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清江浦区组织社区居民参加
防空演练，学习防空知识，增强防空意
识，提高安全避险技能。

■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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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昨日，

我市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

上午10时，全市范围内同时拉响防空警报器，悠

长、高亢的防空警报声响彻云霄。在试鸣防空警报的

同时，我市各地同步开展防空袭应急疏散、应急救援演

练和宣传教育等活动。

在清江浦区璟和名城小区，随着模拟的警报声响

起，演练正式开始。指挥员一声令下，参加疏散演练的

人员携幼扶老，按照定人、定位、定路线的要求，迅速有

序将群众疏散到地下人防掩蔽指定区域，待解除警报

声响起后，演练人员有序返回地面，整场演练组织严

密、紧张有序。

在清江浦区北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市民防馆工

作人员向居民宣传国防教育法规和相关急救知识，详

细介绍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事件过程和意义，提醒

大家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号召大家积极参与全民国防

教育活动，增强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八

十二烈士纪念碑巍峨高耸，来自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

局、淮阴区消防救援大队徐溜消防站、淮阴区刘老庄镇

的70多名党员在纪念碑前整齐肃立。随着庄重的《献

花曲》响起，全体人员低头默哀一分钟，深切缅怀为民

族独立、战争胜利而献出年轻生命的82位烈士。此

外，不少市民自发前往市民防馆、张纯如纪念馆等场馆

敬献鲜花，表达对英雄的无限崇敬。

记忆从未褪色，历史仍有回响。我市各中小学通

过开展“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应急疏散演练等形式

多样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同学们纷

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用实际行动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重任。 ■融媒体记者 潘梦洁

铭记历史 珍惜和平
我市各地开展活动

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

本报讯 中秋假期，我市各景点迎来客流小高

峰，不少市民到公园、景区游玩，放松身心。日前，记

者走访里运河文化长廊景区发现，景区内秩序井然，

文明旅游成为大多数游客的共识和行动。

记者看到，景区随处可见公益广告牌，提醒游客

自觉遵守秩序，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游览。不少

游客沿着景区健身步道观光游览，他们拍照打卡，尽

情享受美好的假期生活。景区道路干净整洁，除了景

区工作人员及时清扫垃圾外，大多数游客都能主动做

到垃圾入桶。“趁着中秋假期带孩子来淮安游玩，了解

运河文化。这里环境优美，游客们的举止也很文明，

参观体验非常好。”游客刘先生表示，文明才是最美的

风景，希望大家都能文明出行。

近年来，随着文明旅游观念深入人心，大部分市

民、游客在游玩时都能做到自觉遵守秩序、爱护环境，

践行文明旅游理念，传递文明风尚。

■融媒体记者 张金宇

扫
一
扫

看
视
频

文明出行 风景更美

昨日，我市
天气晴好，在蓝
天白云的映衬
下，主城区分外
秀美。

■通讯员
刘须连

岗巴，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平均海拔4700米。在这里，为维护边境地区
消防安全稳定，守护万家平安，来自淮安消防的援藏干部张家瑜已坚守了1000多
个日日夜夜。

7月17日，“淮安援藏口述史·雪域青春”融媒报道组从拉萨出发，一路向上攀
登，抵达岗巴，去记录茫茫雪山之间闪耀的青春，去感受低温低压低氧环境下热血
的涌动。 ■融媒体报道组 杜勇清 蒋耀 李昱 刘权 王舒 陈大铭 赵启瑞

甘愿“自找苦吃”
升腾“珠峰蓝焰”

“淮安援藏口述史·雪域青春”系列融媒报道

“对面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天如果放

晴，雪山矗立，近在眼前。”

报道组抵达时，张家瑜正带领队友们

走出营门，前往吉汝村调研。一路同行，

张家瑜当起向导，热情地向记者介绍沿途

风土人情：“现在是夏天，这三个月还能见

到一点绿，其余时候路上只能见到白色的

雪和黄色的土。”

车到达吉汝。众人爬上一座小山，极

目远眺。这里视野开阔，道路、水源、牧场

等尽收眼底，别有风貌。张家瑜却无心欣

赏风景，只见他一边察看农牧区村镇道路

人员居住情况，一边和同事商量消防车取

水方法：“这片牧区面积可不小，农牧民居

住集中，却只有一个消防车取水点，一旦

着火，这可是大问题。”

援藏3年，岗巴全县30个行政村，张

家瑜已记不清跑了多少遍。组织灭火培

训、排查消防隐患、进行安全宣讲……虽

然语言不通、文化有差异，但每到一个村，

他总有做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张家瑜

的想法很简单：“来是‘挑担子’的，不抓紧

时间干点实事、留下点东西，说不过去。”

然而，在岗巴，张家瑜留下的“东西”

可不止一点——

推动大队消防装备提档升级；向上争

取财政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成

立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和乡镇消防工作站、

专职消防队；联合水利、住建等部门，在各

乡镇实地勘察调研消防水源建设，解决农

牧区消防水源缺乏问题……一桩桩、一件

件，张家瑜都满腔热情、拼尽全力。

“别人吸氧，指定在休息，他吸氧，多

半在工作。”对张家瑜的拼，消防员白玛罗

培心疼又钦佩，“他不仅教我们灭火救援

技术，还让我们知道什么叫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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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佩张家瑜的不只有岗巴队友。

2021年 8月，张家瑜主动请缨援藏的消

息，曾在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内引发轰

动。“4700多米海拔可不是开玩笑，身体能

适应吗？”队友们好心提醒，张家瑜却格外

坚定：“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灭火救

援都不怕，还在乎那点高原反应？”

心怀豪情，身历艰险。“头痛欲裂、眼

睛充血，整宿整宿睡不着。”岗巴县的氧含

量、气压均只有淮安的一半，高原苦寒、空

气干燥，置身如此极端的环境，张家瑜尽

管做足了“功课”，刚来的时候，还是难以

适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家瑜依然在救

援中冲在第一线。“那是抵达岗巴的第三

天，我在宿舍里吸氧。突然，警铃响了！”

原来，一名游客在一处海拔5200米的河

谷中因高反被困，急待救援。张家瑜拔了

氧气管，本能地迅速出警，可刚登上消防

车，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手脚发麻。

“教导员，没事吧？您刚来没多久，要

不您就别去了。”队友们见状，赶紧拿来氧

气瓶。张家瑜脸色发白，闭着眼摆摆手，

示意队友立即出发。“那一刻，感觉身体到

了极限，但别人等着我们救援，一分钟也

不能耽搁，只想着快点出发。”张家瑜回忆

说。

庆幸的是，路上一直在吸氧，到达事

发地点后，高原反应有所缓解。张家瑜强

撑身体侦察现场，并组织救援。最终，游

客被安全救出。

自那以后，张家瑜的口袋成了小药

袋，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阿咖酚散等随

身携带。“带着它们，高原反应来了也不

怕。”张家瑜笑着说。

青稞、油菜、蓝天、白云，夏日的岗巴

大地虽然气温低，但辽阔牧场，满目生

机。对外地游客而言，这是一幅充满希望

的美丽画卷，但对当地留守老人来说，即

将到来的青稞收割季，却难言轻松。

“儿子出去打工了，把这四五亩青稞

收上来，可难了。”2021年，一位藏族老阿

妈独自对着家里的青稞地发愁。张家瑜

得知情况后，带领“珠峰蓝焰”党员志愿服

务队顶着似火的骄阳过去帮忙。

老阿妈感激不已，端来酥油茶，连声

说：“孩子们辛苦了，辛苦了。”

“没事，咱们人多，年轻力壮。阿妈，

有需要就叫我们。”看着老阿妈淳朴的笑

容，张家瑜和队友们当即许下承诺。

“珠峰蓝焰”党员志愿服务队是张家

瑜进藏后指导成立的。3年来，队员们走

进田间地头、农牧民家里，开展一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让消防蓝焰升腾在雪域高

原。

组队做公益，结对献爱心。乃村的达

旺一家，张家瑜始终牵挂。“小张可是大好

人，不，他是我们的亲人。”达旺告诉报道

组，这些年，张家瑜没少来家里探望，不是

送东西就是来帮忙，真是比儿子还管用。

“您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能做的，一定尽

力。”张家瑜告诉记者，达旺的母亲拉吉是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曾做过很多好事善

事。“人家拥护我们，我们理应爱护他们。”

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赴西藏工作，

曾在岗巴奋战了3年。40多年后，站在同

样的地点，张家瑜特意买了一本《孔繁森

日记》，对里面的一句话感同身受：“一个

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

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消防卫士”事无巨细

●“生死救援”争分夺秒

●“珠峰蓝焰”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