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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骤雨，她带冲锋舟星夜驰援；洪水滔天，她逆流而上转移群众；余震不

断，她赶赴灾区全力救助；生死关头，她反复开导劝阻轻生……14年来，陈素珍

带领厦门市思明区蓝天救援队奔赴各地，在自然灾害面前，救援了无数的生命。

人生转折点

7月 16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
区蓝天救援队如期举行新队员开班仪
式。这个惯例每季度一次，至今持续
多年。

接下来的3个月里，新队员将接
受理论课程、医疗急救、伤员转移等
系统化培训。考核通过的成为正式队
员，然后再次复训。

“救援向险而奔、逆向而行，需
要勇气更需要专业。”救援团队组建
之初，队长陈素珍就尤为注重专业技
能，队员培训合格后，会根据每个人
的体能、爱好来安排救援工作。意外
和风险隐藏在每一次救援中，“只有
能力过硬，才能为他人和自己的生命
保驾护航。”

比起本名，陈素珍更习惯别人叫
她的网名“水草”，希望自己“有水
的灵动纯善，更有草的柔韧刚强”。
曾经事业蒸蒸日上的她，没想到后来
会走上救援这条路。汶川地震，成为
陈素珍的人生转折点，那年她44岁。

2008年5月12日，陈素珍正在
旅行途中，宾馆电视里受灾地区瓦砾
遍地、满目疮痍，看着失去父母、哭
得稀里哗啦的孩子，她的泪水止也止
不住。

“与其伤心难过，不如去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陈素珍收拾好行
李，采购了急救药品和食物，更改行
程转道去了四川。

然而，一路上的焦急，在成都市
都江堰的一所小学里，统统变成了前
所未有的无助。没有专业装备，缺乏
救援经验，陈素珍不敢乱踩一步废
墟，也不敢擅自动一块砖土。耳边传
来孩子的呼救声，她难过得蹲在地上
号啕大哭。

“后来，我在灾区照顾伤员，拿出
多年积蓄连同亲友捐赠，为灾区筹集
了物资、药品。尽管做了很多事，但
没能把人救出来，总觉得遗憾和自
责。”陈素珍告诉记者，汶川救援的经
历，深深震撼了她的内心，为此她决
定组建一支专业的民间救援队。

回到厦门后，陈素珍召集志同道
合的朋友，筹备成立救援队。2009
年4月，厦门市思明区蓝天救援队成
立。这支队伍最初只有十几人，经费
不足，救援装备短缺。陈素珍拿出自
己多年做生意攒下的积蓄，买了第一

批救援物资，做了第一次水上救生
演练。

随着救援需求逐渐增加、队伍人
数扩大，2013年厦门市思明区蓝天
救援队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如今已
成长为一支包含山地救援、海上救
援、城市救援和心理救援等多项目的
专业队伍，全省登记在册的成员有
2000余人，志愿者约5000人。目前
福建省内分布各地的蓝天救援队里，
有15支由陈素珍牵头建立。

点亮“生的希望”

“每次救援都关乎生命，由不得
分心。”24小时待命、随时出发，这
是陈素珍14年来的生活状态。在日
晒雨淋的训练中学会了攀岩、潜水、
破拆、医疗急救等技能，每一次救援
任务，她都带头冲在最前面，多次历
经生死考验。

去年，陈素珍带队执行救援任务
超过 260次，最忙的一天出队超过
10次。队员们休息了，她依然紧绷
着神经，随时准备奔赴下一场救援行
动。偶有闲暇，也是在队部收拾
打理。

很多时候，陈素珍在带来生命的
希望时，也被深深感动着。

2015年4月24日，尼泊尔发生
8.1级强烈地震，蓝天救援队远赴国
外营救。余震中，一位村民跑向陈素
珍和队员们，边说边比画地把他们带
到一处狭小的门洞，示意有人被压在

里面。
洞口只够一个身形娇小的人进

去，哪怕队员们极力劝说，可时间就
是生命，陈素珍毅然决定只身营救。
用砖头和板子做好支撑，她一点点爬
了进去，里面漆黑一片、尘土飞扬，
呛得人睁不开眼。几分钟后，陈素珍
摸索到待救人，为其清理面部保证呼
吸顺畅后，她一边拴好绳子抬搬石
头，一边努力向四周推开土砾，扩大
空间方便救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只要再
来一场余震，我也可能被一起埋在废
墟里。”陈素珍至今心有余悸。终
于，空间扩大到能容纳另一名队员，
二人合力把人救了出去。缓缓松了口
气的陈素珍，眼泪几乎溢出眼眶。

被救的是一名中年妇女。数天
后，蓝天救援队圆满完成任务归国之
时，她特意坐着轮椅来送行，对着大家
说了两句话：“感谢中国，感谢蓝天救
援队。”那一刻，陈素珍欣慰且自豪。

2015年，陈素珍还牵头创办蓝
天巾帼志愿服务队，带领女队员们走
进社区，帮助困难孤苦的老人；设立
情感救助站，开展心理疏导；定期开
展相关课程培训，帮助陷入困境的女
性就业、创业，让她们重拾信心。

在拯救具有轻生倾向的女性和青
少年时，陈素珍充分发挥女性优势，
救援和心理疏导并行，为失去亲人的
孩子做心理辅导、关爱照顾多次离家
出走的儿童。

2017年 3月，陈素珍主导成立

福建省蓝天救援防灾减灾中心并担任总
队长，在全省开展防灾、减灾教育培
训。现已形成建立在风险处理及预防基
础上的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涵盖生命
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应急反应
能力提升、灾后恢复和减灾等。

青海玉树地震、云南彝良地震、甘
肃岷县地震、四川芦山地震、福建泰宁
泥石流、河南暴雨洪灾……这些年，在
救援别人生命的同时，陈素珍也找到了
自己生命的意义：“等待救援的人本和
我素不相识，但既然走了救援这条路，
每一条生命都和我息息相关！”

继续全力以赴

去年7月，河南省发生特大洪灾。
陈素珍带领4个梯队90名队员及多种
水域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跨省驰援。

“无法洗澡、满身泥浆、湿衣服贴
在身上……长达12天的救援中，每天
的睡眠时间通常超不过两个小时。”陈
素珍告诉记者，辗转郑州、卫辉、新乡
等地开展救援期间，她和许多队员都累
得晕倒过，但一睁眼，想的还是赶紧救
人，吹响一声又一声充满希望的搜救
哨声。

从河南洪灾救援返回厦门后，陈素
珍没有停歇，立刻加入紧张的疫情防控
工作中。她第一时间组建蓝天救援抗疫
突击队，带领362名队员入驻同安抗疫
最前线；披星戴月进行封控区生活物资
配送；建立药品绿色通道，由专人专车
点对点配送药品；协助医院将康复新生
儿送回父母手中……

2021年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表彰活动在北京举行，在灯光璀
璨、掌声雷动的人民大会堂，陈素珍身
穿救援队服，热泪盈眶。

“14载公益救援路上，我一直坚持
在做一件很平凡、自认为应该去做的
事。往后余生，我会全力以赴，继续带
着队伍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陈素珍坦言，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团队，
属于所有奋战在危难一线的救援队伍。

在洪水、残垣、山野、废墟面前，
“水草”陈素珍坚韧而无畏，与队员们
一起为身陷险境的生命，撑起了一片又
一片“蓝天”。怀揣“人人都能自救、
人人都能做灾难第一响应人”的愿景，
眼下，陈素珍正在福州市马尾区长柄村
规划建设生命安全教育馆，期待着通过
普及自救急救知识，防患于未然，让更
多人珍惜并珍视生命。

守护生命的那片蓝天
——来自“水草”与“蓝天”的爱心故事

本报记者 赵莹莹

4月底以来，北京发生新一轮
新冠肺炎疫情。在大兴区庞各庄镇
常各庄村，得知村里要选派两人参
加核酸检测培训时，41岁的吴兵
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吴
兵失去了右小腿。村干部考虑到核
酸检测人员需要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连续工作，担心吴兵的身体吃
不消，但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回答
得十分坚定：“我行，您放心吧!”

按照统一要求，常各庄村核酸
检测的时间是早上6：00开始，工
作人员要提前1小时到岗，布置好
场地、准备核酸检测的物资。

吴兵经营着一家小超市，清晨
是他最为忙碌的进货时间，平时早
上五六点钟出发。为了不耽误核酸
检测工作，他把进货时间提前到凌
晨4点，保证自己能够按时到岗工
作。超市的日常管理，这段时间也
全都委托给了妻子。

轻轻卸下假肢，小心套上防护
服……因为右腿残疾，吴兵每天总
比其他工作人员更早到达现场，留
出“披甲上阵”的时间。紧接着，
就是重复地消毒、取棉签、采样、
入管，其间双手不能碰触其他物
品，他的两臂需要一直悬空架起，
直到两个小时后换班，才能脱下被
汗水浸湿的防护服，摘下面罩、松
一口气。

“这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的工
作，丁点儿马虎不得。我不怕吃
苦，就想为村里作多点儿贡献。”
吴兵的话听上去云淡风轻，可健全
人尚且不轻松，他所要付出的艰辛
可想而知。

天气越来越热，核酸检测不能
停。防护服里，吴兵戴着假肢的右
腿被捂得红肿发炎，很多时候在夜
晚疼得难以入睡，但他仍然坚守在
一线岗位上，只因“穿上这身防护
服就要担起该有的责任”。

这个责任，吴兵并非第一次担
在肩上。自 2020年以来，为疫情

防控他主动申请到卡口当志愿者，哪
怕身体不便，仍每天奋斗在抗疫一
线，为大家服务。当需要人手在防疫
关卡值班时，他第一时间到岗；当村
里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紧缺时，他
积极寻找口罩酒精、食物蔬菜等物
资。

从事抗疫志愿服务的同时，身为
村里残疾人专管员的吴兵还悉心照料
着60多名身有残障的村民，时常走
访探望、安抚负面情绪、帮办各种琐
事，甚至每天打电话叮嘱他们按时吃
药、吃饭。

“也许是自身有残疾，我更能感
同身受，体会残疾人的心情和需
求。”吴兵回忆说，失去右小腿时自
己正值而立之年，这样的意外犹如晴
天霹雳，“做完手术人清醒后，接受
不了，很绝望。”

躺在病床上，看着身边年迈的父
母，他开始思考往后的人生和身上的
责任，“以后的路还很长，就算失去
一条腿，我也要走下去，把这个家撑
起来。”

康复之后，吴兵戴上假肢，努力
生活，积极工作。原本只有高中学历
的他，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北京农业
职业学院的大专文凭。

为了帮助身边更多残疾人朋友，
吴兵主动联系残联，关注各种残疾人
招聘会。在他看来，一份工作对于残
疾人的意义非同一般，这能够让大家
真正地融入社会、好好生活。

“最初做残疾人专管员的时候，
村里有一位36岁的智力残障者，劳
动能力没有问题，也做过挺多工作，
但最后都被辞退了。”吴兵告诉记
者，了解这一情况后，他积极向残联
反应，得到消息后主动联系招聘单
位。目前，这位残障者在岗工作已超
过两年。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近日，
吴兵入选 2022 年 7 月“北京榜样”，
他表示今后会继续当好志愿者，为村
民服务，“哪怕只有一条腿，也要踮
起脚尖努力触碰阳光”。

“北京榜样”吴兵：

“哪怕一条腿，也要踮起脚尖触碰阳光”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记者 舒迪） 7月15
日，由荷兰菲仕兰联合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主
办、北京市通州区富平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承办的爱心月嫂2022年项
目正式启动。北京主会场和安徽临
泉、贵州习水两地培训现场的分会
场齐聚线上，同步启动项目，实时
联动交流经验。此次活动的主题为

“乡村振兴新篇章，助‘她’力量
在路上”。与会嘉宾共同总结项目
经验，探讨进一步通过乡村振兴和

女性就业精准帮扶，助力农村妇女纾
困增收，改善生活现状。

爱心月嫂项目由荷兰菲仕兰联合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 2016 年发
起，致力为欠发达地区妇女提供家政
及新生儿家庭护理的专业体系培训，
帮助她们掌握母婴护理专业技能，用
勤劳的双手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项目
历经 6年实践和探索，已直接帮扶
28个省的2000余名妇女实现100%
安置就业，上岗后月收入增加 3倍
左右。

菲仕兰爱心月嫂2022年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天津
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日前发起

“2022希望学子圆梦大学”项目，
旨在为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
应届大学新生提供从家门到校门的
学习与生活费资助。

据介绍，“2022希望学子圆梦
大学”项目，聚焦天津困难家庭应
届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计划资助

天津籍的应届大学新生100名，按照
每人 5000 元标准，帮助他们圆梦
大学。

“您的爱心之举将为青春学子插
上梦想的翅膀，扬起希望的风帆。”
为了让帮助的力量更加强劲，天津青
基会发出倡议，希望社会各界和爱心
人士能积极参与，圆寒门学子的求学
之梦。

天津青基会资助经济困难学生

本报讯（记者 陈小艳 王晨
霞） 7月 14日，由青岛市第九批
援藏干部组投资7300万元建设的
西藏首座青少年科学院——日喀则
市青少年科学院正式揭牌 。

日喀则市青少年科学院位于
桑珠孜区江当现代生态产业示范
园，是青岛援藏历史上单体投资
最大的项目。科学院内划分为教
学区、生活区，可同时容纳 600
名学生上课、食宿。来自桑珠孜
区乃至日喀则市的中小学生将在
这里开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

大类课程。
日喀则市青少年科学院内一体建

设了西藏首座少年军校、西藏首座黑
颈鹤保护馆、西藏首座海洋科普馆，
联合周边的西藏首座青稞博物馆、西
藏首座县区级乡村振兴学院、光伏产
业园、现代农业大棚、养殖基地、日
喀则和平机场等，桑珠孜区和青岛援
藏组将在江当现代生态产业示范园内
打造一处功能完备的青少年教育研学
基地。

揭牌仪式上同步启动了日喀则市
中小学生“生态保护主题研学活动”。

日喀则市青少年科学院揭牌

2004年至今，“心目影院”累计放映电影
1051场，受益视障观众达到4.5万余人次。在
这里，视障观众与电影讲述人、助盲志愿者一
起哭过、笑过，相互陪伴、一路成长。

如今，第一个千场已过，这不仅是数量的
累积，更是人心和善意的聚集。“心目影院”为
视障朋友带来无数印象深刻的快乐时光，这
一切的背后，不仅有电影讲述志愿者的倾情
付出，还有很多幕后英雄的努力与奉献。

在这群人中，有一位陪伴了“心目影院”
整整16年的幕后英雄。

2006年，“心目影院”迎来首支志愿者团队
——微软志愿者团队。彼时，王学军作为团队中
的一员，走进了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
在那间挂着“心目影院”牌子的小屋里，他与前
来听志愿者讲电影的视障朋友初次结识。

王学军从小就是个电影迷，留学回国后，
成立了一家电影俱乐部。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
教育学院，他作为志愿者，迎来了自己人生中
的第一次电影讲述。那天，他和“红丹丹”的大
伟老师搭档为视障学生讲述电影《宝贝计划》。

“记得那天好像是周五，我几乎没做任何
准备就开始讲述电影，把很多视障同学都给
讲跑了。后来万幸有大伟老师救场，才使得大
家能够顺利地欣赏电影。”王学军说，人有所
长，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经历过第一次
电影讲述实践之后，他发现给视障观众讲电
影，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准备，自己并不适合这
个“角色”，而是更擅长宣传动员和组织活动。

此后，借助电影俱乐部，王学军帮“红丹
丹”找片源、找导演，请他们到心目影院给视
障观众讲电影。为“红丹丹”筹款筹物，成了他
每年都要完成的绩效指标。

16年间，王学军与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
中心一起举办了很多线下活动，尤其是每年
跨年的广播节目，他总是准时准点雷打不动
地来到现场支持。

有一年，微软公司3月份的新品发布会，

王学军和项目小组共同策划了一个“你点击
我捐助”的活动为“红丹丹”筹款。后来，这笔
钱成就了话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在国家
大剧院上演，所有演员都是视障者。

“11位视障演员来自全国各地，有农民、
按摩医师、药剂师、小卖店主、老师、学生、网
络电台主持人，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67
岁，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聚到一起。”王
学军回忆，公演的那天，他站在台下，内心感
觉自己帮助了很多人，那是做义工多年来最
快乐的时刻。

今年4月20日，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
心举办了一次线上慈善晚会，由王学军一手
操办。虽然以前做了很多公益活动，但这次对

“红丹丹”来说是公益晚会首秀，王学军没有
把筹款放在首位，而是把团队传播影响力作
为首要考量的事情。

整整半年多的时间，一次又一次与第三
方团队、“红丹丹”团队磨合、推进。一个又一
个方案中，王学军为这次慈善晚会的举办投
入了全部的热忱与努力。

晚会当天，最高时超过3000观看人次，尤
其是直播过程中的接力活动，邀请了五个主
播，通过连麦环节带动更多人了解“红丹丹”。

这是“红丹丹”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里程
碑，它不仅带动和影响了几万人通过直播关
注到助盲领域，让社会大众真正“看见”视障
群体，更助力机构找到了社会力量参与公益
发展的新方向。

“每个人到世界上都需要一些使命，对我
来说坚持‘红丹丹’的事业就是我的使命。”王
学军坦言，半年时间筹备得非常辛苦，可喜的
是传播效果和捐赠最终都超过了预期。这是
一次充满挑战和创新的尝试。

“只要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工作上能跟
帮助视障人士相联结的，我都会竭尽所能，下
一个千场仍在继续，温情也会不断延续。”王
学军说。 （樊禹麟）

王学军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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