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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一点轻一点，上担架！快送到医疗小队！”梦中的紧张救援，惊醒了郭台伟。
习惯性地抬手看表，北京时间2月9日凌晨2点，他揉揉眼睛，打开广东蓝天救援的微信群，看看

有没有更新的消息。
万里之遥的土耳其，有200多位郭台伟的“战友”正在废墟中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8日凌晨，

郭台伟在广州南站送别紧急驰援土耳其灾区的队员，9日，自广州出发的王涛、古立新、李宗潮三人
已与当地救援力量会合，投入抗震救灾行动。

因为护照问题，郭台伟这次没有去土耳其，他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后方力量全力保障前线队员的
工作，“这几天都睡在办公室，白天不停地接电话，晚上躺在折叠床上查遗补漏，细化救援流程，给前
方的伙伴们提供各种信息支持和技术指导。希望我们的队员顺利完成救援任务，平安归来。”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截至北京时间2月12日12时整，中国蓝天救援队已出勤290人在土耳其马拉
蒂亚和哈德亚曼两地开展救援工作，搜救建筑物约302幢，累计救援幸存者7人，罹难者78人。

“爸爸，电视里有蓝天救援队员去

土耳其救灾的消息，你也穿上蓝色制

服给我看看嘛……”女儿撒着娇，语气

里却带着自豪与骄傲。得到女儿的认

可，是李铭最开心的事情。今年45岁

的他是一家化工企业的负责人，2018

年加入蓝天救援成为一名志愿者。谈

及初衷，他坦言“想为社会做点事情，

有了孩子以后更想成为孩子的榜样。”

李铭去年还参加了国家救援证的

考试，目前已通过实操考核，去年河南

水灾，他和队员们自驾前往救援，也有

朋友表示对出钱出力并危机重重的该

种行为“不理解”，“你图什么？”每每有

人问及，李铭总会笑着回答：“我心里

‘得劲’啊！”

李铭：“给孩子做个好榜样，我心里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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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驰援土耳其地震区，中国蓝天救援力量出动290人，累计救援幸存者7人

【群像】

“第二批去土耳其的蓝天救援队员

预计11号从广州出发，想报名的队员填

好表格发给我，待商议后再做最后的筛

选。”2月9日，广东蓝天救援总部，郭台

伟刚结束通话，另一个电话又打进来，

“名单确定后每人先预交2万元，任务结

束多退少补。”……十分钟内三四个电

话，郭台伟有条不紊地布置着工作。

连续多日，为了联系派遣前往土耳

其参与救援人员的相关事宜，作为广东

蓝天救援督导官兼队长的郭台伟没睡

过一个囫囵觉。蓝天救援是中国民间

专业、独立的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成

立于 2007 年，目前在全国 31 个省份自

治区都成立了品牌授权的救援队，全国

登记在册的志愿者超过50000 余名，其

中超过10000名志愿者经过了专业的救

援培训与认证，可随时待命应对各种国

内外的紧急救援。

在收到此次土耳其地震国际救援

的通知后，蓝天救援紧急启动报名程

序。“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看自己的护

照，结果发现过期了。”郭台伟苦笑着

说，翻了翻护照，十年四次出国，都是参

与国际救援，“家人跟我开玩笑，说我

‘失信’，答应过无数次要带他们出国

游，却从未兑现。”

然而十多年间，没有家人义无反顾

地支持，郭台伟参与国内外各种灾情救

援的总数，无论如何不会突破上千次，

“每一位队员身后，都站着无私的家

人。”郭台伟眼里闪现着温情。

队员间的理解、团结和支持，也是

造就这支“钢铁之师”不可或缺的要

素。郭台伟告诉记者，蓝天救援是公

益组织，任何一次救援任务，都要自行

负责所有费用，尤其是出国救援，来回

路费不菲。8 日凌晨为队员送行时，

他看到站台上自发前往为“战友”壮行

的队员，会在握手、拥抱即将奔赴前线

的队员时塞去一个“利是封”，表达祝

福外，也想以这种方式减轻他们的经济

负担。

郭台伟没有阻止，他理解未成行队

员的心情，默许他们以另一种形式“参

与”土耳其的救援行动。“来蓝天救援就

是结交正能量、志同道合的朋友，尽其

所能去帮助别人。”郭台伟说，默许温暖

的“利是封”流动，并不代表他鼓励这样

做，“以免‘道德绑架’经济状况并不好

的队员。”

北京时间2月9日10时19分（当地时

间2月9日05时19分），127名蓝天救援队

员和3900公斤的救援物资顺利抵达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并集合前往此次土耳其地

震重灾区马拉蒂亚。

“人员到达报到后，会立即成立指挥

部，分派任务直接开始救援。”郭台伟告诉

新快报记者，首期抵达灾区的救援队员往

往最辛苦，他们没有任何喘息时间，落地

就要开始工作，而此阶段，后方的信息、技

术支持也至关重要。广东蓝天救援有

100 多名核心成员，在郭台伟眼里，来自

各行各业的队员都有“独门绝

技”，“前线救援地点发来经纬度，

后台就有技术‘高手’马上生成周边环境

的三维图。”他点开这张地形图，街区辨别

标志物、交通要道标注一目了然，“前方后

方同心协力，确保搜救工作高效展开。”

记者了解到，根据先遣队反馈的消

息，蓝天救援第二梯队已于2月11日从广

州白云机场出发奔赴土耳其，“第二梯队

有60人，我们全力配合，顺利完成所有后

方协调支援工作。”郭台伟补充说，作为

公益组织，蓝天救援秉持着以志愿服务

为原则，参与救援行动的队员都经过专

业培训并达到相应的考核标准，“我们广

东的队员，都有多次国内、国外救援经

验，值得托付。”

参与国际救援，最大的困难不

是救援技术本身，而是因千万里之

距产生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装备运输问题。有一

些装备不能上飞机，比如带汽油味

的都不能带，要带，只能带全新的。

装备运过去后，再带回来又是问

题。就像缅甸洪灾区的救援，我们

带过去价值百万的三十多台全新冲

锋舟，装配有发动机，救援结束后运

不回来了，就捐给了当地。”郭台伟

了解到，今次土耳其救援，除了装备

问题外，队员们还面临着气候温度

和语言交流等问题，“当地气温在零

下10℃左右，这样的气温对广东队员而言，也

是很大考验。”

因为现场翻译人员有限，救援队伍大多分

散行动，不可能每个小队都配有翻译人员，现场

救援沟通在国际救援时也是难题。“翻译人员一

般会安排在安全区，而最前线的沟通，只能靠队

员的肢体语言。”郭台伟说，队员参与国际救援，

留在后方的他比自己去还紧张，提在嗓子眼里

的心，只有在看到全部队员完成救援任务平安

归来时，才能“归位”。

郭台伟2010年加入蓝天救援队，参加

过多次国际和国内灾难救援行动。“雅安

地震、云南鲁甸地震、尼泊尔地震、河南水

灾……一时半会儿数不清了，一年里大半

时间都在外救援……”他摆手微笑，“每次

参加救援，都会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

而经验的积累和心性的锻炼，也让我一次

又一次坚定了专业助人为乐的信念。”

之所以踏上“志愿应急救援”之路，于郭台

伟而言，发心起于年幼时曾亲历的灾难与温

暖。七八岁时，郭台伟在江西宜春山区的老家

经历过一次泥石流，“我只记得爸爸一手拉着

我，一手抱着妹妹，拼命往屋外跑，我一回头，

看见堂屋里的香炉和座钟被倾泻而下的泥沙

瞬间扑飞，又很快淹没不见。”时隔30多年，令

他惊惧的画面仍历历在目，“眼看着好好一个

家瞬间消失，那种绝望和恐惧难以言表。”

房子被泥沙吞食，郭台伟一家只能到

附近的凉亭暂住。也就是在这时，他深刻

地感受到“被帮助”的温暖。附近的乡亲，

女的跑来给他们送被子、送各种吃食，男的

则扛着自家工具，埋头为他们清理淤泥、重

建房屋。郭台伟记得，父亲总是拿着一个

厚厚的笔记本，一笔一笔记下每个人对他

们最无私的帮助。“儿啊，以后你长大了，一

定要多帮助别人，你看我们家，就是有人帮

忙，才能慢慢好起来……”在父亲的碎碎念

中，郭台伟长大成人，而“助人为乐”的理

念，也被深深植入他的内心。

“每次参与救援，我们都是自己出路

费、食宿支出采取AA制。”他告诉新快报记

者，蓝天救援队不收取任何费用，其宗旨，

就是让不幸遭遇灾难的人享有免费紧急救

援服务。千里驰援不收钱，救援行动何以

为继？郭台伟坦言，虽然有热心公益的朋

友提出捐款支持，但他希望蓝天救援更加

“纯粹”和专业，并不热衷于接受公众捐款，

“我们最欢迎的是救援装备的捐赠，救援行

动中装备消耗非常大，需要定期补充。”他

举例说，广东地区水灾多，冲锋舟的损耗很

快，“我们的冲锋舟缝缝补补十几次了都还

在用，一艘冲锋舟（不带发动机）是一万多

元，费用还是比较高的。”遇有朋友慷慨解

囊支持蓝天救援，郭台伟都尽量引导他们

去购买队里急需的救援物资。

除了参与救援，广东蓝天救援也积极

参加各种灾情逃生演练，并定期开设培训

班应对突发险情，“学到应急救援知识，既

能在关键时刻自救、互救，也能将所学用于

服务社会。”

争分夺秒，搜救生命

出钱出力救灾图什么？
蓝天救援人这样回答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实际救援，蓝天救援已经形成了一个建立在风险处理及预
防基础上的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成为一个涵盖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应
急反应能力提升、灾后恢复和减灾等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国际化的人道救援机构。
在广东蓝天救援中，每一位队员的勇敢无畏和无私奉献，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肖驭是在一次消防展会上与广东

蓝天救援结缘，并于2017年加入其中

成为一名志愿者。肖驭印象最深的，

是一次参与救援增城白水寨失足驴友

事件。“当时我们接到求助，有驴友走

山失足，跌下十多米的悬崖处失联状

态。”肖驭与队友连夜出发，山里树林

密布，能见度很低，黑暗笼罩着四周，

耳边除了虫鸣鸟叫，十分安静。“那是

我第一次参加夜间的山野救援，说实

在的，和同伴分开搜救的时候，内心也

有恐惧。”肖驭说，但恐惧只是一瞬间

的事情，“救人要紧”的信念战胜了一

切，很快，队员们辨识到了驴友呼救的

声音，与其他救援队伍合作成功营救

了被困的驴友。

“克服恐惧，用所学助人很快乐。”

有了这次经历，肖驭成长很快，他现在

的愿望是努力学习更多技能，把自己

的专业打磨透，帮助更多的人。

肖驭：“克服恐惧，用所学助人很快乐”

退伍军人黄磊2015年加入蓝天救

援队，是名“老队员”，除了参加过十多

次救援，他还是一位颇受小朋友欢迎的

“教官”，活跃在广州多所学校、幼儿园

教授应急救援知识。“被需要，很光荣。”

他的一言一行还保留着军人的底色，目

光坚毅，站姿挺拔，说话简短有力。

黄磊在十多场校园宣教活动中讲

过课，学生们很喜欢这位干练又有“干

货”的大哥哥，课上课下，都喜欢围着

他请教灾害预防知识。有一次，在课

堂上看过蓝天救援的一些视频和图片

后，有一位小朋友跑来递给他一张卡

片，上边一笔一画地写着，“蓝天救援

好棒！你要照顾好自己和队友。”黄磊

至今保留着这张卡片，“感觉很温暖，

也很感动。”

黄磊：“被需要，很光荣”

43 岁的黄镇辉是广州人，从事养

老行业的工作，2017 年加入广东蓝天

救援。“我父亲2017年走失过一次，全

家人出动找了一天一夜，当时很无

助。”他说，体会过身处困境极度渴望

帮助的心情，自己更坚定加入蓝天救

援的决心。因为喜爱户外活动，黄镇

辉参与野外救援较多，迄今已执行四

十多次国内紧急救援任务，“每成功搜

救一位受困者，我都能开心很久。”

作为两位老人的儿子和三个孩子

的父亲，黄镇辉非常感谢家庭给予自

己的支持。他记得，第一次在广州执

行水域搜索任务后，他给母亲打了电

话：“妈妈，溺水的人过世了，我刚完成

捕捞。要不要在外边洗澡、换衣服再

回来？”电话另一端，老母亲平静又关

切地回答：“不用，儿子。很累吧？快

回来吃饭。”黄镇辉笑着说，家人的支

持，是他参与救援工作的最大动力。

黄镇辉：“每成功搜救一位受困者，我都能开心很久”

广东蓝天送行区：给队友塞个广味“利是封”盼他们平安归来

■中国蓝天救援力量在抗震救灾现场与时间赛跑，搜救生命。 (受访者供图)

■北京时间2月12日12点到13日12点为蓝天救援队快速搜索时间。每个分散

小组携带生命探测仪寻找生命体征。 (受访者供图)
■郭台伟（左二）在为队员们演练多种突发情况下高

效使用救援设备的要点。

■■22月月 88日晚日晚，，127127名蓝天救名蓝天救

援队队员携带救援物资乘坐援队队员携带救援物资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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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起飞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起飞，，直直

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驰援土驰援土

耳其地震灾区耳其地震灾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