骨干力量。

一半是训练场，一半是火

场，这是消防员的工作常态。

为了强化身体素质，每年夏天

早上 5 时多，消防官兵就早早

地到训练场训练，15 时又开展

一次训练，十年如一日，始终

坚持“练为战”的指导思想。

这种艰苦训练方式结出硕果，

2006 年、2009 年、2012 年塘

下专职消防队在参加浙江省

专职消防队业务技能竞赛中

均取得团体总分第三名的成

绩。在1998年、2004年、2008

年、2009 年、2011 年、2012 年

参加温州全市专职消防队大

比武中，均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名好成绩。同时队长徐祥春

也被公安部消防局和省消防

总队评为“执勤岗位大练兵先

进个人”。

随着塘下经济的不断发

展，2010 年，塘下镇又狠下决

心，投入 1200 万元用于基础

设施和装备建设，并建了场

桥、罗凤消防分站，从而在塘

下区域内形成三角布局，全面

提升火灾应急扑救能力，有效

缓解公安消防“远水难解近

渴”的局面，有力支持了平安

塘下建设。

目前，该队共有 5 辆消防

水罐车及抢险救援器材等特

种设备。建队至今共接警出

动 11773 车次，扑救大小火灾

1309 起，处置各类应急事故

296起，成功解救被困人员222

人，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同

时获得各级领导的高度好评，

曾被省公安厅评为“清剿火

患”战役成绩突出专职消防

队，并荣获省消防总队执勤岗

位大练兵先进专职消防队、温

州市消防安全工作先进专职

消防队、瑞安市消防工作先进

专职队等荣誉。

塘下专职消防队成立已有 20 多年

[消防员风采]
在这支专职消防队伍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消防队

员，面对凶猛的火灾他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多变的灾

情面前，他们沉着应对、一心救人。记者特别采访了其中两

位。

副队长刘奇：
恪尽职守十几年未回家过年

“我们没有假期，越是到放

假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坚守在岗

位上。”塘下专职消防队副队长刘

奇说：“我自2004年入队以来，

连续10多年都没有回家过年。

过年过节，不稳定因素更多，除夕

夜大家都是在车上整装待发，时

刻准备着应对突发情况。”

刘奇是湖北孝感人，今年

32 岁，进入塘下专职消防队已

12年有余，主要负责火场指挥、

训练考核和消防巡查宣传，是这

支消防队的“元老级”人物。说

到一个“消防人”该具备的素质，

他用“胆大心细”四个字来概括。

2009 年冬日的一天，鲍一

村一间四层民房起火。作为指

挥员的刘奇接到报警赶到现场

后，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通天

房”火灾。“通天房”火灾的一个

最大特点就是火势向上蔓延非

常迅速，而且“通天房”的屋顶结

构基本采用砖木材料，当火势沿

楼梯间向上蔓延时，屋顶首先被

“烧穿”，火势接下来便会沿木质

大梁等向两侧蔓延。扑救“通天

房”火灾应采用“上堵下防、内攻

外控”的战术，凭借经验，他第一

反应便是首先要从楼顶往下压

制火势。

于是，他迅速将消防水带抛

向楼顶并固定好，随后借着梯子

往楼顶攀爬。眼看着离顶层只

有很短的距离，他便用手抓住顶

层的一角往上爬，不料砖瓦松

动，整个人从三楼摔了下来，还

好一旁的水带已经固定，未造成

多重的伤势。

他还告诉记者，类似情况经

常会在灭火过程中发生，但值得

庆幸的是，塘下专职消防队建队

以来从未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这与平日的严格训练有关，消防

员必须先要学会保护自己，才能

在最紧要关头挽救他人生命及

财产。

抱着液化气罐冲出火场，这

种在电视上看到的场景，对刘奇

来说可谓是“家常便饭”。采访

中，当记者感叹他的勇气时，他

解释道：“其实将液化气罐从火

场抱出并不是件危险系数很高

的事，密闭的液化气罐只要不是

在明火中长时间燃烧，其爆炸的

可能性很小。最危险的情况其

实是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发生

液化气泄漏，当在空气中达到一

定浓度时，遇到明火发生轰燃和

爆炸，那才危险。”

正是这些经验的积累让他

一次次在火场中都镇定从容的

指挥灭火救援，今年他还被温州

市公安消防局评为先进个人。

“拼命三郎”李接华：
大火中将氧气罩让给孩子

消防员及时控制火情

消防员灭火救人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