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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李隆

本报记者 刘春兰 陈 思 王 红 文 杨光 图

66
责编 张学臣 编辑 刘锋 校对 禹华2012年11月7日 星期三

“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重新选择
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我还会做消防兵”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谈及梦想，李隆说，我最想做的一
件事，就是能完完全全放松下来，美美
睡上一个好觉。

听到这个“梦想”，记者起初颇为
诧异，可看着他眼睛里显而易见的血
丝，不觉让人心头微酸。

是啊，这对普通人来说，睡上一个
好觉，太简单。可对于 24小时值守在
消防部队的李隆来说，这个微小的愿
望，却如此宝贵。

17 年来，从普通一兵，到班长、中
队长、甚至大队长，他几乎日日夜夜泡
在消防队。而在这里，尖锐刺耳的出
警电铃，随时可能响起。出发，永远可
能就在下一秒。

按照规定，在消防部队，消防兵在
警铃拉响后，从换装到消防车开出大
门，夏天是 45秒完成，而冬天，也要求
在60秒内完成。

正是那种随时随地的警惕早已深
入骨髓，李隆即使睡着，神经也永远是
绷紧的。

记忆里，自己最忙的时候，是在中
队，一个人，管理着 20台车、30多名消
防官兵，忙得几乎昼夜不分。

李隆说，那时候，我的房间就在值
班室隔壁。夜里不管几点，只要是报
警电话一响，接线员拿起电话，我这边
就已经条件反射弹下床、其实脑子还
在睡着，可身体就已经行动。常常是
隔壁的电话还没接完，人还闭着眼睛，
我就已经全身披挂整齐，坐在床沿，等
着出发的警铃响起。

由于对时间要求的严格，在消防
队待过的人无论穿衣、吃饭、上厕所都
要比常人快上许多。高强度的训练和
一些危险化学品场所的抢险救援，使
得胃病、关节病、呼吸道疾病和皮肤病
成了消防兵的职业病。

如果说这些职业病还是一般人能
猜想到的话，让记者怎么也想不到的
是，这些看上去十分壮实的消防兵，竟
然十有八九心律不齐。他们说，这是
多年来听警铃落下的病根。

常年的摸爬滚打，常年在危险环
境中高强度地工作，这些职业病李隆
不但毫无例外，一个不少，他还有“强
迫症”。

因为常年泡在部队，李隆一年都
难得能陪妻女逛一次商场、或者去趟
公园。每次和家人出门，无论是进商
场还是逛公园，他眼里看到的就只剩
消防设施了，什么消火栓位置在哪、什
么消防通道是不是足够畅通、万一遭
遇意外该如何疏散……久而久之，家
人从郁闷无奈到习以为常。

在李隆的床头，常年放着一枚特
大号电池。只有家人才会知道，李隆
是因为腰椎病痛，每晚只能把电池垫
在身下才能入眠。

这么硬的东西，硌在腰下不疼
么？看着记者惊异的表情，李隆笑称，
这可是我自创的疗法，以疼止疼，有
效！

李隆对自己苛刻，欠亲人的，却更
多更多……

妻子说：“2003 年结婚，李隆头天
晚上才匆匆赶回家，说是有一星期假，
我说想去青岛度蜜月，看大海，他答应
了。可结婚第三天，他却吞吞吐吐地
说‘有紧急情况，得赶回去！’原来，他
根本就没请婚假！”

妻子怀孕 5 个月时，公公生病，
婆婆出车祸，半身不能动。妻子瞒
着他，拖着沉重的身子洗衣服做
饭，伺候公公婆婆。直到孩子出
世，李隆才回来，但孩子生下来第
二天，他就又走了。从女儿出生到
三岁，她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时间还
不超过一个月。

如今，女儿小学 4 年级了，可李隆
最多也要半个月才能回家见孩子一
面。亲情的牵挂，常常只是依靠那细
细的电话线，女儿干脆叫爸爸为“电话
爸爸”。

谈起家人，李隆满满都是愧疚，可
他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对父母、妻
子我亏欠他们很多，但我是军人，我只
能这样。”

谈起幸福，李隆说：“曾经无数次
跟死神握手，我还能平平安安地享受
阳光，踏踏实实干着自己真心热爱的
职业，我知足，我是幸福的。”

谈起未来，李隆毫不犹豫：“即使
从头再来，我仍然选择消防兵，不同的
是，我会比现在干得更好，更出色！”

18岁，他揣着青春的热血和梦想，一头闯进了消防部队。

17年，为了他人的生命与安危，他终日与死神赛跑，与绝境抗争。

35岁，他依旧戎装在身，但胸中的热血和梦想越发滚烫，无论刀山火海，地震

废墟；无论洪水滔天，冰雪严寒，只要有灾难，他始终冲在救援最前线。

他，是血与火中淬出的真心英雄；他，是感动中国的“烈火金刚”。

初见李隆，一瞬间，心底几乎有一点失望。
在秋日明亮通透的阳光下，他显得太平凡。
眼前的他，中等身材，脸庞黝黑、神情冷淡，

甚至连伸出的手，也不如想象中的有力。
“能不能别采访我，我就是个普通的消防兵，

跟其他人没两样，没啥特殊！”没有寒暄、没有客
套，还没等记者落座，李隆先开口了。

拒绝，显而易见，一片尴尬。
“当初为什么会选消防兵，谁都知道干这个

危险？”记者干脆单刀直入，直接抛出问题。李隆
回答简单之极：“没想法，就是想当兵！”这个答
案，近乎于没有回答。

“干这行，整天都是跟火灾、事故、血腥打交
道，你就没怕过？家里人就那么放心？”他回答：

“消防兵就是干这个，害怕，习惯就不会怕。”
“全国消防部队最高奖项，你2006年就拿了，

还不止一次，就没想过‘功成身退’？”
李隆的语调依然没有起伏：“获奖都是过去

的事儿，眼下，我还是个兵。”
眼前的这个人，太平静，太冷淡，似乎说的都

是旁人的事。
他，真的就是那个传说中感动中国的热血汉

子？不甘心，记者继续寻找着答案。
在郑州市消防支队“英雄榜”上，记者找到了

李隆的个人资料。
虽然，他不肯说。但是，翻开他的履历，文字

无声。英雄，货真价实。
1995年，刚刚18岁的李隆从开封参军来到郑

州市消防支队，圆了自己的橄榄梦。
在消防部队，行内人提起特勤大队，都知道

这支队伍不一般，承担的是各类突发灾害事故中
最为重要的急、难、险、重任务，号称“敢死队”。

新兵训练一结束，李隆就主动要求到这支
“尖刀”部队。在特勤大队，虽然李隆是新兵，按
规定出大火场时不能进入“主战场”，可每次他都

“摩拳擦掌”，急着往前冲。
1996 年 5 月的一个深夜，位于 107 国道的一

纸箱厂发生特大火灾，李隆主动请战，领导特批
他进入了第二道防线。

回忆的闸门开始松动，李隆的眼睛里渐渐闪
出神采。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晚第一次上火场的
情形。炽热的火焰、空气中弥漫着焦煳的气味、
电线在火场中烧得噼啪作响，飘浮的灰烬在周身
上下翻飞。”

第一次也不害怕么？记者问。李隆略略停
顿：“若说一点都不怕，那是假话。只有上过救援
现场的人才明白，当你真的置身其中，一切都刻
不容缓，机会稍纵即逝，害怕瞬间就会丢在脑后，
因为面对危险，你根本没有时间畏惧。”

就这样，有了第一次火场作战经历，李隆飞
速成长。从普通一兵，到特勤大队“指挥官”，不
管是什么样的灾害和抢险救援，他都永远冲锋在
前。

当战士，领导说他是个好兵。勤快，不畏艰
险。执着，坚韧不拔。

当班长，战士们说他是榜样，遇到险情总当
先锋打头阵；他熟记每种抢险救援装备的技术性
能和技术参数，闭着眼睛都能玩转“十八般兵
器”。

当队长，他要求高、带兵严，战士们“怕”他更
敬他。

入伍 17 年，火灾、地震、洪水、剧毒、交通事
故、化工抢险、高空救援……他几乎经历了所有
类型的抢险救援，先后参加各类救援抢险战斗
3100多次，分别从火场、水中、井下、高空、废墟抢
救群众近千人。

一次次成功抢险救援后，李隆有了一个绰号
——“敢死队长”！

17年警营生涯，17年军功闪烁。他先后荣立
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他是全
国公安消防部队“灭火救援尖兵”；是“全国抗震
救灾模范”；是全国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是
2008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火场、废墟，有多少次出生入死，他就有多
少次不离不弃。他用希望扩展希望，用生命激活
生命。”这是2008年感动中国授予李隆的颁奖词。

可是他只是说，我是消防兵，救人是我分内
的事儿！

“危难时刻，我们不冲谁冲？”
“刀，刀，我要切菜的刀！”……当时光回溯到

2008年，正是李隆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救援现场
嘶哑的呼喊，让亿万观众通过电视认识了这位正
在救人的郑州消防战士。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当晚，
李隆和 32名战友一起奔赴前线。经过 26小时跋
涉，李隆和战友们到达重灾区什邡市。

进入现场，生命探测仪侦检发现：一栋倒下
一半的６层宿舍楼一楼有生命信息。“我先上！”
李隆第一个站出来，带着小战士夏竞冲进废墟
里，趴在地上，用铁锤一点点敲砸楼板。

40 分钟后，被困女孩的左腿刚拉出来，一次
大的余震来了，沙子、水泥直往下掉。

“余震很大，别动！兄弟，哥把你带出来，如
果有意外，对不起你父母呀，但我们是军人，别无
选择！”同时趴在地上的李隆歉疚地看着夏竞。

伴着不断的强烈余震，救援争分夺秒。随着

时间的流逝，深埋废墟之下的生命体征越来越
弱，搜救难度越来越大。

“72 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不是我们最后的
底线！只要生命有哪怕一丝微弱的迹象，我们就
要努力让它绽放出光芒！”李隆给连续几天睡眠
严重不足、体力极度透支的战友们注入“兴奋
剂”。

16 日 11 时 45 分许，战士发现废墟下传出一
声极为微弱的呼救声。

“我上！”李隆推开其他战士，毅然钻进狭缝
中，一点一点地刨开倒塌的砖墙，一块一块地撬
掉混凝土块，一根一根地剪断钢筋……狭小的空
间无法使用铁铲，他就用手一捧一捧往外掏，指
尖渗出的鲜血和碎屑混在一起……

10个小时后，李隆和战友终于在废墟下救出
了被困人员李青松。其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余震，李隆对每一次撤离的警戒哨声，都置若罔
闻。

听说“女工卞刚芬也被困其中”，已经疲
惫到极点的李隆和战友们没有停息，立即展开
营救。

“你们已经尽力了，就这我们已经感激不尽
了，不能再冒险了，别把战士们的命再搭上。”看
到现场危险情况，卞刚芬的哥哥哭劝着。

当看到废墟旁卞刚芬 11 岁的女儿手里紧紧
攥着妈妈的相片，哭喊着“妈妈！妈妈！”时，李隆
毅然说：“不能！决不能放弃！只要有0.01％的希
望，我们就要让它变为现实！不能让女儿眼睁睁
看着妈妈离她而去！”

于是，李隆带领队员爬进楼板缝隙里，对直
径达 50 厘米的钢混构造柱及建筑坍塌物实施破
拆。缝隙里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就用螺纹钢
制作一个钢钎，用手扶着，洞外的战士抡大锤
砸。一锤下去，震得李隆眼冒金星，手指鲜血直
流，可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抓紧了钢钎，大声喊道：

“砸！”
17个小时后，李隆和队友们终于硬生生在废

墟深处挖出一条深达７米的“生命通道”。李隆
的手终于和卞刚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但压着卞刚芬的门板死死卡住了她的身体，
不时发生的余震，让救生通道和卞刚芬上方的楼
板正在一点点下沉。

这时，已经绝望的卞刚芬低声对李隆说：“你
们走吧，不要救我了，求你们了！”“要死咱俩死在
一块儿！要活咱俩一块儿出去！不要放弃，我就
在你身边。”李隆坚定地劝慰着。

“要不，把我的腿锯了吧。”卞刚芬要求。“你
要挺住，不能轻易放弃这条腿！”李隆一边鼓励着
卞刚芬，一边大声吆喝着：“刀，刀，我要切菜的
刀！”

菜刀拿来了，李隆挥刀一小时，硬是将门板
一点一点砍开。18时10分，被埋124小时的卞刚
芬成功获救！

在抗震救灾的10多个日日夜夜里，李隆和战
友们，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废墟下先后挖出
57名遇难遇险群众，其中5人生还，一次又一次创
造了生命的奇迹。

人们说，他在废墟里与死神搏斗，绝地助人
求生；用忠诚和果敢书写了消防官兵的壮丽人
生。

可李隆说：“我们是老百姓养的子弟兵，不管
是大灾难还是小灾难，有危险，我们不冲谁冲!”

随着记忆的闸门渐渐敞开，李隆开
始一点点卸下冷淡的面具。

他说，入伍选择消防兵，是误打误
撞。

事实上，对于一名消防队员来说，
救灾是亲历悲惨或生命湮灭的必然经
历。

起初，几乎每天都面对血腥与灾难
的场景，李隆常常几天吃不下饭，睡不
好觉，睁眼闭眼都是死亡、悲痛。那时，
他曾经怀疑过自己选择的职业。

一次，从一个爆炸导致的火灾现
场，抬出 3 具烧成炭状的尸体，死者亲
属呼天抢地的情景令人心碎。 那一
刻，生者痛彻心肺的嘶喊，让他彻夜难
眠。

李隆说，就从那时起，我突然明白
消防兵的职责所在。灾难如此残酷，死
亡或许只是瞬间，可伤痛却是扎在生者
心头一把无形尖刀，永远无法消除。面
对灾难，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救援时，
拼命些、再拼命些！

既然是和死神赛跑，哪怕多抢一
秒、也就可能多了一分生机。李隆深
知，要干好特勤，不仅要有一腔热情，还
要有过硬本领。

为迅速提高业务技能水平，他先后
自学了《化学灾害事故处置》等大量专业
书籍，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协助
编写了《消防特勤业务训练》、《高空救助
要则》、《竖井救人要则》等业务资料，解
决了特勤战斗编程操作缺失难题。

为了搞清说明书未经翻译或翻译
不全的进口装备机理，他利用节假日到
附近大学向老师和学生虚心求教。经
过一年的努力，队里配备的近千种器材
和各种车辆，他样样拿得起、讲得清、用
得熟、教得精，成了特勤大队官兵中有

口皆碑的“器材通”。
李隆经常对战友们说：“我们消防

官兵不仅是在灭火，在抢救财产，更重
要的是减少群众受伤，不再看到百姓哭
泣的眼睛，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3 年 10 月，兰考县境内黄河生
产堤决口，滩区16个村庄1.8万群众被
洪水围困！李隆受命带“消防抢险救援
突击队”，驾驶5艘冲锋舟，运送受困群
众。一天，大雨滂沱，水面风大浪急，冲
锋舟搁浅，他第一个跳下去，清理缠绕
在螺旋桨上的电线、渔网，用手拨开水
面上游动的蛇群，推船前行。24 天时
间里，李隆带领的突击队救送人员 342
人，运送物资12吨。

2004 年 1 月 13 日下午，郾城县境
内一载有 49 吨氯气的槽车倾翻水沟，
大量剧毒气体泄漏，数万群众生命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李隆带领由 7 名特勤
官兵组成的抢险堵漏小组，长途奔赴灾
害现场后，他毅然跳上摇晃不定的简易
工作台，连续奋战 8 个小时，将泄露处
一一堵上。而他却因中毒，四肢、手脚
都没有了血色。

2004 年 5 月 5 日，陈寨冷库发生蒜
薹货架倒塌事故，34 名被埋压农民工
生命危在旦夕！接指令带领中队全体
官兵赶到现场的李隆，第一个冲进冷
库。连续奋战 15 个小时，李隆成功扒
出 11 名农民工，而他全身都是伤痕和
血迹，三天后还拿不动筷子！

……
这么苦、这么险的工作，你咋就能

一干 17 年？李隆坦言：“是目光，支持
我干下去的，是每一次在救援现场，百
姓们投向我们身上那种信任、期盼、感
谢的眼神，那目光让我真真切切感到，
我是在干一份神圣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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