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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陈龙

2022 年的这个 8
月，注定会让人铭记。

持续的高温、严峻
的防疫形势，再加上突
如其来的山火，让本
就经受前所未有
“烤”验的城市，难
上加难。

8月20日15
时许，一场始料未
及的山火，伴随着不断
增大的风力，让美丽的
巴岳山陷入火海，更危
及附近大量居民生命
财产安全。

火情就是命令。
危急时刻，国家应

急管理部、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市委书记
陈敏尔，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衡华视频调度；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陆克华，武警重庆总队
司令员刘兴立、副司令
员陈道琴等赶赴现场
指挥；市应急局局长冉
进红及2名专家现场指
导参与处置工作；大足
区委书记陈一清，区委
副书记、区长徐晓勇，
区委副书记罗晓春等
与大足区应急、林业、
消防、公安、人武等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夜以
继日在现场统筹调度，
组织各方力量全力扑
救山火。

四川省森林消防
总队、重庆武警总队机
动支队、重庆航空救援
总队以及周边消防力
量、武警部队、公安干
警、民兵预备役、退伍
军人迅速集结，逆风而
行、向山火冲击。

面对来势汹汹的
山火，大足区各镇街党
（工）委政府（办事处）、
各部门、各方救援力量
以及社会各界，众志成
城，凝聚起抗击这一场
大足历史罕见山火的
强大力量。

经过 5 天 5 夜、
100多个小时的鏖战，
终于传来捷报：至8月
25日凌晨，成功将全部
明火扑灭，取得了阶段
性胜利，实现人员“零
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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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大足城，很多好心人。山火面
前，全区党政机关干部义无反顾。

火场山高林密、地形陡峭，再加上风力
较大且风向变换频繁，大足消防力量、武警
部队、公安干警及民兵到达火场后，立即投
入到各线扑救，向山火发起一次次冲锋。

“万古镇突发山火，急需人员支援。”
“收到！报名参加！”
“收到！我报名！”
……
20日 15时许，大足区退役军人应急

救援队队长刘波在退伍军人志愿者群内
发送通知，大家纷纷响应。不到一个小
时，一支 40余名的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
已集结完毕，紧急奔赴灭火一线。

在市外救援队伍尚未抵达的情况下，
有一定救援专业知识背景的退役军人志
愿者队伍，就成为了救援的第一梯队，担
起救援大梁。40多度的高温下，他们穿
起防火服，举起水枪、拿起柴刀和铁扫把，
直面山火，分组进行着灭火、砍伐隔离带、
余火巡视、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

“灾情就是命令，不管在什么时候，只
要有灾情，我们都第一时间出动。这是人
民需要，也是职责所在。”休整期间，刘波
告诉记者。前方是战友，后方是乡亲。“一
日为军人、终身为军人，我们坚决做到：听
从指挥，服从命令。无论形势多恶劣，任
务多艰巨，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做到山
火不灭，人员不退！”短短数语尽显“退伍
不褪色”的铁血与担当。

正如他所说，在持续 45小时的灭火
工作中，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的这“一
抹橙”，始终出现在灭火一线。

在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各镇街也迅
速行动起来，带着各自的救援力量分赴前
线，挖隔离带、带路、驻守巡查……

一位干部在朋友圈里写道：“虽然我
们不能在一线打火，我们也要尽力做好后

勤工作。”
寥寥数字，体现的正是大足机关干部

的责任和担当。
8月22日中午，南线迅速集结队伍力

量，目标——挖隔离带。
不到2小时，大足区委统战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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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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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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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单位各展所长、齐心协力、密切协
作。大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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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8月 23日 15时接受任务，到 24日
15时，区内各单位共调派挖掘机械 70余
台次、人员400余人次，快速抢通了2条森
林防火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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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山火，全区有关部门和镇街的
6000余名干部职工听从调配轮流作战，
应急、消防、公安、民兵、林业等2000余名
综合救援力量全力以赴，共同打赢这场灭
火阻击战。

大足人，刚得起！扛得起！
再次用团结、担当、奉献和钢铁一般

的意志，成功消灭了肆虐的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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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山火打破了大足与铜
梁毗邻区几十年来的宁静。

从 7月以来的连续高温干旱，明火
一遇到干枯的树枝便如脱缰的野马直扑而
来，瞬间吞噬眼前的一切。

习惯了多年的平静，猛烈窜燃的山火，
让附近村民感到紧张而慌乱。

有村民想起家中还有家禽，有的不顾阻
拦，还想回家拿重要物品……“火很快就要
烧过来了，赶紧撤离。”紧要关头，一个洪亮
而坚定的声音响起，逐渐稳定了村民的情
绪。

到达现场的党政干部临危不乱，立即
组织上报。同时立即组织救援力量上山察
看火情。

山火步步逼近，越烧越大，最后决定立
即撤离。

这一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山火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迅速启动森林

火灾应急预案一级响应。位于山脚下的民
房被紧急借用。帐篷下，几张大桌子拼在一
起，标记地形和经纬度的作战图铺展开来，
大足区“8·20”山火现场指挥部成立了。

各方人员围坐一起，电话声、商讨声此
起彼伏，一线传来的信息汇集后，经过紧张讨
论和缜密会商，一条条扑救指令迅速发出。

19时许，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陆克华
进行了视频调度，对下一步救援处置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会后，现场指挥部赓即决定：
科学分析研判、专业力量扑救、地方统筹保
障、灭火阻火同步。

“要把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上去多
少人，要一个不少地回来。”“山上气温高，补
给一定要千方百计跟上。”“要加大医疗物资
的投入，轻伤就要下火线。”“受伤的人员，要
确保第一时间得到诊治。”……

这一刻，人心齐，泰山移。指挥部协调
各方，采取“空地协作、梯次推进”的灭火方
式，以水灭火，空地配合——

为了准确侦查火情，现场指挥部及时准

确分析气象、水源、地形等条件，为扑救作
业、取水供水、隔离带挖掘等提供科学支撑；

通过消防、应急等监测分析平台及热成
像分析系统、无人机等设施设备，多种方式
提供实时火情火势，助力科学决策指挥；

由各级消防专家牵头，现场科学会商制
定灭火方案，针对北线、中断、南线 3处火
情，分别明确专业扑救指挥和区级协同保障
负责人，保证2—3架直升机空中洒水作业，
合理分组搭配地面力量，并分为森林消防、
武警官兵、其他力量 3个梯队进行扑救作
业，做到协同作战、快速高效控制火势；

将挖掘隔离带作为阻断火势蔓延的主
要方式，集中力量抢挖了长 10.3公里、宽
50—200米的隔离带4条，并与铜梁区、永川
区做到协同一致，共同筑牢防火灭火屏障。

这一刻，党员成为先锋，一面面旗帜立
了起来——

指挥部内，大足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通
宵达旦地坚守指挥一线，困了就将凳子一拼
在指挥部就地休息，接到火情新进展立即紧
急会商，紧张讨论，一条条扑救指令迅速发
出……

明火扑灭后，由区领导带头分片包干责
任到人，带领队伍上山巡查扑打消除易燃点
……一个个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冲锋在
前、吃苦在先。

在持续 100多个小时的紧急救援中，
50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成为本次火情处置
的“先锋队”“主力军”。区内消防、应急、林
业、公安、人武、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 6000
余人次，紧跟专业队伍做好火场清理、抢挖
隔离带、巡查巡防与后勤保障等工作。

我的城，我守护。基层党组织发挥了
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而
党员干部则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每一
个急难险重的紧要关头，在每一个关键岗
位上，都能看到党员领导干部活跃的身
影，他们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成为抗击山
火的中流砥柱。

面对突发山火，大足区迅速组织力量投
入灭火战斗，但由于久旱无雨、风干物燥、枯
叶堆积、力量有限，火势一度扩散蔓延。

“大足巴岳山突发森林山火，情况紧急，
请速派增援！”现场指挥部向市应急局发出
调派周边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的紧急请求。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调度下，21日凌
晨 1时，前来支援的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加
入了灭火战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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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挥人员就
摸清了基本情况，开始制定作战计划。

6时许，5辆军车载着200余名武警战士
星夜赶来，又一支生力军——武警重庆总队
机动支队抵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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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时40分，3架直升机起飞洒水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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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休整即火速赶到。带着一身的汗
水、泥土和烟尘，他们直插火场南线，扑打一
线明火。4个小时后，总队阿坝支队到达，立
即冲向火场北线。两支队伍一南一北成夹
击之势，200多人向着火场中心挺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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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奋战 4个小时，就扑灭火线 800
多米，清理烟点近200处。

专业力量壮大的救援队伍利用后半夜
气温较低的气象条件，采取分线作业、重兵
突击的方式，连夜作战开展扑救工作，22日
11时，北线、中线火情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功成的喜悦还没多久，复杂的气
候和现场条件让灭火行动一波三折。22日
17时左右，风力加大、风向改变，引起飞火引
燃现象，南线火情出现反复，猛烈的火势让
人根本无法靠近。

穿过茂盛的绿植，“车头”消防员（手持
管口的消防员）对着熊熊燃起的山火喷水。
风一吹，山顶的火迅速向外伸展触手，攀上
松树的火焰张牙舞爪，裹挟着层层热浪疯狂
升腾。火星迅速蹿起，钻入四周的植被，不
到一分钟，火苗就迅速壮大起来。在火与人
的对峙中，强劲的山风，让火势的增大往往
只是一瞬之间。

“空地配合，猛打火头，不要‘撒胡椒
面’，打完一个再打另一个。”

北斗、5G通讯等“高科技”先后投入，前
方指挥所对每一个火点进行综合研判，直升
机对攻顶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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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支钢铁般的队伍乘风而来、踏火而行，与大
足干部群众共同进退，对山火发起了立体攻
势，赢得了最后胜利。

25日凌晨，经过通夜巡查巡防、值守备勤，
各条火线没有明火复燃，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那一刻，武警官兵与消防指战员互相敬
礼，致敬英勇、致敬团结、致敬胜利；

那一刻，各条战线的人们欢呼胜利，胜
利了，胜利了，响彻山谷；

那一刻，山下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感谢坚守、感谢付出、感谢有你。

烈火面前无畏挺身而出，危难时刻尽显
英雄本色。

为了争分夺秒，消防战士、武警官兵忙
起来一天都顾不上喝一口水，实在顶不住
了，就抓紧时间在撤离居民屋檐下、坡坎上
小睡片刻，休整后继续投入战斗。手、脸、衣
服被熏黑了，眼睛鼻子被呛得流泪、流鼻涕，
嘴唇裂了很多口子。长时间被高温灼热后，
救援人员的双手都被手套颜色染红了。一
名消防员因为太累了，倚在一颗小树上便睡
着了，手中的面包还没吃完……

山火不灭绝不后退。巴岳山上，来自区
内外的森林消防、武警等专业救援力量奋勇
作战，凝聚起抗击山火的强大合力。

灾害面前，没有旁观者。
在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许多村民

和村干部冒着危险勇当森林消防队等
救援队伍的向导，通宵达旦活跃在灭火
第一线；萤火虫志愿服务中队第一时间
组织 20几名志愿者助力后勤保障；大
足区玖品坊酒业公司主动捐献 200件
饮料……

22岁的李祥峰是四川达州人，目
前在永川区工作。山火发生后，他第一
时间驾车来到了现场，后勤帮忙、一线
打火……哪儿缺人他就往哪去。

期间因为中暑被送进医院，他只休
息了2个小时，就又上前线帮忙了。因
为没穿防护服，腿上全是小拇指般大小
的划痕，手上因为磨破的水泡化了脓，
他依然坚守在一线，没有半句怨言。

面对记者的镜头，他只是淡淡的说
了句“应该的，力所能及的事”便默默地
离开了。

“我们收到了多支志愿者服务队以
及多名爱心人士的物资的支持，包含有
早餐、口罩、冷链车、皮卡车、冰柜等物
资装备。”大足区万古镇相关负责人
说。“很多市民把物资搬来，二话不说放
下就走。还有市民给我们打电话，我们
缺什么他们就捐什么。”

大足区商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荣
燕告诉记者，在这次森林火灾扑救过程
中，积极发动和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参与
后勤保障中，进一步完善了饮食、住宿、
卫生健康和交通运输的各方面的工作
机制，最大限度集中了一切的救援力
量，提供了综合保障。

统计数据显示，此次“8·20”山火，
大足区后勤保障部门坚持“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全力做好救援物资、生活物
资、交通组织、医疗卫生等保障工作。
其中，紧急征调皮卡车及山地越野车

50余辆、洒水车 30余辆、挖掘机 70余
辆，有力保障物资输送、水源供给、隔离
带挖掘等关键工作；利用本土企业生产
的高分子土工膜材料，在隔离带内5小
时建成 2500平方米消防蓄水池，为打
赢南线隔离带阻击战提供坚实保障。
加强前线物资供应保障，为灭火一线
输送食物、水、灭火器等物资 920 余
吨。设置火场周边道路封控卡点 3
处，部署摩巡队和警力动态巡线、守护
疏导，确保了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每
天统筹 10 辆 120 救护车跟随救援队
伍，累计投入医务人员 1100余人次参
与救援工作。

山火发生后，大足区采取“1名镇
干部+1名村干部+1名公安干警”包 5
户群众的方式，坚决、迅速、有力、高效
做好人员撤离避险及安置工作，累计撤
离避险群众 497户、1371人，做到了不
落一户、不漏一人。

安置点内，工作人员为撤离群众准
备了水、食物和防暑降温物资，医护人
员也提供悉心的照料。

有老人一直不放心自己在村里养
的鸡、鸭等家禽，想回村看看，工作人员
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解释劝说，把
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来对待。

……
从机关单位到社会团体，从大型企

业、个体老板再到山火涉及的村民……
各方力量迅速行动起来，为打赢打胜山
火阻击战竭尽所能地提供了一切保障
支持，凝聚起一股勇往直前的磅礴伟
力！

肆虐的山火已经扑灭，莽莽巴岳山
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大地将再萌新
绿，巴岳山必将又是满目葱茏，与曾经
在这里战斗的平凡英雄一起、与百万大
足人民一起，见证山青水绿的美丽。

党政统揽调度 抢险有序有力

专业救援力量 冲锋陷阵尖兵 一方有难八方援 越是艰险越向前 八方爱心接力 涌现最美风景

每个天生要强的大足人，都牛！
□ 陈龙

日益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气势汹汹的山火，
持续不退的高温天气……入夏以来，大足这座重
庆主城都市区的桥头堡城市，经受着一波又一波、
百年难遇的“烤”验。

但，大足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没有因此停下，百
万大足人没有因此坐以待毙，凭借着千百年来积
淀的“开山化石，励志图新”人文精神，越是艰险越
向前，咬定目标、一鼓作气，以坚定的信心、顽强的
意志、果断的措施，阻疫情、战高温、防灭火。

大足，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有趣“灵魂”。因此，
个性十足。唐朝以来，大足人世代传承，千锤百炼
铸就了千年不衰的“五金制造”；南宋一代智宗赵
智凤在宝顶山“开山化石”七十年，留下了世界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宝顶山石刻；“青袍白
马翻然去，念取昌州旧海棠。”大足人广种海棠数
百年，昌州香海棠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乡愁……
大足人，天生要强，是有些英雄气息在身上的。中
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唐赤英、“红岩村革命的妈
妈”饶国模、在大足征粮剿匪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廖灿国、抗美援朝大足籍特等功臣杨国良等，无数
大足人凭借敢想敢干敢拼敢打的坚韧和不服输不
认命的拼搏，写下了一个个壮美的故事，谱写了一
曲曲震撼人心的英雄之歌。这一切，让我们这座
城傲然屹立，愈加坚韧不拔、气度恢弘、坚毅果敢。

2022年4月13日，大足突发输入性新冠肺炎
疫情。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第一时间
激活应急指挥体系，第一时间开展流调溯源，第一
时间划定封控小区、重点人群，第一时间开展核酸
检测筛查，第一时间展开转运隔离救治，第一时间
切断疫情传播链、筑牢防控墙……全区上下勠力
同心，连续奋战14天，坚决干净彻底打赢了这场
疫情防控遭遇战、阻击战、歼灭战。经此一役，我
们亲历了太多值得铭记的瞬间，见证了太多可歌
可泣的事迹，感受到太多平凡而又伟大的力量。
那是孕育千里波涛的涓涓细流，那是点燃雄伟苍
穹的微微晨曦，那是107万大足人，同呼吸、共命
运，肩并肩、心连心，用坚守汇聚而成的磅礴伟力。

疫情刚“退”，前所未有的高温“来扰”，继续
“烤”验着大足人。但是，大足人，刚得起！雄得
起！我们看到：深夜中的企业，为了赶上生产节
奏，默默的错峰生产；各大商场牺牲黄金营业时
间，把宝贵的电能保障于民；水库的管理者，耐着
高温，为城市输送一滴滴珍贵的饮水；通信卫士，
坚守在烈日下，确保千家万户的网络通信畅通
……此时此刻，每一个大足人都行动了起来，
每家每户除了空调设置在26度以上，在用电高峰
还减少或停用大功率电器和非必要照明；关闭霓
虹灯、广告灯等，景观灯、路灯实行分时段细化照
明；走廊、楼道等公共区域照明人走灯灭；低层办
公等场所使用步梯，减少电梯使用；拧紧每一个水
龙头，不浪费一滴水。尽管走在路上黑了点、上班
的时候热了点、业绩差了点，也没有抱怨一句。在
大是大非面前，大足人总是能做到一呼百应，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拧。

高温还在持续，一场山火给大足带来了奥数
级的“附加题”，可以说是难上加难。8月20日15
时许，大足区万古镇新石村与铜梁区的毗邻处发
生山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情况十分紧急。火情
发生后，国家应急管理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高度
重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做出调度指示，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陆克华赴现场指导，市应急局、市
林业局、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重庆武警总队机动
支队、重庆航空救援总队大力支持帮助，全区有关
部门和镇街的6000 余名干部职工听从调配轮流
作战，应急、消防、公安、民兵、林业等综合救援力
量全力以赴，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涓滴之力汇聚成
磅礴伟力，共同打赢了这场灭火阻击战。

大家说，我所在的城市这个八月很难熬，但没
有什么是扛不过去的，如果有，那就加我一个，一
起扛！这就是大足人的豪情，大足人的自信，大足
人的担当。“我是党员，我上。”“只要没倒下，绝不
下火线。”……这是救火现场最普通的一幕，却彰
显城市精神品格、体现大足风骨的最生动场景。
这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创造出来的大足城市精
神品格，这就是展现在千千万万个普通人身上的
大足城市精神品格。

当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时，那叫勇敢；当一个群
体挺身而出时，那叫担当；当一座城市身处逆境呼
唤勇气的时候，那就是使命，是信念，是一往无
前。高温、疫情还在继续，只有不断汇聚107万大
足人的磅礴力量，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百战百
胜，达成使命。

向火而行向火而行。。（（四川森林消防总队供图四川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火场巡察火场巡察。。（（四川森林消防总队供图四川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抢挖隔离带抢挖隔离带。。 远程研判远程研判。。 后勤补给后勤补给。。 搬运物资搬运物资。。 合衣而眠合衣而眠。。

挥手告别挥手告别。。

市民欢送市民欢送。。

鲜花谢勇士鲜花谢勇士。。歌舞送别歌舞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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