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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扑灭的火，不消逝的名

本报记者杨三军、吴光于、张海磊

沿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邛海边
的 108 国道一路向南，大约 10 公里后，一条窄
窄的村道通向蔡家沟水库旁的柳树桩。如果没
有 3 月 30 日的那场大火，这个位于泸山西南
麓、地图上未曾标注的村庄，应该正在阳光中拥
抱枝繁叶茂的春天。

3 月 30 日，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的泸山突
发森林大火，柳树桩被初步判定为起火点。官方
通报信息显示，3 月 30 日 23时 10 分许，宁南
县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火队 21 名队员在一名
向导带领下，从蔡家沟水库上山前往集结地进
行扑火作业，3 月 31 日凌晨 1时 20 分许，风向
突变，18 名扑火队员和 1 名向导牺牲，3 名扑
火队员受伤。

4 月 2 日，这场森林火灾明火被扑灭。撤
离避险的群众也陆续返回家中。劫后余生的
柳树桩，会永远记住那 19 位勇士的姓名……

打不通的手机

柳树桩并不是一个建制村，这片土地属于
凉山州大营农场。20 世纪 80 年代起，陆续有
来自大凉山腹地、雅安汉源、云南巧家等地质
灾害频发、气候恶劣地区的农民自发搬迁
到此。

30 多年来，人们在此开枝散叶，养牛、养
猪，种植蚕桑、青花椒，形成了一个有 50 多户村
民的聚落。

水库大坝西侧约 50 米处一栋 2 层白色楼
房是村民宗朝富的家，全家 6 口人，2002 年从
金阳县派来镇派来村搬来。

“开始只看到浓烟从西边的山后冒出来，没
多久，火苗就翻山过来了。”谈起大火，51 岁的
老宗仍心有余悸，“那天风特别大，有七八级，烟
熏得我直流泪，戴着口罩都咳嗽，这辈子没见过
这么大的山火。”

老宗的房子西围墙与后山的山脚只隔着一
条 2 米多宽的小路，山坡上焦黑一片，“那天明
火离我家最近不到一百米。”

火灾中牺牲的向导冯才勇是老宗的妻弟。
“那天他去给宁南扑火队带路，后来他媳妇打他
手机怎么打也打不通。第二天才知道……”他叹
了口气，神色黯然。

“我的靠山，我的老公，我的天……”4 月 4
日，西昌市举行火灾遇难勇士的追悼会，冯才勇
的妻子却悲伤得无法前往，她躺在床上一声声
呼唤着丈夫。

“那是个很老实的人，从来不和人争吵。”同
村的麦吉伍加说起冯才勇，尽是惋惜。当天晚
上，她接到大营农场要求撤离的通知，等两天之
后再回来时，自家的 200株青花椒已毁了一大

半。“钱财没了可以想办法再挣回来，人死了，
他家的老婆孩子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她叹了
口气。

来不及的道别

“那天晚上他们就是从这里出发上山
的。”顺着村民冉平（化名）手指的方向，记者
沿着一条林间小路从水库堤坝的尽头走进曾
经被大火吞没的林区。

过火的云南松树冠仍然茂盛，炭化的树
干倔强地挺立，树下是灌木和杂草的灰烬，
脚一踩陷下去，灰烬没过脚背。泥土松脆，小
溪干涸。小路旁，还能见到救援人员留下的
手套和矿泉水瓶。远处，未被大火吞噬的山
林依然绿意盎然，与此处的焦黑形成鲜明
对比。

在一片约 70 度的山坡上，不知是谁留下
了一幅字。“壮士英雄，一路走好”，石头压住
了纸的四角，前面放着香蕉和橘子。

宁南县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火队并不是
3 月 30 日从柳树桩进入火场的唯一队伍。

冉平记得，那天还没黑时，安哈镇的民兵
扑火队也进了火场。

凉山森林覆盖茂密，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的干季火灾高发，当地依靠的消防力量既
有森林消防、消防救援等“国家队”，也有地方
林草部门组建的专业扑火队、乡镇的半专业
扑火队等“地方军”。

冉平曾经也是柳树桩扑火队的一员。“过
去扑火工具很简陋，现在各个乡镇都成立了
扑火队，队员基本是村社干部和民兵，装备也
升级了。”

宁南县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火队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组建，8 个班 80 位
队员中大部分是原宁南县披砂镇、景星乡民
兵打火队队员。8 个班分为四组轮流驻训，每
一期 15 天，实行军事化管理，遇到火情作为
第一梯队救援。

“过去在民兵扑火队的时候，装备只有铲
子、镰刀、电筒，专业扑火队组建后有了风力
灭火机、油锯。”队员刘胜云说。

宁南县林草局副局长田龙斌也多次参
与过灭火，曾带着牺牲队员中的绝大部分人
参与过 2012 年、2014 年西昌泸山大火扑
救，也参加过 2008 年会理地震、2014 年云
南鲁甸地震救援。在他看来，这些草根出身
的队员，虽然讲不出深奥的理论，但是生于
斯长于斯，对山火的脾性非常了解，经验非
常丰富。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会那个时候进
山。”在牺牲扑火队员周全生妻子的印象
中，丈夫打了十多年火，没有凌晨 1 点多进

火场的先例。丈夫走的那天特别匆忙，她也
正忙着去上夜班，夫妻俩甚至没顾得上说
一句话。

送队员去火场的大巴车司机拍摄的视频
成为牺牲队员们最后的影像，大家在车上有
说有笑，几个小时后，便天人永隔。

队员们下车进入火场约一个小时后，车
上领队接到巡山队员的电话，说火势蔓延，
让通知队员赶紧下撤。“我和领队赶紧挨个
给他们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我们又到处联
系村民找人，但火势太大，没办法进去。”司
机说。

当天跟在宁南县扑火队之后的另一支民
兵打火队，也接到了要求撤离的电话通知。
“远远看到宁南扑火队在前方的山沟里，我用
手电筒闪了三四下传递撤离信号，但没收到
回应。”一名队员回忆。

回不来的兄弟

宁南县城南边，不起眼的一隅，坐落着扑
火队的营房。宿舍里，队员们装着帐篷、急救
包的背包被带了回来，整齐地放在每个床前
的凳子上。物资器械库的角落里，放着队员们
烧焦的水壶和电筒。出发时带去的旗子只剩
一根烧黑的铁杆。

“我们没有队长了，再也见不到那些兄弟
了。”八班班长付升志一提起熟悉的名字，眼
泪就不住地流。

牺牲的队长何贵银是宁南县林草局的
正式职工，2000 年至 2016 年先后服役于
原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兴安盟支队教导
队、武警新疆森林总队巴州支队阿克苏大
队。从军 16 年先后荣获三等功三次，获优
秀士兵、优秀党员等荣誉 20 余次。他有一
个正上三年级的女儿，妻子怀着二胎，预产
期在 6 月。

今年 3 月，何贵银带领队员们在宁南县
打了两次火，最后那场火 81 个人全部上阵，
3 个小时就把火扑灭了。

“他像一位家长，每次吃饭他都让队员先
盛，晚上谁把被子踢了，他也会起来给掖一
掖。”付升志说。

3 月 22 日晚上 8时，八班与前来轮换驻
训的一班和五班交接。“队长告诉我们，最近
是防火高峰期，希望大家不要走远，在家待
命。”

营房的墙上贴着驻训安排和生活制
度：每天七点起床，出操、队列训练、扑火知
识学习、机具理论学习、机具操作与维
修……一位森林消防的老兵告诉记者，这
些安排与他们新入队的消防员的训练内容
差不多，“他是把以前学的专业知识带到这
里来了。”

出事前一天，很多人还看到他们在广场
上训练。

3 月 31 日，救援人员在扑火队员遇难的
地方发现，所有人都是以面部朝下的姿势趴
着。“从专业角度来说，这是最后的避险方
式。”田龙斌说。

39 岁的樊桂伟是此次牺牲的扑火队员
之一。他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自 2014 年开
始，樊桂伟就一直以民兵身份参与当地的扑
火工作，每年的春节、清明节期间都参与防火
值班，一年能领到四五千元的补贴。“他一直
是个很积极向上的人，会舞狮，县里搞活动也
去参加安保。”

樊桂伟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在上小学，
最小的两岁。扑火队员每月的工资是 1500
元，为了贴补家用，他在宁南县机关幼儿园
门口摆了一个小摊，卖鸽子蛋和醪糟。

牺牲队员周全生来自宁远镇天鹤村，
2005 年就参加了民兵打火队。在二女儿周家
乐眼里，父亲对所有人都很友善。有一年下大
雨，村里有户人被水淹了，周全生撒腿就跑去
帮忙。“等他回来时，我也在水里泡着。”女
孩说。

这些年，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打火，每次回
来总会告诉她一些有趣的事：林子里的猴子、
不知名的野花……却对危险绝口不提。她一
直觉得，父亲会像所有电影里的英雄一样凯
旋，陪伴她长大成人。

出事以后，七班班长张德维依然每天
早上六点多就去巡山。他说得知噩耗后很
想第一时间赶去西昌，却没有成行。“我们
是一支有纪律的队伍。他们走了，我们还要
管好自己的防区，不能出现一点点火星。”
这些天，他总是避开训练的广场，怕触景
伤情。

宿舍里放着一面新做的旗子，上面用彝
文和汉字写着“宁南县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
火队”。营房门前，昏黄的路灯下，十几辆摩托
车在路边依次排开。这一次，它们再也等不回
疲惫的主人。

忘不掉的名字

18 位扑火队员魂归故里的那天，从西
昌经普格县到宁南县，120 多公里的路途，
沿途的树上、墙上、桥上挂满了群众带来的
白花。

宁南县的广场中央搭起了祭礼台幕墙，
不断有人来献花、鞠躬。

“整个县城有 3 万多人，还有周边几个乡
镇，几乎全城出动来接他们。这在宁南县，是
第一次。”一位老乡告诉记者。

广场的一侧，摆放着挽联和祭文。
“虽然我知道，眼泪换不来远去的你们，

我也清楚‘壮士一去不复返’意味着怎样的悲
壮，但是，每触及一次那一串变成灰色的名
字，我的悲伤便止不住地泪流成河。”有人如
此写道。

人们不停擦拭着眼角的泪水，一些人哭
出了声。

4 月 3 日下午，西昌市召开经久乡森
林火灾反思暨后续工作部署会议。会上提
出：要深刻反思灾难来临时，是否做到了准
备充分、应对自如；各方力量奔至时，是否
做到了从容衔接、不出纰漏；当应急协调指
挥时，是否做到了情况清楚，指令准确；灾
难未发生时，是否看到了隐患苗头，薄弱环
节；当平安无事时，是否做到了忧患于心，
防微杜渐。

4 月 5 日，西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泸山正面森林草原灭火前线指挥部指挥长刘
光宇表示：“目前国家、省级相关部门已组成
核查组，来（对扑火队员牺牲过程）进行核查。
真相，一定会还原。”

春日的艳阳下，柳树桩的三角梅正在怒
放，颜色如火也如血。钟生文、黄元林、饶朝
银、曾顺富、樊桂伟、郑宏、张树伟、胡明海、张
明福、周全生、陈章华、刘兵、李天云、刘军、刘
勇、李洪刚、陈文龙、何贵银、冯才勇——这
19 个名字永远刻在了柳树桩。

▲宁南县森林草原防火专业扑火队营房里，摆放着牺牲勇士出发时带的帐篷等物品。 本报记者王曦摄

本报记者强晓玲

“交出了仓库钥匙，撕下了车
标，但这段记忆刻骨铭心。”

封城 76 天后，4 月 8 日，武汉
解封。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影子们”，
终于“失业”了。

“武汉不好，影子不散。”而这一
天，随着武汉“重启”，他们“终于可
以给自己画一个句号”，彼此合影留
念，互道珍重。

这是 76 天来志愿者组织“影子
梦之队”成员最整齐、最开心的一次
集结。

从海归青年、企业主，到候在仓
库门口主动加入的“滞留者”，武汉封
城后，一群 80 后、90 后开着私家车，
争分夺秒地为医院、社区、超市，为火
神山、雷神山工地，送去最紧缺的防
护和生活物资，累计承接运送 115家
爱心企业及人士捐赠物资数万件。
76 天里，他们对接了 184 家医院（科
室、卫生服务中心）、200 家社区（养
老院、单位）、103 家一线执勤政务
机构。

“他们守护着人民，我们愿守护
他们。”“影子梦之队”总队长虞旻
子说。

在“影子梦之队”微信公众号开
篇，引入了鲁迅对青年的寄语——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
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

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
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
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
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
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
太阳；

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
内。”

这，就是他们逆行的动力。

信念集结起来的“影子”

“1 月 24 日，250 个 N95 口罩，
10000 个一次性口罩，1000 副手
套，送至华润武钢总医院、武汉市九
医院、武汉市普仁医院、武汉市四
医院；

1 月 26 日，11400 个一次性口
罩捐赠给湖北省消防总队培训基地、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
沌口开发区消防大队、八一路消防中
队、武汉消防水域救援大队、武昌区
公安分局等单位；

1 月 28 日凌晨两点，2 万件防
护服和 3 万只口罩抵达武汉，连夜
送至各大医院；

1 月 29 日，5 万只口罩送至雷
神山医院以及武昌区、东西湖区等
地一线工作人员；

3 天时间，将价值 400 万元的 1 万台消毒设备从深圳
运到武汉”；

……
这是“影子梦之队”的工作日记，记录了他们的集结与

逆行。
“影子梦之队”发起人晨曦（网名）是一名 80 后海归，地

道的武汉姑娘。
疫情大暴发，防护设备断货，医护人员近乎“自杀式冲

锋”。“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一个自发公益微
信群产生了，一批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海归成了最初的成员。

“哪里有口罩？哪里有 N95？哪里最急需？”学金融的晨
曦，从微信群里的资源信息中能快速找到匹配点。物资筹
措、捐赠发放、联系对接、运力调配，自发的志愿者们发现了
组织起来的效率。

就这样，多个公益群数千人的志愿者团队，为了一个信
念集结起来，统一成立“影子梦之队”。

“影子们”第一时间发动联络湖北侨联青年委员会、武
汉宾利俱乐部、武汉海归协会等组织，从大年初一开始，募
集捐款从十几万元增长到几百万元。随后，他们又迅速将每
一笔捐款转化为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液。

“团队组建初期，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信息不对
称。”晨曦的朋友，第一时间加入团队的虞旻子说，“医院信
息是否准确，车手身份是否真实，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1 月 28 日凌晨，一位志愿者将 15 箱 750 件防护服都
送给了一家医院，“在当时防护服奇缺的情况下，意味着更
多急需的医院得不到这批珍贵的物资。”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团队严格细化流程。从医院、社区、
政务机构的审核，到志愿者车手管理，再到物资发放登记；
从筹备捐赠到联系购买物资，从寻找仓库、接货验收，到检
核医护用品是否合格；从登记需求方地址，到安排司机第一
时间派送，形成了全流程溯源管理。

最初，志愿者都是开着私家车运送物资，碰到超规格的
箱子，一辆车装不了几个。后来，有公司免费为团队提供 5
台新能源货车，运力得以保障，高峰时，车队一次性可以转
运 30 多吨物资。

“不少物资为定向捐赠，但像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及其
他重点医院在中后期物资保障非常有力。而捐赠方的意愿
往往都是重点医院，做解释工作不容易。”虞旻子说，经过解
释说服，捐赠方向得以调整，从最开始的重点医院，到覆盖
社区医院、卫生服务中心等，确保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除了运送物资，“什么活都干”是“影子们”的特点。得知
武汉农户莴苣面临烂在地里时，他们立刻帮忙收菜；了解到
老年社区蔬菜供应紧缺时，他们又跑去对接。

“最想失业的一群人”

“今天捐赠的 300 台医用制氧机到了，全部由我们志愿
者一台台搬下来，再小心翼翼搬入库。特殊时期，这些宝贵的
医用物资，每一台都无比珍贵，大家能想象吗？（下转 15 版）

武
汉
封
城
日
子
里

出
没
着
一
群“
影
子
”

钟生文、黄元林、饶朝银、曾顺富、樊桂伟、郑宏、张树伟、胡

明海、张明福、周全生、陈章华、刘兵、李天云、刘军、刘勇、李洪

刚、陈文龙、何贵银、冯才勇——— 19 位扑火勇士的姓名，永远刻

在了劫后余生的柳树桩……

▲当地群众写下挽联祭奠英雄。本报记者王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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