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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站里的别样新春

□ 本报记者 刘欣

　　

　　大门内，消防员正在寒风中紧张有序地

训练；大门外，路过的市民忍不住向里张望，

眼中满是对消防员的敬意。这是记者春节前

夕在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消防救援大队采

访时看到的场景。

　　有警必出，闻警即动。记者在川汇区消

防救援大队了解到，为确保居民群众安全过

节，春节期间，他们在关帝庙片区、周口野生

动物世界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设置前置备

勤力量，安排消防员全天候在现场执勤，确

保能第一时间处置突发事件。

　　随后，记者来到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区。

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区依托关帝庙景区建成，

是集文化旅游、餐饮美食、民俗体验等多种

业态于一体的特色商业街区。

　　“这里人员较为密集，给我们的消防管

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川汇区消防救援大

队工作人员侯梦华说，“为提升消防安全治

理水平，我们采取了优化末端治理、强化联

防联动、深化智慧消防等举措，开展了多业

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并在关帝庙民俗博物馆以及沿街门店设

置了智能烟感火灾探测器，通过成立三义社

区微型消防站等措施，发挥了‘灭早、灭小、

灭初期’的实战效能。”

　　在三义社区微型消防站门口，记者看到

有小朋友在和消防车合影，参观消防车和器

材装备。消防员热心地向小朋友讲解了一些

基础消防小常识，同时向家长宣传消防安全

知识。

　　侯梦华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在关帝庙

片区设置的前置执勤点，派驻了一辆消防

车、3名消防员在现场值守，不间断开展巡

查检查，同时向周边商铺业主以及游客提

示消防安全事项，检查商铺内的消防安全

器材是否按要求配备、是否完整好用，并向

商家、群众介绍消防设施的操作使用方法。

之后会根据人流量情况增加消防车和消防

员数量。

　　春节，是阖家欢聚的温馨时刻。除了在

人流量较大的场所设置前置备勤力量外，

春节期间周口市会开展诸多活动确保市民

安全过节。据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

长马长伟介绍，春节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队

伍强化值班备勤，全市119指挥中心将开放

全部接警席位；同时，制定春节期间监督指

导计划，落实“每日一查”、蹲点驻守和巡防

巡查等措施。持续加大消防宣传力度，组织

全市14个宣传工作站对外开放，在各类新

闻媒体播放消防公益广告，陆续推送“迎新

春”消防科普系列图文、短视频和网络直

播，在高层建筑、交通枢纽开展“亮屏、亮

彩”宣传。

　　在确保消防安全的背后，离不开无数消

防员的默默坚守和奉献。川汇区消防救援大

队大队长李阳就是其中一员。采访期间，记

者看到他紧赶慢赶回单位安排工作，随后又

出发去完成下个任务。在春节这种节假日，

他更是以身作则，坚守在一线，舍小家为

大家。

　　“今年春节我还会坚守在岗位。”李阳告

诉记者，这是他连续第15年在春节期间值

班。每到春节，是火灾隐患高发期，尽管自己

家离大队不超过5公里，但是他依然选择与

队员们一起坚守。今年，李阳肩负起从除夕

到初三带队值班的重任，与家人只能依靠电

话互道祝福。

　　人潮涌动的商场、人流如织的景点、人

来人往的庙会……在新春佳节的热闹氛围

里，在那片祥和与安乐背后，是消防员们默

默守护着万家灯火，用“火焰蓝”绘就新春平

安画卷。

“火焰蓝”绘就新春平安画卷

　　“春节期间，人流量增加，我们仍需要时

刻保持警惕，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虽然不

能与家人团聚，但能守护万家灯火，是我们消

防员的责任和荣耀。”采访期间，一名消防员

的话让我印象深刻。

　　这些消防员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坚守、

无私奉献。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将对家人的牵

挂深藏心底，把守护平安的责任扛在肩头，平

凡而伟大。

□ 本报记者 张淑秋 

　　岁末年初，拥有千年历史的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古城早

早地就换上了喜庆的新装。银城百艺秀、古城灯会、年货节

等活动盛大启动，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前往，大家看表演、

吃糖画、赏灯会、购年货，热热闹闹地开启“过年模式”。

　　每一年，消防员都以另一种方式准备他们的“过年”。近

日，在同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大同消防救援站，记者采访了正

在节日里坚守岗位的消防员们。

　　大同消防救援站位于同安区环城北路，承担着大同、祥

平、祥和等7个镇街的灭火救援任务，是全市辖区面积最大

的消防救援站，2024年全年接处警800多起。

　　陈旭，是大同消防救援站站长。今年，是他在大同消

防救援站任职的第4年，也是他加入消防救援队伍的第24

年，身经百战的他在火场上沉稳指挥，是队员们的主

心骨。

　　节前，他带领队员深入辖区商圈，对消防设施、疏散通

道等进行检查，并开展灭火救援演练。

　　“我们辖区接处的警情类型复杂，每到春节前后，接到

最多的是居民楼火灾和杂草起火，很多市民会燃放烟花爆

竹，遗留的火种极易引发火灾。”陈旭介绍道。作为厦门市

“辖区最大、管得最宽”的消防救援站，每到春节，让老百姓

过好年，是他们最大的责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所以，

他们的训练并没有因为过年而松懈。

　　肖陶，加入大同消防救援站18年，算得上是站里的“元

老”。训练时，他把自己的经验技能倾囊相授，言传身教。肖

陶说：“居民在家过年，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稍有不慎就可

能引发火灾，所以我们一定要绷紧这根弦，把每一次训练都

当作一次实战，把每个环节都做到位。”

　　厦门的高山主要分布在同安境内，大同消防站的山岳

救援专业队也因此常接处到山岳救援的警情。为贴近实战，

他们走出营区，将训练场地设置在梅山寺的一处山崖。“00

后”的沈涵是山岳救援专业队的一员，加入消防救援队伍4

年的他虽然年轻，但却是救援队的主力。他熟练操作，携带

救援装备下落至十余米的山崖下，与队友默契配合，顺利将

“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尽管执勤备战任务繁重，但作为站里的“大家长”，陈旭

也操心着队员能好好过个年。

　　“春节大家都在团圆，但我们需要执勤备战，不能回家，

所以我们就安排队员们在春节前后轮流休假，提前或者延

后回家看看。”陈旭说。

　　而在队里过年，同样也需要陈旭操持。休息时，他安排

大家一起包饺子。大家围坐一圈，饺子刚一出锅，就有人迫

不及待地先要“尝尝味”。有的消防员还秀出自己的厨艺，整

个食堂里欢声笑语不断。

　　对于除夕的安排，陈旭喊来几个班骨干一同商量，准备

搞一些文体活动。

　　肖陶是其中的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自己第一次在消防

站过年都是跟着班长们的安排，排练节目、搞文体活动。如

今，他从一个参与者变成组织者，也想着能搞点有意思的活

动与队友们一起玩，他说：“希望能通过这些活动让队友们

感到开心，释放过去一年的压力。”

　　通过手机视频，消防员向家人传递真挚的祝福：“祝你

们新的一年平安健康，万事如意。”“你们要平平安安的，我

在外面也会注意安全。”“希望你们能开心地过好每一

天”……祝福虽然简单，但却满载着他们内心最深沉的牵挂

与期盼。

  新春佳节期间，是消防员最忙的时候。在繁华热闹街市，他们深入商铺摊点动态巡查，仔细排查火

灾隐患，守护着每一处热闹背后的安全。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万家灯火通明之时，对全国每个在岗的消

防员来说，不仅是时间的更迭，更是责任与使命的再次启程。

　　守护，是他们过年的主题；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图为2月2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大同消防救援站站长陈旭（右）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通讯员 余艺娟 摄  

  图为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侯梦华（左二）在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区

向商户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正确使用方式，记者（左一）在现场采访。

本报通讯员 邓硕宇 摄  

  图为玉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卓振才（左）向记者介绍山地犬的习性。

 本报通讯员 蒋崇楷 摄  

□ 本报见习记者 郑淳心

□ 本报记者     赵  颖

□ 本报通讯员   刘俊辰

　　

　　1月22日，正值北方小年，北京街头年味

渐浓。

　　北京首都机场T2航站楼大厅内人流如

织。1 5时55分，由西雅图飞往北京的海航

HU496刚刚落地。此时，在航站楼入境口岸，

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六大队的执

勤组已提前就位。

　　执勤六大队国门女警执勤组副组长陈

旭告诉记者，从上岗的第一天起，师傅就叮

嘱她，要时刻准备以高效专业的态度迎接每

一位旅客，既要守护国门的安全与尊严，也

要努力提供温馨贴心的服务。

　　来自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六大队的杜希

铭，早早站在“特别通道”前等待旅客们的到

来。“特别通道”专门为老人、儿童、残障人士

等设置，方便他们更快捷地通过。看到一家

人推着儿童车走到入境检查点，杜希铭连忙

走上前去，微笑着指引他们走“特别通道”

通过。

　　执勤途中，有旅客向杜希铭寻求帮助，

她始终耐心细致地逐一解答。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执勤六大队的民警可以说各个“身

怀绝技”，共精通二十多门外语，可以随时随

地与外国旅客进行无障碍交流。

　　为了顺应时代发展，更好地为旅客们提

供出行服务，工作之余，杜希铭还将自己的

播音爱好与工作相融合，作为“主播”出镜在

北京边检总站的微信视频号上，为旅客们送

上贴心实用的出行贴士和法律法规宣讲。

　　在杜希铭的身旁，还有一位名副其实的

“老兵”——— 北京边检总站六大队执勤二队

教导员崔玉建，他同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从1998年进入首都机场工作至今，这位老

民警已经坚守岗位二十余年，从青丝到白

发，他在日复一日川流不息的机场边检工作

中，见证了时代的脉动与发展。

　　“看到这些年轻人，我就仿佛看到了当

年的自己。”崔玉建感慨道。他回忆说，自己

当年刚参加执勤时，边检工作还都是靠人工

完成的。“一本本护照，我们都是用眼睛仔仔

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如今，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边检工作

模式也迎来了全新变革。但不变的是，一代

代民警对于岗位的坚守和工作的热忱。

　　这份工作要求24小时都要有人在岗，所

以在北京边检总站民警的眼中，没有“节假

日”的概念。杜希铭告诉记者，自己参加工作

4年，也4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每年的春节，都

是和六大队的战友们一起度过。

　　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六大队政委贡海潮

告诉记者，春节假期期间，为积极应对出入

境高峰，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北京边检总站

备足执勤警力，开足查验通道，全力确保出

入境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不知不觉间，窗外已华灯初上。机场大厅

内，人们思乡的脚步也越走越快。年，更近了。

时光流转中，北京边检总站的民警们用自己的

坚守与奉献，书写着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

　　国门之下，“警”色如画。

　　在采访中，作为国门的守护者，北京边检

总站的民警们身上所传递出的那种温柔又坚

定的力量，让记者颇为动容。

　　一天的采访结束，已是夕阳西下。而机场

航站楼内，依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远远望

去，民警们的身影在光影交错中仍在奔忙不

息。他们的青春，在国门下熠熠生辉。他们的

故事，还将在这里继续书写……

国门之下 “警”色如画

  图为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六大队民警杜希

铭（中）正在为旅客提供帮助。

本报通讯员 刘俊辰 摄  

□ 本报记者 朱雨晨 马艳

　　1月23日上午10时，《法治日报》记者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远远地就听到一阵阵警犬的吠叫声。曾经活跃在山

间地头的广西山地犬，一跃成为玉林警犬新力量，自2023年8月投入使用

以来，已在实战中创下了十多项“战绩”。

　　“玉林山多林密，我们一直在寻找更适合本地环境和警务需求的警犬

力量，广西山地犬独特的身体素质和狩猎本能，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的潜

力。”在犬舍前，玉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卓振才告诉记者，

2023年年初，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统一部署下，玉林市公安局率先成

立了以分管副局长为组长的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广西山地犬警用项目研

究工作。如今，全市已有20只山地警犬投入使用。

　　说话间，两名训导员带着他们的山地警犬从犬舍中走了出来，其中一

只山地犬在训导员刚一松手后，就直奔记者而来，后腿直立着把两只前爪

搭在记者的左腿上。另一只名叫“小布丁”的警犬则显得很文静，在记者试

图给它拍照时，它迅速躲到了训导员罗飞亮的身后。罗飞亮蹲下身，轻轻

地拍它的背，安慰着它。

　　平时文静又腼腆的“小布丁”，工作时却是一员“猛将”。2023年8月，山

地警犬第一次接到出警任务，协助搜捕一名特大命案犯罪嫌疑人，“小布

丁”和另外两只山地警犬领命出警，在暴雨中搜寻了1个多小时，一直追踪

到水库边没了踪迹才罢休，训导员及时汇报了此线索。最终，侦查员在水

库中找到了嫌疑人尸体，嫌疑人系作案后自杀身亡。

　　“山地警犬的作战能力很强，往往人都累趴下了，它们还很兴奋，还能

一直跑。”罗飞亮告诉记者，山地警犬体能好、耐力强，能持续作战，而且不

怕中暑。

　　“小布丁”是2023年首批晋级为玉林警犬新力量的8只山地犬之一，入

警以来，已有3次亮眼“战绩”，仅次于同一批晋级的山地警犬“安迪”。

　　当天下午，记者专程从市里赶到容县公安局警犬中队，在犬舍中见到

了“战绩”最多、同样文静的“安迪”。和“小布丁”略为不同的是，在面对镜

头时，“安迪”不躲不闪，显得很是沉稳。

　　辅警卢锰是“安迪”的训导员，平时不善言辞的他，说起“安迪”时滔滔

不绝。“‘安迪’带给我很多惊喜。第一次出警协助搜寻失踪老人，它只花了

5分钟就找到了。后来它又3次出警找到破案线索，还有一次出警，只花了

20分钟就找回了走失24小时的老人。”

　　“说实话，刚开始带‘安迪’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卢锰告诉记者，在训

练时，训导员发现山地犬独立性很强，进口警犬的那一套训练方法对它们

几乎无效，“后来我们试着和它们玩搜索游戏，在游戏中训练它们。”

　　成绩是检验训练效果的唯一标准。自2023年8月广西山地犬作为玉林

市警犬新力量正式投入实战以来，已出警45次。玉林由此成为开展广西山

地犬警用项目研究最早、实战成绩最多的地市。

　　“从目前的研究看，广西山地犬在高温高湿度地区完成搜索任务具有明

显优势，具有推广意义。”卓振才介绍说，由曾深耕警犬领域多年的玉林市公

安局巡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刘鑫牵头，目前玉林市公安局已成立山地犬装备

研发工作室及“山地犬+无人机”合训工作室，拟进一步开展广西山地犬警用

项目的研究、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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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林地处山区，山多林密，老人、小孩容易在山林中走失。玉林市公安局因地制宜创新警

务实践，率先开展广西山地犬警用项目研究，边训练、边使用，在实战中交出了一份亮眼答

卷，既实实在在服务了当地群众，也为广西山地犬的推广应用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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