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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毛双 何
美林 张力）大足区“8·20”山火发生
后，按照现场指挥部的指挥调度，当
地相关部门、镇街抽调数十台挖掘
机，先后开挖四条隔离带，守住最后
底线。

“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
作用，克服道路崎岖、山高坡陡等困
难，分秒必争挖通这条防火‘底
线’。”大足区拾万镇党委书记周建

森介绍，从8月22日6时开始，拾万、
国梁、三驱等镇街出动应急救援人
员 480余人次、挖掘机 38台次，在拾
万镇楠木村石佛寺附近挖掘隔离
带。截至 23日 17时，隔离带长度已
达3600米，宽120—200米。

同时，大足区还组织人员和工
程机械，先后在其他三处合适位置
开挖隔离带。截至记者发稿时，四
条隔离带总长度已达10100米。

□ 新渝报记者 王雨诗 李海

山火熊熊燃烧，严重威胁着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这场以
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安全的战
役中，对于大足区民兵应急连一排
排长杨强而言，更是他人生中沉重
且悲痛的时刻。一方面，作为民兵
骨干，他积极请战，连续奋战在山
林灭火的一线；另一方面，从小抚
养他长大的外公在他参加扑灭山
林大火任务期间，因病去世。面对
两难境地，杨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民兵“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
和担当。

记者见到杨强时，他正背着喷
雾器、手拿打火鞭从灭火一线归
来。1989年出生的杨强，皮肤黝
黑、眼神坚毅，2008年入伍，2013
年退伍后，他拒绝高薪任职的机
会，来到大足区人武部基层一线，
现任区人武部民兵教练员。

在山火发生之际，杨强正休
假在家，一直在照顾处于弥留之
际的外公，“杨强，万古镇发生山
林大火，请立即返回人武部，清理
清点防火装备器材，随时准备集
结人员！”杨强接到上级电话。“退
伍当了民兵，有召必回。”杨强在

给外公叩了三个头后，满眼泪水、
带着复杂的心情冲出门外，向区人
武部赶去。

回到区人武部后，杨强便接到
了外公去世的噩耗，但他深知，山
火，一触即发；灭火，刻不容缓。他
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带领民兵立即
赶赴大火现场，连续多日，冒着高
温，顶着酷暑，转移群众、砍伐隔离
带、巡逻警戒、运送物资、扑灭余
火，一直奋战在山林灭火的一线，
直到外公下葬的前一天晚上，杨强
才向组织说明情况，匆匆赶回老
家。但牵挂山火的杨强，仅在家呆
了一上午的时间，便立即返回山林
大火扑灭的一线。

“我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外公
的孝。今天，我坚守在灭火一线，
守护着人民群众，这就是对亲人最
好的回报。”杨强说，作为一名党
员、一名退役军人、一名民兵，在党
有需要，人民有难之时，必须坚决
服从命令，冲锋在前，山火不灭，绝
不收兵。

发稿时，山林大火余火还在加
紧清理，杨强始终带领民兵战斗在
灭火一线，他已参与灭火 100余小
时，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
打赢这场硬仗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 新渝报记者 犹骥 杨琢
张琦 何美林

以向死而生的决绝守卫山河无
恙，五百多名森林消防队员、武警指
战员、“空中骑士”在巴岳山上猛冲
猛打，蹈火而舞谱写时代大勇战歌。

8月20日15时许，大足区“8·20”
山火发生。在火势凶猛蔓延的紧要
关头、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的关键时刻，国家应急管理部、市委
市政府迅疾统筹调度四川省森林消
防总队、武警重庆总队、重庆航空救
援总队三支专业队伍赶赴大足，快
速阻击火势蔓延，为扑灭山火贡献
了决定性力量。

21日凌晨 1点，前来支援的四
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加入了“战斗”，
他们的任务是压制山火蔓延的凶猛
态势、阻止火情向不可控方向发展、
为后续处置抢回时间和空间。首先
到达万古镇新石村的总队前进指挥
所 20余人，第一时间上山开展火情
侦察、地形踏勘。凌晨 3点，指挥人
员就迅速摸清了基本情况，开始制
定作战计划。

上午 10时，在四川省成都市执
行任务、21日凌晨才撤离火场的四
川省森林消防总队特勤大队队员
们，未休整拍马杀到。带着一身的
汗水、泥土和烟尘，他们直插火场南
线，一马当先向一线明火发起冲
击。特勤大队一中队队长助理候正
超和中队45名队员抵达南线火场集
结地后，采用水泵扑灭凶猛的火势，

快速打开突破口，随后进行扑打清
理。奋战 4个小时后，扑灭火线 800
多米，清理烟点近200处。

此时，总队阿坝支队也已到达，
他们的作战区域是火场北线。至
此，两支队伍一南一北成夹击之势，
200多人操着高压水泵和风力灭火
机，不顾危险向着火场中心挺进。

当天晚上，阿坝支队全体人员
放弃了下山修整的机会，一直驻守
在一线防守。22日凌晨 3时之后，
北线火势基本得到控制。队员们又
投入南线作战，与特勤大队兵合一
处开始了最后的攻坚战。

为确保扑救行动科学有序，现
场还投入了多种高新技术手段。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应急通信与
车辆勤务大队队长助理母强带领
技术人员，利用北斗、5G通讯等手
段，前线指挥部和一线灭火人员实
现了实时音视频通讯，利用无人机
高空测绘和热成像实时感知火情，
让指挥员实现了实施、精准的指挥
调度。

战斗在巴岳山上的日日夜夜，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副总队长程成
带领 228名专业队员英勇面对高温
酷暑、烈火硝烟，勇挑重担、冲锋在
前，始终坚守在扑火救援的第一线，
累了席地而睡、和衣而卧，醒了不辞
辛劳、继续战斗，用血肉之躯筑起了
护林为民的钢铁长城。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作为先
锋，英勇无畏冲锋在前，他们身后的
援军，是230名武警战士。武警重庆

总队机动支队 21日清晨 6时抵达火
场后，不提要求、不添麻烦，除部分
指挥员留在指挥部协调、调度，所有
战斗人员全部直插火线。武警战士
们的战斗印记，是一道道铁扫帚拍
打余火的印痕，是一个个容积3立方
米左右的消防水池，是不断熄灭的
火线……

在这场空陆联合作战中，担任
空中压制任务的是重庆航空救援总
队。21日 17时开始，5架直升机与
地面力量紧密配合，飞行员驾驭水
龙攻顶灭火，对压制树冠火情起到
了巨大作用，为地面力量作战创造
了有力条件。其中 8月 23日，总队

飞行时间长达9小时，灭火50次，共
计向火场洒水 150吨。3天时间里，
冒着能见度低、风向多变等危险，火
场上空螺旋桨的轰鸣声一直未停。
30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虽然很少
人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却得到了所
有人的敬佩。

激扬的斗志永远高昂，坚定的
步伐永远向前。3支钢铁般的队伍
乘风而来、踏火而行，4天时间里与
大足干部群众共同进退，对山火发
起了立体攻势，赢得了胜利。

肆虐的山火已成过去，明年春
风拂来，大地萌出新芽，巴岳山又会
是满目苍翠。

“三雄”鏖战巴岳山 狙击山火快准狠

消防官兵奋战在灭火一线。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大足“8·20”
山火发生后，现场指挥部果断下令
修建 4条防火隔离带，并指示在龙
滩子街道和邮亭镇境内分别抢修
森林防火通道。8月 23日 15时至
24日 15时，总长度 6000米的两条
通道相继完成，相关镇街、部门、企
业、社会组织，齐心协力迅速构筑起
山林防火的牢固防线。

8月 22日中午，南线防火隔离
带工作小组成立，迅速集结队伍力
量，高效率勘测施工。到达现场后1
小时，工作组临时指挥部即开始运
转；2小时内，区委统战部、区经济信
息委、区住建委、区交通局、区城管
局、玉龙镇、区国资系统等11个单位
300余人集结到位；3小时后，35台
各型号挖掘机相继到达并开赴任务
段，领命开工。至8月23日12时，不
到12个小时南线第三条防火隔离带
即完成建设，从玉龙镇赶水沟原永
晟煤矿直达永川区境内，宽度 50—
100米，长度3.5千米。

还没来得及修整，工作组又接
到了修建龙滩子街道、邮亭镇2条森
林防火通道的命令。

各参战单位各展所长、齐心协

力、密切协作。区林业局抽调专家
快速进行线路勘测规划；区住建委、
城管局、城投集团、鑫发集团、邮亭
工业产业发展中心等单位抽调施工
机械并组织施工专业技术人员进
场；玉龙镇、龙滩子街道、邮亭镇迅
速组织精干力量全力配合；区经信
委积极协调通讯；各行业商会、企业
家甘奉献共奋战，踊跃捐赠各类物
资价值20余万元。

从 8月 23日 15时接受任务，到
24日 15时，工作组共调派挖掘机
械 70余台次、人员 400余人次，快
速抢通了 2 条森林防火通道。其
中，邮亭镇长河社区通道长 3200
千米、宽 7.5米，由社区服务中心延
伸至巴岳山黄泥塘；龙滩子街道防
火通道长 2800 千米、宽 7.5 米，从
太平社区云上生态农业公司通达
新盛茶厂。2条通道将成为特殊情
况下人员、物资、器械进出的大动
脉，并可在必要情况下快速升级为
防火隔离带。下一步，工作组将按
照指挥部指示要求，进一步做好防
火隔离带巩固工程相关工作，全力
以赴坚决打好森林防火灭火这场
硬战。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有的时候，夜晚是为迎来黎明
而做铺垫。

8月23日夜幕降临的时候，重庆
市大足区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在第
二天的黎明之际，打响“8·20”山火
阻击战决战，降伏扑杀这条为祸甚
大的“火龙”。因此，如何做好这一
夜的铺垫工作，所有参与扑灭山火
的人们，都以如临大敌的谨慎状态，
在做着最后的“万全准备”。

晚 20时 25分，万古镇新石村，
大足“8·20”山火现场指挥部设置在
村里的一处农家院落，此时，指挥部
行军帐篷内灯火通明。指挥长坐镇
帐中，带领灭火指挥部下辖各小组
负责人集中智慧，谋划第二天的决
战计划。

气氛严肃！各小组负责人逐一
汇报了白天的各项工作推进情况。
传来的好消息不少：阻击山火的消
防隔离带已经挖好、山上的灭火蓄
水池已经建好、后勤的保障能力进
一步提升了。坏消息也有：有护士
中暑了、山体沿线原本已经撤离的
个别群众又私自回家了。

目标已定！“隔离带挖得足够宽
阔，就在南侧的隔离带进行这场阻

击战。”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副总队
长程成给出专业判断。“预计火头会
在 24日早间到达隔离带，要在消防
隔离带所在的拾万镇楠木村，毕其
功于一役。”指挥部里所有的人对此
信心很大，并且看法一致，“以不伤
亡一人为前提。”

完善备战！指挥部当即作出
完善备战的决定：制作扑灭山火注
意事项提示，做到人手一份，提高
全体人员的参战和自保能力；有备
无患，再多准备一定数量的供水水
带，确保供水线路受损时能及时更
换，保障通往山上的供水源源不
断；再次清理人员，让非战斗人员
远离山体……

22时 12分，决战部署会散会。
领下各项任务后，所有人回到各自
的岗位上，准备迎接黎明的到来。

夜色如墨。暗流涌动。
第二天的阻击战注定是一场恶

战、大战、硬仗，一定要养精蓄锐。
大部分参战人员还在紧张忙碌着，
为大战做最后的准备。

巴岳山下的沿线公路上，公安
干警和当地党员干部，在沿线执勤，
指引主干道上的车辆及时离开，以
便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他们劝
阻在路边关切火情的人们不要去靠

近火场。
22时 50分，拾万镇楠木村石佛

寺湾附近的隔离带，从山脚向山顶
延伸。待在隔离带上的每个人，都
在认真做着自己的事。

送来食物的志愿者们，给在场
的工作人员送上稀饭和卤煮来补充
能量。还有志愿者给在场待命的武
警和消防官兵送来一个个充电宝，
方便他们保持手机电量充足和电话
畅通。这些充电宝都是大足当地志
愿者向爱心人士广泛征集借来的。

“充电宝先用着，用完了能还就还，

还不了就算了。”一个志愿者说道。
23时 20分，武警重庆总队机动

支队的一支连队在隔离带山脚处整
队集合，官兵们人人携带一把扑灭
山火的铁扫把。随后，他们沿着隔
离带上的小路朝山顶进发，在山顶
休整，只待火头“到来”。

山顶处，一辆皮卡车卷着大灰
尘轰隆隆地沿隔离带开上来。从渝
北区赶来的志愿者刘林春给武警战
士送搭建蓄水池需要的帆布袋。六
七个武警战士上前先后将两个蓄水
池帆布袋抬下车。多建几个蓄水

池，就能保障灭火的“水弹”充足，让
弹无虚发的武警官兵们越战越勇。
卸完装备，刘林春和志愿者伙伴们
开车下山继续忙碌去了。志愿者们
做一些必要的辅助工作，一如当年
淮海战役中推小推车支前的群众一
样，能干、可靠。

24日 1时，拾万镇 021乡道上，
大足区水利局干部们还在河边抽水
取水，给一辆辆普遍容量在8吨以上
的运水车灌满水，这些水被运往一
个容量 2000吨的消防蓄水池储备
着，将在决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大

概要装300车水，连续不断地干。”水
利干部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在自
己的战场上，每个人都抱定了必胜
的信念，各司其职，各尽其功，从而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合力，向来犯“火
龙”强力连击，最终歼灭之。

8月24日，黎明之后，决战打响，
参战将士死守阵地，成功在楠木村
隔离带阻击了“火龙”，不让其再进
一寸。鏖战至 25日，大足人达成决
战目标，迎来了最终的“8·20”山火
阻击战的胜利。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这段时间，对于连晴高温的
大足来说，没有什么比下一场雨更
让人渴望了。8月 25日中午开始，
大足区上空云层聚集，具备了一定
的增雨条件，当地气象部门立即行
动，先后两次共发射 6枚火箭弹，
成功向天索雨。

当天下午 17时左右，记者在
大足国家基本气象站的人工增雨
炮点看到，作业人员正在进行第二
次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发射申请通
过后，随着一声声巨响，火箭弹直
冲云霄。

据了解，当天该增雨点已经发
射了 3枚增雨弹，并成功在中敖片
区实现了降雨。截至记者发稿时，
位于大足区万古镇的人工增雨炮
点也已做好了准备，正在寻找有利
时机发射增雨弹。

据大足区气象局局长邹华介

绍，连日来，该局准备了近百枚增
雨弹，组织工作人员，24小时待命，
等待实施增雨作业。

根据最新资料分析，大足区预
计 25-28日晴间多云，持续晴热高
温，但是强度较前期略有减弱，在
此期间，气象部门将 24小时待命，
并密切关注天气系统的演变和影
响，不放过任何一次人工增雨的机
会，尽最大努力增加降水。

另外，29日，部分镇街气温预
计将下降至 35℃；29日-9月 3日，
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预计将
下降至 30℃以内，届时高温可有
效缓解。

气象专家介绍，预计在 29日
夜间大足区将有一次雷阵雨天气
过程，中到大雨，将伴有阵性大风、
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各部门和镇街要注重防范气象及
其次生灾害风险等工作。

24小时抢通2条森林防火通道
总长6千米，便于人员物资进出，可升级为隔离带

四条隔离带守住防火底线

近百枚增雨弹将择机发射

“山火不灭，绝不收兵”

XIN YU BAO

——大足“8.20”山火阻击战见闻

决战前夜

消防官兵累了就倒在地上休息。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人工增雨现场。

大足区民兵应急排一排排长杨强：

防火隔离带。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