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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念划破烈焰 守护万家灯火
——记成都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新文路专职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陈刚

◎ 本报记者罗园

编辑 刘旭飞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随着秋收全面展开，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活跃着一支由乡村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帮助农户做好水稻的收割、脱粒，确保颗粒归仓。图为 10
月30日，在庆丰村“稻蟹共养”基地，该村党员志愿者在田间为农户收割水稻。 计海新 摄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10月19日清
晨6点半，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
队新文路专职消防救援站操场上，26名身着蓝
色体能作训服的队员，喊着响亮的口号，踏着
整齐的步伐开始了一天的晨练。跑在队伍最前
面的一个皮肤黝黑、目光坚定、精神抖擞的青
年，便是消防站副站长陈刚。工作14年，陈刚
参与过各类抢险救援上万余次，在无数次火场

“逆行”中，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缘于儿时的梦想

工作14年，陈刚仍记得，小时候通过电视
看到消防员一次次冲进火场救人的画面，既危
险又惊心动魄。彼时，陈刚心中已种下成为一
名消防员的种子。后来，陈刚的哥哥陈鑫也成
为一名消防员。在哥哥的影响下，他更加坚定
了自己的梦想。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正
在四川省消防学校上学的陈刚前往都江堰，为
当时参与消防救援的消防员提供后勤保障服
务。2009 年，陈刚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消防
员。这些年，陈刚历任成都市消防支队新津区
花源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装备技师、战斗班长，
成都市高新区新川路专职消防队分队长，经历
过的救援数不胜数。

陈刚回忆，2013年8月15日，成都市部分
地区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引发山洪泥石流，造
成部分地区房屋倒塌、农田被毁、城区进水，严

重威胁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时任新津
县（现新津区）花源专职消防队班长的他，积极
主动参与救援。8月16日上午8时，永商镇因山
洪引发泥石流需要增援，陈刚和队友不顾疲
惫，继续投入到重灾区，在大雨中坚持救援，搜
救被埋和被困人员。由于持续下雨，急剧上涨
的水位对全体救援人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
救援工作不能停歇。在救援中，他亲自将老人
背到艇上，帮群众搜寻和搬运重要财物。经过
17个多小时的艰苦救援，他和队友们才疏散完
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血与火的较量

今年8月15日凌晨1时许，成都市高新区
晨风村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陈刚立即带领4
辆消防车、16名消防员火速前往处置。到达现场
后，通过侦查发现起火物质为电动自行车燃烧，
情况十分危急。现场浓烟滚滚，大楼入口处已被
大火团团围住，楼内多人被困亟待疏散救援。

“攻坚组人员出水压制火势，掩护搜救组进
入火场搜救”。陈刚下达作战任务，又带领搜救小
组深入火场，在二楼成功救出3人后，得知楼上
还有人员被困。他随即带领搜救小组再次进入火
场，发现一位被困的老人因吸入浓烟，出现呼吸
急促、意识模糊，无法行走。陈刚一边背起老人一
边安抚老人情绪，迅速向疏散通道转移。在将老
人交给医护人员后，没有片刻休整，他再次返回
火场，在高温浓烟中继续搜寻被困人员。他和队

友们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次，经过约30
分钟的搜救，终于将被困人员全部疏散，陈刚紧
张的情绪才稍稍放松。而后他又投入到对电动车
电瓶的冷却当中，当确认电瓶已无安全隐患，此
次火灾被成功处置时，已是凌晨6时许。

陈刚所在的消防救援站不仅承担着灭火救
援重任，还承担着抢险救灾任务。今年7月20日
凌晨3时许，成都市绕城高速永宁服务区约2公
里处，发生车辆追尾事故，有人员被困。陈刚立即
带领两台救援车、9名队员前往处置，到达现场
时，发现三车相撞，中间的大货车由于巨大的惯
性和冲击力撞断路边护栏侧翻在了绿化带里，驾
驶员被困车内。队友黎小刚还记得，在对现场做
好警戒之后，陈刚立刻投入到抢救伤员的任务
中。在对车辆破拆抢救伤员的过程中，由于空间
狭小，他和陈刚只能全程双膝跪地对障碍物进行
破拆。其间，陈刚背部不慎被钢片划伤，但担心临
时更换人员，会影响到救援工作的推进。陈刚忍
着疼痛，在约半小时里跪地坚持着，最终完成了
破拆清理工作，为后期救援开辟出了一条安全的
生命通道，成功将伤员救出。但因长时间双膝跪
地无法站立，陈刚最终在队友的搀扶和帮助下才
撤离了现场。

类似这样的救援陈刚经历过上百次，只要
是急难险重的救援任务，陈刚总是冲锋在前。
在一次次救援中，他用钢铁般的意志从死神手
中救起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说：“每一次警笛
骤响，都是血与火的较量，只要人民群众需要，
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为每一个生命全力以赴

队员郑鑫入职一年，是消防站里的新人。在
他眼中，陈刚在生活中如兄长，工作上如老师。

“每一次晨训跑步，他都比我们跑得多。”
队员魏联合与陈刚相识了十几年，在他的印象
中，陈刚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很严格。“别看他是
个铁汉，却心细如发。”魏联合记得，有一次有
个队员家里出了点事，陈刚去到队员寝室及时
疏导，队员们的情绪他总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这些细致还体现在一次次救援中。

在很多大型车祸救援现场，被困人员的某
些部位被卡住，除了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心
理上的。陈刚总会一边参与救援，一边蹲下来
安抚被困人员。

这些年，在全国因各种事故牺牲了很多消
防员，陈刚坦言：“心情复杂，很痛心，但并没有
害怕。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干，不可能有人牺牲
了，就对这个职业产生怀疑。越是这样越要坚
定往前走，完成那些离开的战友们的心愿。”

闯过火海，挡过洪灾，褪去“救援英雄”的光
环，陈刚坦言自己在生活上也是普通人。“百姓过
节，我们过关。”他告诉记者，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每逢过节是消防救援站最忙的时候。工作以来，他
仅有两年回过甘肃老家陪父母过年。“父母年纪大
了，这些年我对他们有亏欠，但他们一直理解和鼓
励我。”陈刚眼中闪过一丝泪光，却坚定地说，“无
论何时，我们都会为每一个生命全力以赴。”

本报讯（董湘漪）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犬只管理，
有效遏制不文明养犬行为，保障广大市民人身安全和
身体健康，大力营造安全、规范、文明养犬的良好氛围，
自10月25日至12月底，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开
展不文明养犬集中整治行动。

行动期间集中组织开展养犬普查，入户调查了解，
掌握养犬底数，建立工作台账。对不登记、不挂牌的养
犬人书面告知办理程序，对告知后仍不办理的养犬人
依法处罚，从而有效提升养犬免疫率、登记率、挂牌率。
同时，开展多渠道、全方位、立体式的文明养犬宣传教

育活动，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张贴犬只禁入区域标
识、文明养犬宣传标语，不定期开展现场集中宣传活
动。发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等共同开展文明养犬宣
传，并借助媒体平台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和负面典型曝
光，形成正确舆论导向，引导市民自觉遵守《石嘴山市
养犬管理条例》规定。

此外，定期对城区拆迁废墟、老旧小区、餐饮集中
地等流浪犬易聚集区域开展巡查，及时收容流浪无主
犬。对“遛狗不牵绳”“犬粪不清理”等不文明养犬行为，
按照《石嘴山市养犬管理条例》依法劝阻、处罚。

宁夏石嘴山市开展不文明养犬集中整治行动

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青海玛多县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纪实

◎ 肖子树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实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民生导向全力推
进生态建设，以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为引领，
以黄河源头治理为核心，走出一条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相结合的融
合发展之路，切实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

生态兴则民生兴

从海拔4230米的青海玛多县城出发，沿
214国道前往63公里外的玛查理镇野牛沟村，
沿途看到曾经的黑土滩再现新绿，湖泊、湿地
面积持续扩张，黄河源头水源涵养功能不断提
升。野牛沟村因地处海拔4800米的野牛沟北
山脚下而得名，站在国道边，眼前是一排排墙
面淡黄、屋顶描红的彰显民族特色的平房，房
顶上安装着整洁明亮的太阳能板，村庄里水泥
道路纵横，各家各户的院子里都停放着私家
车。“现在生活好了，每家每户都有稳定收入，
家家都有私家车，再也没人借用我的车了。”野

牛沟村原党支部书记卓玛次仁说。
近年来，玛多县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一体化管护的要求，全面落实生态管护“一户
一岗”政策，3142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年人
均增收2.16万元。构建“六位一体”生态保护模
式，组建4个乡镇管护站、27个村级管护队和
190个管护分队，形成“点成线、网成面”的管理
体系，使牧民逐步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管
护者，成为生态保护的“主力军”。通过实施三
江源二期工程、退牧还草、退化草原人工修复、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玛多县累计完成黑土滩治理134万
亩，黑土坡治理5万亩，退化草地改良55万亩，
沙漠化防治99万亩，重点沼泽湿地保护50万
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控5400万亩，在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中，玛多县
位列青海省6个“生态环境质量变好”县之一。

截至目前，扎陵湖、鄂陵湖湖泊面积较历史
最小值明显增大，分别增大74.6平方公里和
117.4平方公里。现县域内湖泊数量由原来的
4077个增加到5849个，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

公里，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56.3%，黄河源头水
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就业稳则民生稳

玛多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持续推动乡村建设、稳岗就业、教
育医疗保障、产业增效等各项工作。“花石峡镇
苦海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预计月底开工，工期
2个月，每天工资280元，玛查理镇争取到20
个名额。”这是玛查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玉
林近日收到的微信通知。

今年以来，玛多县共实施中央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21个，省级财政基础设
施项目9个，东西部协作项目8个，全面推进农村
房屋质量安全提升、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试
点村建设、厕所革命工程、“四好农村路”等乡村
建设配套工程。同时，以灾后恢复重建为契机，全
面提高农村牧区房屋抗震等级和居住质量。

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玛多县通过政府
以工代赈创造就业机会和“户均一岗”计划，强

力推动稳岗就业行动为群众增收。据统计，全
县有劳动力脱贫人口2694人，外出务工2289
人，其中本县内务工2213人，省内县外务工71
人，省外务工 5 人；易地搬迁有劳动力人口
2400人，外出务工 2105人；2023年“雨露计
划”毕业生59名，就业升学55人。同时开展返
贫监测，对纳入监测对象采取分类帮扶措施，
筑牢返贫致贫“防火墙”。有就业机会，优先分
配给各村脱贫户、监测户，让他们通过自己的
辛勤劳动获得报酬增加收入。

此外，玛多县全面贯彻落实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兑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资金。据统计，从
2016年至2022年，全县累计发放草原补助奖励
资金9.17亿元，户均增收23.97万元，人均增收
6.56万元。玛多县还探索开展“社区+市场+政
府”的生态体验模式，组织40名牧民群众参加
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解说培训工作，接待访客
222人次，采购社区服务47.25万元，带动牧民
220人次，人均获利2148元，进一步推动生态保
护、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相结合的融
合发展之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甘肃金昌市：
第二批市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

本报讯（甘文）10月26日，甘肃省金昌市
举行了第二批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
暨集中授牌仪式。

活动现场，金昌市文明办分管领导宣读了
《关于命名金昌市第二批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的决定》，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为甘肃有
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
牌。此外，活动为市科技馆、市文化馆、市博物
馆、市第六小学、镍都开拓者纪念馆、金川区人
民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金川区委党校
培训基地、永昌县红西路军永昌县战役纪念
馆、红西路军大沽政治部旧址9个市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基地进行了集中授牌。

活动要求，挂牌（授牌）的市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基地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理
论与实践贯通起来，积极探索接地气、有活力、
可持续的宣讲模式，引导人民群众坚定理想信
念，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聚焦金昌所需、
群众所盼，统筹运用自身优势资源，做优本职
服务、做实延伸服务、做深志愿服务，加强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
志愿服务活动，着力打造集思想引领、理论宣
传、文化传承等于一体的文明实践基地；要按
照“14536”的工作要求，健全文明实践基地组
织机构和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基地标准化建设
水平；要立足行业特点，不断丰富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内容，打造特色活动品牌，切实用行
动传递文明、用服务传递爱心、用爱心传递温
暖，勇当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践行者和排头
兵，为金昌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近年来，金昌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扣“阵地
拓展+品牌提升+服务延伸”目标任务，进一步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高标准建
成县、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个，乡镇（街
道）实践所18个，村（社区）实践站182个，实
践基地70处，文明实践驿站126个，打造“甘
肃好人”“金昌好人”文明实践品牌工作室8
个，在全省率先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城乡全覆盖。

四川绵阳市：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

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郭若雪）10月27日，四川省绵阳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组织召开2023年绵阳
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座谈会。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的重要论述，总结交流各地各部门在家庭家教
家风方面的先进经验，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推
动全市家庭家教家风工作再上新台阶。

座谈会上，全国、四川省、绵阳市文明家庭
代表，“传承三苏家风 涵育家国情怀”研讨会
征文获奖代表以及有关单位围绕建设文明家
庭、实施科学家教、传承优良家风，深入推进社
会主义家庭文明建设作交流发言，并就下阶段
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据介绍，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长期以来，绵阳统筹谋划、创新探索，通过整合
资源筑牢协同育人“大平台”，创建结合涵养新
时代文明新风，重点融合提升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实效。近年来，绵阳大力整合社会教育资源，
健全社会家庭教育服务体系，立足绵阳市实
际，结合“两弹一星”精神等打造一批内容鲜
活、形式新颖的家教家风、传统文化宣传片、公
益广告等，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协同育人
良好氛围。

创建文明家庭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的重要内容，是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支
撑。据了解，绵阳常态化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
程”，在春节、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
日深入家庭文明建设线上线下主题活动。同
时，将家庭文明建设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
整体规划，与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同部署、同推进，探索新
时代家庭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
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持续开展“文明家庭”

“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典型选树活动，把
教子有方、孝老爱亲、勤俭持家、团结邻里等先
进家庭模范户选出来、树起来，用身边事带动、
感动身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