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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11 月 7 日电（记者张钦、文静、胡伟
杰）10 月 7 日晚，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干部职
工张小娟、陈文燕、王彦辉、闵江伟在扶贫下乡返程途
中，因车辆坠入白龙江不幸遇难。

一个月来，他们帮扶过的群众纷纷登门悼念，他们
的事迹广为流传：他们常年以战士的姿态，冲锋在脱贫
攻坚和抢险救灾一线；他们爬雪山、钻山沟，把党的温
暖送进各族群众的心田。

近日，他们被追授为甘南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新闻工作者”。当地干部表示，守初心、担使命，要向张
小娟等人学习，做“胸中有大爱、心中有信念、业务有专
长、肩上有担当”的新时代藏区干部。

披星戴月决战脱贫直至生命最后时刻

雪山耸立，白龙江怒涛汹涌。舟曲，曾因“ 8·8”特
大暴洪泥石流震惊世界，这里山有多高，脱贫难度就有
多大。

但舟曲人脱贫的决心更大。最近，舟曲县广大干部
职工放弃国庆休假，打响脱贫大决战。

34 岁的张小娟是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1 日下
午，她把 7 岁的女儿和 3 岁的儿子托付给丈夫，便开始
加班。

走进张小娟的办公室，一块小白板上仍有她手写的
工作安排：“ 10 月 1 日至 3 日，跟进（全县脱贫的）乡镇
自验，完成（县级脱贫）验收操作手册；4 日，（全县脱贫
验收巡回督导组）各组组长、副组长、联络员召开碰头
会……”

5 日，舟曲县启动脱贫验收工作。张小娟作为第一
巡回督导组副组长开始下乡。

同组干部石磊回忆，5 日，他们深入曲瓦乡和立节
镇，回城已是 21 时许。6 日，他们又驱车 5 小时，翻越
海拔 3800 多米的雪山，赶到全县脱贫攻坚难度最大的
博峪镇进村入户，当晚住在镇上。

7 日，他们一路颠簸，下午赶到曲告纳镇，随机抽
选上大年村，核查贫困户收入账实不实。

上大年村是个高山村。盘山而上，要经过 34 道急
弯，路上不时可见滚落的碎石。张小娟走访完藏族阿妈
吴小英家时已是傍晚。这时，她又接到任务，需要连夜
赶回县城。

从镇上到县里，还有两个半小时车程。督导组还要
继续工作，她从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闵江伟那里得
知，融媒体中心的几个同事也在镇上采访。这天也是曲
告纳镇部分藏族群众搬迁下山的一天。陈文燕等人闻
讯赶来，忙活了一整天。

张小娟饭也没吃，就搭乘县融媒体中心的五菱牌面
包车往回赶。路上，车辆不幸坠入白龙江……

“今天拍摄的画面很不错，很珍贵！”舟曲县融媒体
中心记者马应凯记得，7 日中午，王彦辉和他视频通话
时非常兴奋。为了讲好藏乡脱贫故事，舟曲县融媒体中
心近期策划了 13 个重点选题，其中包括易地搬迁。

马应凯说，同事们下乡，每到一地，都会在微信群
里发照片报平安。翻看微信群里的图片发现，陈文燕等
人的最后一顿午餐，只是蹲在路边，随便吃了一点。

8 日就是张小娟女儿的 7 岁生日。在生命的最后
7 天，她对孩子的陪伴，主要是电话问候。

“有了坚定的信念，平凡的岗位也会不平凡”

脱贫攻坚的“活字典”、全县新闻采编的“顶梁
柱”……张小娟、陈文燕等人，最大的 34 岁，最小的 23
岁，其中 3 位是党员。他们在领导和同事眼中，都是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行家里手。

张小娟出生在舟曲县一个藏族农家，从小品学兼
优，高考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
学。毕业后她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成为舟曲县立节
镇政府司法所的一名司法助理员。

2010 年 8 月 8 日夜，一场特大暴洪泥石流突袭舟
曲。张小娟连夜从乡下赶到县城，加入抢险救灾中。她
在抢险一线火线入党，也与爱人结下良缘。

“她始终冲在抗灾救援的最前线，积极进行一线救

援和物资运输工作，已具备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
和品质。”立节镇党委在她的火线入党材料中评价。

不仅是张小娟，从 2018 年舟曲县江顶崖山体滑
坡险情，到 2019 年东山镇牙豁口山体滑坡，陈文燕、
王彦辉、闵江伟等新闻工作者都是冲锋在前的“逆行
者”。

他们信念笃定，珍爱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初心，
就是让家乡变得更美、更幸福。

张小娟的爱人刘忠明说，成堆的材料、打不完的
电话，是她在家的常态。“她下班回家，总是一边炒菜
一边接电话，耐心地跟大家沟通。”

在她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放着一摞笔记本，每
个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她下乡入户时每户村民的家
庭境况和脱贫症结。

扎实的政策研读和走村入户，使张小娟赢得了
“移动数据库”“活字典”的称赞。

在同事眼中，负责新媒体平台的陈文燕“是一个
不断有新点子的创意大师”，王彦辉“非常热爱这份工
作，想踏踏实实为家乡干点事”，23 岁的闵江伟“特别
能跑，特别勤快，特别阳光”。他们同样是单位的主
心骨。

扑下身子做党和各族群众的连心桥

“别人看到穷人都想帮一把，我专门做这事，更应
该把工作干好。”刘忠明回忆，这是张小娟经常跟他说
的话。

城关镇西半山村村民杨许舂曾因做心脏手术负

债 20 多万元，两个孩子也不得不辍学。张小娟听说
后，帮他报销医疗费、办理大病救助手续，并让两个孩
子重返学校。

“她每次来村里，都会来看我，问问我的身体和孩
子们的近况。”杨许舂说。

为了让党的政策走进群众的心田，张小娟和陈文燕
等新闻工作者想尽各种办法。

如今，舟曲县每一个建档立卡户家中都贴着扶贫
政策漫画图解，图文并茂讲述应知必知的 48 项惠民政
策。这是张小娟的点子。上大年村藏族群众吴沙国
说，即使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的藏族老人，一看图也
就明白了。

心中装着群众的人，群众也把他们当作英雄。张小
娟等人走后，许多群众赶到家里吊唁。“张主任走了，我
心里堵得慌。”杨许舂说。

在曲告纳镇的易地扶贫搬迁点上，村民余加国回
忆，当时采访时，大家聊得很投机。他们年轻、活泼，没
想到突然就走了，心里特别难受。

张小娟、陈文燕等人牺牲后，甘肃各级党委政府慰
问他们的亲属、千方百计给予关爱。在中央民大，张小
娟的生前师友发起成立专项基金，一部分用于抚养张小
娟的两个孩子，一部分用于支持像张小娟一样扎根基层
的校友。

“整个舟曲，都在为最后的冲刺脱贫付出全部努
力。无数的热血青年，奔赴脱贫攻坚一线，用脚步丈量
舟曲的山水大地，以众志成城的力量和勇气，拉近舟曲
与小康社会的距离。”在一篇文章中，张小娟道出了藏
区基层干部的初心、使命和铮铮誓言。

初 心 一 片 为 脱 贫
追记殉职在决战脱贫路上的几位舟曲县干部职工

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适应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橄
榄绿”到“火焰蓝”，变的只是颜色，不变的是本色。
首都无小事。改革转隶一年来，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引领下，北京市消防救援总
队立足特殊区位、特殊使命、特殊责任，积极履行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
的职责使命，让“火焰蓝”成为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的“钢铁长城”。

实战检验“火焰蓝”

国庆等重大安保实现“零火情”

10 月 1 日，当 10 万名各界群众簇拥着 104
辆造型新颖、绚丽多彩、亮丽壮观、争奇斗艳的彩
车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是，每一辆彩车内部都有一名消防指战员在全程
守护。从 6 月中旬彩车开始制作，17 部消防车、
167 名指战员和 97 名消防随车监护人员，提前入
驻彩车制作场地，24 小时值守和贴身查看，只为
保证彩车的 47 次转场安全。

104辆彩车，最长 45 米、最高 18 米、最重 60
多吨。不夸张地说，就是 104座移动的高大建筑。
因为装饰材料易燃、电气线路密集，再加上制作、
停放、组装、转场、演练、游行各个环节反复辗转，
一旦着火，根本来不及重新制作。最复杂的一辆
彩车需要 40辆保障车转运，由于不扰民和保密等
要求，转场从夜间 11 点开始到凌晨 5 点结束，也
就要求整整 6 个小时指战员只能窝在彩车内。

说到无名英雄，国庆烟花燃放消防安保团队也
是其中之一。为了保证国庆当晚烟花燃放安全，
消防指战员登上燃放区十平方公里内每个建筑和
平房院落的屋顶，累计对 50000 余平方米的高风险
部位用阻燃布进行苫盖，组织培训街道社区 3 千
余名网格巡查骨干，筑起了一道严密的防火墙。
当晚烟花燃放过程中，消防指战员们身穿战斗服、
肩背细水雾、手持灭火器，根据风向和燃放情况及
时研判并调整防控重点，对带火星的烟花残屑第一
时间秒级处置。
除了国庆 70周年，今年全国“两会”、“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相继举行。面对活动规格高、范围大、点多线长
面广等复杂情况，北京消防救援总队始终在岗位
上忠诚履职，展现风采。

“为百姓守夜，为平安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北
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政委潘业辉说，脱下“橄榄绿”，

穿上“火焰蓝”。变的是颜色，不变的是本色。

跨国救援展风采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今年 3 月，非洲莫桑比克遭受热带气旋袭击，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和
河水决堤，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疟疾等传染病肆虐。灾害发生
后，应莫桑比克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出中国救援队赴莫桑比克开展国际人道
主义救援。这支中国救援队伍中，其中有 30 名北京消防救援指战员。

10 天内，中国救援队员奔波 1 . 2 万公里，帮助莫桑比克人民重建家园，
帮助灾区居民重返正常生活状态，累计治疗灾民 3337 人，为数千名灾民发放
食品、药品和饮用水，面对灾后霍乱爆发的疫情，派出多支分队深入灾民安置
点、孤儿院、华人住处及厂房，联合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区域，甚至霍乱病
患居住等场所消毒杀菌。一抹抹“中国红”成为灾区的希望、赢得了国际赞誉。

“组建国家应急管理部后的首次境外救援，展现了大国担当和大国形象，
彰显了处置重大灾害事故共担协同、合力合作的精神。”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长曹奇说。

瞄准“全灾种”、聚焦“综合性”、实现“大应急”。一年来，总队围绕建设应
急救援国家队和主力军的目标，依托特勤支队组建中国救援队和总队级水域、
山岳、地震（地质）3支专业救援队，与市应急局联合启动组建“航空应急救援
队”。同时，着眼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等“短板”，确立“全员普训打基础、专攻精
研练战术、加快组建专业队”的思路，明确总队、支队两级机关 80 项技能、基层
指战员 21 项体技能，组织 2400 余名指战员开展体技能大比武，让每名指战员
都在训练里、个个都在竞赛中，营造出“抓训练吃香、当标兵光荣”的浓厚氛围。

担当奉献踏上壮志新征程

争创世界一流消防救援队伍

2019 年 8 月 10 日中午 12时 57 分，北京市朝阳区某工地一男子不慎坠
入深井，双腿被一块水泥板压住，身体多处骨折，人被困在淤泥中，仅头部露在
外面可以呼吸。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消防中队出动一车六人赶往现场救援。两个小时
后，井下男子身体周围淤泥被消防员李卓用手刨空，他和战友们使用担架将该
男子拉出井外。该男子得救了，李卓的双手却被划出了二三十个口子。这段
井下救援的视频，在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点赞超过千万。

这样的救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司机卡汽车里、行人脚卡下水道里、钥匙
锁屋里、宠物卡墙缝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拨打 119。“火焰蓝”竭诚为民
的身影体现在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中，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强劲足迹。

今年 9 月 25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入运营，当大家分享喜悦时，新机场
灭火救援分队长李栋却有些心酸。今年一月份，按照计划他就应该和未婚妻举
办婚礼，家人准备好了一切，没想到他却放了“鸽子”。“1 月到 3 月是机场校飞
时刻，消防保卫任务繁重，我只能把婚期往后推。”李栋说，从 2016 年 11 月底进
驻以来，他和 13 名队员 1000多个日日夜夜，住在活动板房里，冬冷夏热、蚊虫
叮咬，夜晚常常被轰鸣声吵醒。虽然屡屡爽约，但未婚妻却从没抱怨过，她
还说“嫁了消防员，就是消防人。”

当前，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
为了保证项目消防安全，消防安保工作两年前就与场馆建设同步开始了。在
12 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浇筑 1553立方混凝土、安装 560吨钢结构和建成
8000 米的管廊设备，高峰期施工人数达 3500多人，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消防
巡查检查、日夜守护。冬奥场馆建设工地的这支“火焰蓝”劲旅，正在延庆海拔
2100 米处展现他们的战斗力，2022冬奥会圣火上必将闪耀着“火焰蓝“的光芒！

勇当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蹈火者”，争当群众身边最亲最近的“贴心人”，担
当防微杜渐治理风险的“啄木鸟”。筑牢安全线、当好守夜人。向着“两个一百年”
的光明前景，在建设世界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国家战略中，奋力争创世界一流消防
救援队伍的光荣与梦想，北京消防救援队伍永远奋斗在路上！ （吴文诩、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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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消防员在开展灭火救援实战操法训练。（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提供）

图 1：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张小娟（右二）在下乡
时向群众了解情况（2018 年 4 月摄）。均为新华社发

图 2：陈文燕（左一）与同事一起采访（2019 年 7
月 29 日摄）。

图 4：闵江伟在 2019 年舟曲县春节民俗文化活动
现场参加现场直播（2019 年 2 月 14 日摄）。

图 3：王彦辉在舟曲县巴藏镇溪岭村采访（ 2019
年 6 月 14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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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电（记者陆波岸）瑶族汉子廖振毅和母
亲坐在新住房的门前，看人来人往，母子俩有说有笑的
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这两年，我一家生活发生
了大变化，这在以前想都想不到。”他说。

廖振毅家住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乡可力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一家 5 口住在一套 90 平方米的
新住房里，明亮的房间，崭新的物件，整洁的家居，让
他这个新家看起来简朴又舒适。

都安瑶族自治县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境内石
山巍巍，全县面积 4 0 0 0 多平方公里，石山面积占
89% ，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是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十三五”期间，全县易地
扶贫搬迁任务达 10511 户 46747 人。

搬到这里之前，廖振毅家离这 20 多公里，交通不
便，全屯人住的都是泥土房，上一层存放粮食杂物，中
间一层住人，下面一层养猪鸡鸭牛羊。

2016 年以来，都安瑶族自治县按照“精准规划、精
准搬迁、精准帮扶、稳定脱贫”的思路，大力推进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

截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全县 20 个安置新区计
划建设的 1 1 1 1 0 套（栋）安置房已完成主体建设且
全部达到搬迁入住条件，有 1 8 个完成配套设施建
设，完成搬迁入住（含交钥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4558 人。

2017 年 8 月 29 日，乡亲们一起搬到三只羊乡可
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新区建成联排式安置房
210 栋，距离高速公路出口仅 2 . 5 公里，安置贫困人口
210 户 1069 人。

廖振毅的住房是一栋一层半小楼，厨房有燃气、自

来水，客厅有电视、沙发，卧室有新买的床铺、衣柜。
“以前，我家住的是泥土房，一阵风刮来，灰尘泥土纷
纷掉落。”廖振毅在新住房里比划着说，以前每次遇
到狂风暴雨，一家人晚上都无法睡个安稳觉，害怕整
座房子被风雨吹倒。现在，一家老小不再担心晚上
风雨刮倒房子了。

可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住户的新住房，几
乎都是廖振毅家这样的布局摆设。记者进门时，同
样来自龙牙屯的余万合正在厨房里用燃气做饭，他
说，搬迁前都是烧柴火做饭，每当生火，泥房里烟尘
缭绕，不方便也不卫生。

离余万合家不远处的新区广场上，7 岁的余筱
蝶和几个小朋友在展览的老照片上寻找搬迁前自
己的老房子。记者上前一看，这些老照片上的村
屯，和廖振毅搬迁前的龙牙屯几乎一模一样，山石
嶙峋，泥房连片，有些住房已经破败不堪。看到记
者带着相机，几个蹦蹦跳跳的小朋友，争相拉着记
者到他们新住房门口帮他们照相。

这是都安瑶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生

活的一个缩影。全县 20 个安置新区，有的紧靠大路，
交通便利；有的傍着河水，环境优美；有的临近县城，
就业路广。已经搬出大山的人们，正在“瓦房变楼房”
的新家园，过着美好新生活。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都安瑶族
自治县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坚持“挪穷窝”与
“换穷业”并举，通过“贷牛（羊）还牛（羊）”全产业链扶
贫模式、“扶贫车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转移就业等措
施，促进搬迁群众持续增收。

廖振毅所住的新区也建有“扶贫车间”，但他在新
区开办一家小商店。“政府帮我办好各种证件执照，扶
持我一台冰箱，出钱帮我购进第一批价值 3000 元左
右的货物。”廖振毅说，在政府引导扶持下，他这个从
没做过生意的大山人，开始做起了买卖。

记者到访时，廖振毅正在商店里摆放各种货物，
不时有乡亲前来购买东西。“以前，我连怎么进货都不
懂，现在能和外面各个商家讨价还价谈生意了。”

忙完商店里的事，48 岁的廖振毅拍拍手，挨着 87
岁的母亲坐在新住房的家门口拉家常，幸福的笑脸在
秋日的阳光里尽情绽放。“现在，我这个商店两个月的
生意收入，就相当于搬迁前在老家种一年玉米的收
获。”廖振毅说。

廖振毅说，住房从茅草房到泥土房，再到现在
的钢筋混凝土楼房，交通从步行翻山越岭，到现在
家门口车来车往，老母亲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亲身
感受到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给大山贫困群众带来
的实惠。每天，老人家一有空就坐在家门口，和一
起搬到这里来的乡亲拉家常，畅谈新家园、新变化、
新生活。

不再担心风雨刮倒房子了
广西都安易地扶贫搬迁户的新生活

“以前，我家住的是泥土房，一阵风

刮来，灰尘泥土纷纷掉落。”如今易

地扶贫搬迁，“瓦房变楼房”，明亮的

房间，崭新的物件，整洁的家居，洋溢着满

满的幸福。与“挪穷窝”同时并举的是“换穷

业”，促进了搬迁群众持续增收。已经搬出

大山的人们，正在新家园过着美好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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