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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一个寒冬，在望城县街头一个很

不起眼的平房前，挂上了一块门牌，上面写着6

个字：望城县消防股。

这就是望城消防大队的前身。

张保初是望城历史上第一任消防股长。

说是消防股，其实就3个人。当时的望城县

有19个乡镇，方圆几百里，交通不发达。“灭火基

本靠桶，宣传基本靠嘴，检查基本靠腿……”这个

顺口溜就是那个时候的真实写照。

“我是党员，做不好老百姓的工作，我就不当

这个消防股长！”张保初立下军令状。

在农村长大的张保初对群众有一种天然的

同情，每次救援后，如果发现受灾群众特别困难，

张保初总是把自己并不充裕的干粮分给他们，默

默地留下几张粮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温暖受

灾群众的心。

1984年正月初一，大雪纷飞，北风呼啸，人

们都沉浸在春节团圆的气氛之中。望城县光荣

院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饭菜，

老人们围坐在餐桌旁边，没有人动一下筷子，眼

睛都望着紧闭的大门，像是在等着最最重要的

亲人。

天色渐渐阴暗下去，饭菜也凉了。

有人叹口气说：“这么晚了，他不会来了。”

有位大爷信心满满地说：“会来的，他一定会

来的，这么多年来，他年年都来陪我们过春节，陪

我们吃饭。”

忽然，门开了，一个人身上披着雪花冲了进

来。来人正是张保初。

一屋子的老人齐刷刷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

一句话。

张保初看着老人们说：“对不起，单位有事耽

搁了一会，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

老人们拉着他坐下，用手去暖和着他的手，

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张保初退休了，接他班的是王维。

说到王维，有个“哑巴”老人开口说话的

故事。

1985年4月13日，春寒料峭，人们还穿着厚

厚的棉衣。王维从外面办事回来，县公安局门

口，有一位老人衣衫单薄，瑟瑟发抖。

王维走过去问，老人家，天气这么冷，你怎么

不回家？看见老人又冷又饿的样子，王维把他带

到办公室，泡了热茶，又去买了热饭菜给老人吃，

老人喝了几口热茶，端起饭菜狼吞虎咽，一会就

吃了个精光。

王维担心老人家里找不到他着急，问他：“老

人家，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老人直摇头。

王维心想，会不会是个哑巴？下班了，王维

只好把老人带回家，给他换了干净衣服，安顿他

睡下。到了第二天，老人突然说话了，“你真是好

人哪。”

原来老人是长沙县人，妻子去世得早，他和

儿子相依为命。儿子长大了结婚了，嫌弃老人，

就把他赶了出来。

王维义愤填膺，想办法联系了当地政府，把

老人送回了家中。还和乡上领导一起做老人儿

子的工作，这才放心回来。

1998年1月20日，大队官兵得知望城县丁

字镇一名14岁女孩彭阳因家庭困难，面临辍学，

官兵们自发地为彭阳募捐，从自己有限的津贴中

挤出钱来，资助这名贫困学子，直到2006年7月

彭阳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

“救人帮人，我们消防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这是张保初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张保初他们不光是撒下了防火的种子，更是

撒下了雷锋精神的种子。

二

有个时期，望城消防大队一个特殊的场景，

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官兵列队敬礼

时，有一个人举起的右手已经变了形，在队列里

显得有些笨拙，很艰难才能完成一个不太标准的

军礼。

这个人就是陈国军，一个舍生忘死的救火

英雄。

1997年2月19日，长沙市八一路上的燕山

酒店突发大火，风助火势，浓烟滚滚。当消防官

兵赶到时，大火已经烧到了屋顶。楼内还有多名

群众被困，情况万分危急。班长陈国军带领几名

战士冲进了酒楼。楼内光线昏暗，热浪炙人，浓

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楼道里一片混乱，逃生的

群众四外乱窜。

陈国军和战友们只好排着队形，一边摸索着

前进，一边大声呼喊：“有人吗？我们是消防队

的，听到请回答。”

“我在这里，快救我。”

一个、两个……陈国军和战友们找到了6个

被困群众。陈国军果断决定，必须先把群众护送

出去。烈焰和浓烟阻断了通道，6名群众惊惶失

措。陈国军指挥战士们抓牢群众的手，不让一个

人掉队。就这样，消防官兵与群众手拉着手，摸

索着往外走。突然，有东西掉了下来，陈国军本

能地用右手一挡，一块爆裂的玻璃砸到他的手

上，顿时鲜血直流。他强忍伤痛，带着大家一起

冲出了火海。6名群众脱险了，鲜血染红了陈国

军身上的消防服。医生跑了过来，正要给他包

扎，他一把将医生推开，又向火场冲去。战友见

状，强行把他拉住，让医生给他做了简单的消毒

处理和包扎。医生说：“你伤得不轻啊，最好赶紧

到医院手术，弄不好你的手就废了。”但陈国军抬

起淌血的右手，转身再次冲进了楼内。一次、二

次、三次……陈国军接连四次进出火场，先后背

出4名被困群众。正当他第五次要冲进火场时，

他一个趔趄，栽倒在地。

医院里，陈国军躺在病床上，鲜血染红了战

斗服和毛衣，严寒天气，鲜血都已经结痂，衣服无

法脱下来，医生只好用剪刀把衣服一件件剪开，

才找到伤口。他右手的四根手指肌腱被玻璃切

断，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手指无法复原，落下了

终身残疾，连一个简单的军礼也无法完成。

有人问他：“你在火场这样拼命，值得吗？”

“值！”陈国军不假思索地说，“我断了四根手

指，如果说一根手指换一条人命，真值！”

长沙医学院是望城县的一所民办高校。

2009年3月初，消防大队到该校例行检查时，发

现教学楼和图书馆有重大火灾隐患。大队领导

指派陈国军和肖云峰两员老将出马，督促学校

整改。校长叫苦说：“这些年学校发展快，校园

面积多次扩大，新建的楼馆增多，消防设施没跟

上，问题是缺钱哪。”陈国军态度坚决地说：“校

长，消防安全可是关系师生生命的大事啊。别

的钱可以省，这个钱省不得！”说着，拿出了整改

方案。校长一脸苦笑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们

好，可现在的支出远远超出了预算，就是拿不出

钱哪，你叫我们怎么改？”双方谈不下去，陈国军

只好丢下一句话，有钱得改，没钱也得改，这事决

不能含糊。

过一段时间再去，陈国军大吃一惊，学校非

但没有改造，施工方还擅自更改图纸，将原本的

敞开式改为封闭式，完全不符合防火规范的要

求，图书馆的火灾隐患比先前更严重了。陈国军

当即找到校长，严厉地说：“图书馆必须拆掉重

建。”校长摇着头说：“学校董事会做的决定，不可

能再拿出钱来改造，我也没办法啊。”一边是学校

的发展大计，一边是消防安全，谁也不想让步，谁

也说服不了谁。陈国军找到自己最好的朋友，开

口向他借钱。朋友是个老板，听他说得句句在

理，又信誓旦旦替学校担保，动情地说：“见过帮

人的，可没见过你这样铁了心帮人的。行，就冲

你这份心，这钱我借了。”

学校图书馆整改到位了。校长笑了，陈国军

也放心了。

三

望城消防大队荣誉室保存着从第一任股长

张保初开始的官兵日记，一本本续写的《雷锋日

记》，成为这个英雄群体新的精神财富。

走进雷锋班，左右两边各三张床，床上的被

子叠成方块，军帽摆放整齐，看上去就像复制的

艺术品一样。

张定轩是雷锋班第8任班长，大家都叫他

“张万能”。他身体壮实，皮肤黝黑，眼睛炯炯

有神，已然没有了新兵的稚嫩，更多的是沉稳

与坚毅。

2009 年，队里一台 30米的云梯车出了故

障，显示屏上报警，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买

来已一年多，过了保修期，梯臂是从美国进口

的，底盘是奔驰的，厂家在杭州，说明书都是英

文的，大伙儿大眼瞪小眼。望城也没有人会修，

如果从杭州请师傅来修，费时又费钱。张定轩

就对照说明书查英汉辞典，最后发现一个保险

跳开了，他之前没见过，不是熔断式的，而是熔

跳式的，一发热就跳开不回位。他试着将那个

黑头轻轻一按，一试车，显示屏上的红色警示标

志消失了。他前后花了5天修好了云梯车，没

有花队里一分钱。

有一次，救生抛投器坏了，打不出去。产品

是韩国产的，要寄回韩国去修，可麻烦了。费用

近万元，时间还得个把月。对消防员来说，装备

就像战士的枪。张定轩韩文看不懂，只能看图

示，查找原因。到了第三天，找到一个O型密封

圈，挑出来一看，有个小口子，漏气。张定轩跑遍

了望城大大小小修理店，在一个电机维修店里找

到了配件，2元钱一个，装上去就好了。

就这样，张定轩边学边干，哪里坏了修哪

里。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年张定轩为队里节约各

类经费20多万元。

张定轩日记（2006年3月24日，星期五，晴）

今天，我来到了望城县消防大队。

我刚到望城的时候，就知道望城是雷锋的家

乡。但是说实话，在那之前，雷锋对于我来说，只

是小学时社会道德课本上的一个榜样人物。我

下队以后才知道，对于望城消防官兵来说，他既

是一个偶像，也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年轻

军人。我们亲手抚摸过雷锋曾经使用的生活物

品，亲耳聆听过雷锋的战友讲雷锋的故事，亲身

体会过身为雷锋家乡消防兵，群众投给我们的赞

赏和期待的眼神。在我进入望城消防大队的第

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身在雷锋的家乡，就要随时

把雷锋精神带在身上。

张定轩日记（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晴）
昨天，大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这是目前湖南省暨全国公安系统首个获此

殊荣的集体。作为望城消防的一员，我感到莫大

的荣幸……

当兵 12 年，张定轩写了 12 年的《雷锋日

记》。从一名新兵，到战友们口中的“万能战士”，

一篇篇日记，记录着他的成长，坚定着他的理想

信念。

作为教导员的黄黔湘，也续写了自己的一本

本《雷锋日记》。

她在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写下这样的人生

感悟：我愿做一滴水，去滋润每一片土地；我愿做

一线阳光，去照亮每一片黑暗。

黄黔湘日记（2009年5月2日，星期六，晴）
8岁小女孩曹哲慧身患白血病，养母不堪巨

大压力不辞而别。我们全体官兵虽然已经带头

在全社会发起募捐3万多元，可怜的小女孩病情

暂时稳定，但是我们做的很不够，还很不够……

望城消防大队官兵的《雷锋日记》，是一部大

队爱心简史，一个时代的青春印记。

四

2008年 1月，湖南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雨

雪冰冻自然灾害，3000多名旅客被困在望城火

车站达50个小时，现场停电停水，那种场面一旦

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大队官兵连续奋战3天3

夜，给滞留旅客送食物和饮用水，帮11家重点企

业厂房铲除冰雪，确保了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共挽回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

这一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牵动着亿万

国人的心。

望城消防大队在第一时间派出救援小分

队。汤达路家在四川绵竹市汉旺镇，王金银家在

绵竹市什地镇，都是地震重灾区。两人都是主

动请缨参加救援小分队的。直到救援结束，返

回部队，汤达路和王金银都没有回家看一眼。

中队指导员袁政说：“你们当初为什么不提出

回家看看？”王金银说：“我家房子已经倒塌了，

我确实很担心在家的父母，他们就住在路边的

简易棚子里，随时有发生泥石流的危险，但

是……我是一名军人，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

多救几个人。自己在救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救

我们。”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望城消防大队官兵共营

救和疏散受灾群众280余人，救助伤员38人，发

现并抢运遇难者遗体100余具，搜寻到大批贵重

物品，抢运粮食万余斤，还有牲畜及棉被、衣物、

电视机等生活物资 1000余件，并为灾区捐款

21000元。

在望城消防大队，几个官兵都跟我说到同一

个故事：

2011年1月12日上午11点左右，119指挥

中心接到一个求助电话，称湖南交泰建材有限

公司一名工人不慎掉进了十多米深的水泥槽罐

中。望城消防大队官兵火速赶到现场，水泥槽

罐里面装有大约10吨干燥的水泥粉末，受困工

人整个下半身已经被水泥埋住，四周还有随时

可能垮塌的水泥粉。中队长陈源果断决定，一

边用移动供气源向罐中的被困者输送氧气，一

边将槽罐下方的闸口打开，释放水泥粉。不料，

水泥粉下漏的同时，槽内压力增大，被困工人命

悬一线。战士高付京请战：“队长，让我进去用

手捧，把水泥捧出来。槽罐空间不大，用铁铲容

易伤到人，用手捧是最安全的办法。”救人要

紧！陈源采纳了手捧战术。高付京和夏春钻进

槽罐，被困工人奄奄一息。高付京摘下自己的

空气呼吸器头罩，戴在被困工人的头上，自己只

用一个简单的口罩。一捧、两捧、三捧……水泥

一点点被捧出，被困工人一点点裸露出来，高付

京却成了一个泥人。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被

困工人得救了，高付京却因吸入了大量粉尘，伤

害了呼吸系统，当天被送进了医院。

五

“出操不喊口号，出警不拉警报，灭火用泡

沫，爱民利民有新招。”这是望城一首新的民谣。

按照部队的惯例，出操时是要呼喊口号的，

而且是喊得越响亮越好，以统一步伐，振奋士

气。一日，有市民拨打119求助说：“你们消防

队出操能不能不喊口号哪？家中有老人，体弱

多病，你们大清早喊口号，老人就被惊醒，再也

睡不着，天天这样，神经衰弱，老人家实在受不

了。”还有的说孩子夜里要复习，早上想好好睡

会儿，喊口号对孩子学习和休息都有影响。规

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中队早上出操就再也不喊

口号了。

望城百姓又有了一个新发现，消防车晚上出

警不响警报了。

如果说早晨出操喊口号是搅了老百姓的好

梦，那么夜里出警突然拉响警报，就会惊吓到老

百姓，弄得人心惶惶，难以入梦。望城消防大队

又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夜里11点后出警，一律不

拉警报。如果在道路上遇到阻碍，尽量鸣短笛提

醒，不惊扰群众。

在人们的印象中，消防队用水枪灭火是又快

又好，天经地义。可是有一次，某居民小区一张

姓住户家起火了。望城消防中队及时出警，战士

用水枪猛烈扫射，火刚刚蔓延就被扑灭了。老张

赶回家来，握着消防战士的手千恩万谢。原来是

老张家厨房电器老化，引发火灾。好在有市民报

警，消防队员来得及时，只烧坏了厨房，没有烧到

其他房间。但老张一进屋就喊起来：“完了完了，

所有房间里全是水，电脑全泡在水里了，我的资

料全完了。”这样的场面已经有好多次了。队员

们心里清楚，屋主没有埋怨和指责他们，却把不

满和无奈写在了脸上。

怎么办？一是组建最精干的第一出动力量，

尽快灭火，灭火时间越短，用水量也就越少，尽量

用泡沫灭火，减少对屋内财物的次生灾害；二是

加强火情侦察，杜绝乱扫乱射，集中火势区域扫

射，避免对其他非着火部位和受火势威胁不明显

的部位造成损害；三是清理现场时尽可能地清除

一些水渍，减少失火业主的损失。

这三招一出，群众反响特别好，都夸消防官

兵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六

何礼是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启聪部的老师，

穿一件红色连衣裙，艳丽大方，说话轻柔。她说：

“我们学校里全是听障、视障和智障的孩子，望城

消防大队的官兵从2006年3月起，开展爱心结

对帮扶活动，这一帮就是12年。”

逃生演练，对正常孩子都有很大难度，何况

特殊学校的孩子。警报声一响，孩子们你撞我、

我撞你，乱成一团。一个失明的孩子不小心摔了

一跤，委屈地喊道：“我什么都看不见，你叫我怎

么逃呀？”

为了让孩子们掌握逃生疏散方法，大队官兵

在教室、寝室、走廊、楼梯口等部位都安装了卡

通版、盲文版的消防疏散提示，让听障学生看得

懂、视障学生摸得到、智障学生学得会。他们还

特意准备了一根长长的绳子，让视障孩子们摸

着绳子走。很多战士大半天都得弯着腰、甚至

跪着陪孩子们一遍又一遍练习，直到每个孩子

都掌握了要领。

特殊教育学校紧急疏散演练从刚开始的失

败，到一次需要2小时、1小时，慢慢地缩短为十

几分钟，到现在，仅仅5分钟就能顺利完成。

何老师说，望城消防官兵跟学校联手，共同

编制了我国第一部盲文版《消防安全知识手

册》。“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缓缓抚过那由凹

凸的小点组成的文字，读出‘消防安全、人人有

责’时，我看到了孩子们脸上会心的微笑，看到了

消防战士们脸上灿烂的笑容。”

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精神；一支军

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军魂！

让青春让青春，，更青春更青春
□□欧阳伟欧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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