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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故事

古立新：
尽快打通救援通道
只为创造生命奇迹

手指开裂、尘土满布，古立新刚徒手完成一处挖掘任

务，停下来时才感觉到十指钻心般疼痛。他无奈地看着一

旁的食物罐头，饥肠辘辘却又不知从何下手。就在古立新

愣神之际，一双大手突然伸到了他的面前，一把拉开罐头，

用勺子一点一点把食物喂进了古立新的嘴里。古立新面

前是一位陌生的外国救援人员。“被一名男队友喂食，说实

在的，我怪不好意思的，但在自然灾害造成死伤的环境下，

心里又被这种关怀温暖到了，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古立

新说，在土耳其参与震后救援的每一天，都充满遗憾和感

动，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古立新是广东小分队里年龄最大的成员，他2014年

加入广东蓝天救援队，今年55岁。来土耳其之前，他随队

驰援了英德地区对抗“龙舟水”，救出过不少被困群众。而

现实生活中，他是一名在广州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普通打

工人。“加入蓝天救援，是希望传达正能量，救人者，危难时

必有人来救。”也就是这样的想法，促使了他的这次善举。

自从2月9日踏足土耳其，他一直心切念着救援，每

一天都和队友紧紧盯着生命探测仪上的显示器，心里焦

灼祈祷：“给点动静。”

“当然心急。震后72小时是黄金救援期，但来的路

上，我们经历了航班延误、设备超重不能登机等插曲，心里

就更着急了。”最后，个人随身的装备中，他只来得及带上

破拆扳手、锤子、应急电源和照明手电。尽管擅长破拆、建

立支撑面等一线救援技巧，但古立新知道，越接近目标，通

道就越窄，更要小心翼翼挖掘，必要时，他甚至不敢开动电

钻，改为手动刨土，怕伤到好不容易探到的生命痕迹。

同时，古立新很庆幸有各种力量互相配合。“当地留

学生、华人和记者们给我们做翻译，还帮我们协调到其他

国家救援队的装备。”古立新说，基于救援需要，他所在的

救援队亦和各国的救援力量“组队”，联手开展一线工作。

2月14日那天，他在一个三角废墟中配合挖掘，越接

近目标时，透过一个小孔看到一家四口的身影。“当时我心

情太激动了。一位爸爸张开双手护着妻子、还有两名孩

子，他们平静地‘睡’着。”古立新说，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

他加快挖掘，也明显感觉到，越往下，空气就越稀薄。在打

通救援通道的那一刻，古立新终于可以重重呼出憋住的

气，并退了出去，让队友接力。不久之后，他看着一家四口

陆续被转移出去，也在心里默默祈祷：“你们一定要活着。”

从废墟下来后，古立新经历了“被喂饭”的温暖，而危

难中紧紧拥抱的一家四口也在脑中挥之不去，给他的触

动很深。“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

义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给生命留存希望，打通生命救援

通道，就是创造奇迹的前提。”古立新说，截至撤离，中国

蓝天救援队在土耳其共搜救出8名幸存者和137名罹难

者，这就是他们用汗水、智慧和勇气创造的人间奇迹。

队员、家属、特别的客人，鲜花、掌声、热情的拥抱， 给他们最高的敬意

王涛：
“我把他们带出去
也要安全带回家！”

“有余震，快走开！”王涛一边朝正在搜救作业的队友喊

着，一边去叫醒正在休息的人。时不时发生的余震、零下十

几摄氏度的寒冷、物资供应的短缺、没日没夜搜救的疲惫、

希望与失望交织带来的心理波动……来到土耳其的7天里，

王涛和他的队友们，无时无刻不在和各种困难作斗争。

土耳其当地时间2月14日中午，在完成一片区域的搜

救工作后，王涛拖着疲惫的身躯坐下喝了口水，掏出手机给

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老婆，情人节快乐！”是祝福，也是报平

安，他想用这种形式告诉家人：我一切都好。自抵达土耳其

那日起，王涛时刻谨记着临行前队长郭台伟的叮嘱：“你经

验最足，做好领队，完成好任务，把他们安全地带回来！”

身为四川人，王涛19岁时目睹过汶川地震的惨烈，自

此在心底埋下要做救援志愿者的“种子”。2013年雅安地

震，王涛与广东蓝天救援队意外结缘，终于圆了他的这个

心愿：加入广东蓝天救援队，成为一名志愿救援人员。

此后，王涛参与过云南鲁甸地震、尼泊尔地震等大大小

小几十次的应急救援行动，积累了丰富的灾情应急救援经

验。“这次来土耳其，因为郭队护照过期来不了，他让我带队，

要带着队友们顺利地完成救援任务，再安全地一起回来。”王

涛说，他绷紧的这根弦，一直没敢松过。

到达土耳其后，王涛和队友古立新、李宗潮被分在一

组，同组的还有西藏及贵州的蓝天救援队员。“我们每个人

都有各自擅长的搜救领域，大家分工协作，可以有效提高

救援效率。”王涛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挖出遇难

者遗体的瞬间。“几乎都是男人紧紧护着女人或孩子，看到

那个场景很让人感动，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难

题，因为地震后房屋倒塌造成挤压，导致拥抱在一起的遗

体很难被分开。”王涛说。

不仅如此，因为有些物资运不过来，消毒物品紧缺，每

次他们挖掘出遇难者遗体后，没有任何消毒措施，条件十

分艰苦。“夜里零下十几度的气温，我们倒地就能睡着，但

又常常会被冻醒。”王涛说，但不管多累多困，只要一听说

有情况，睡着的人就会立马弹起，投入新的搜救行动中。

7天的搜救行动，让王涛最遗憾的，是他们这个小分组

只发现和挖掘出35名罹难者，没有搜救出幸存者。“但无

论如何，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希望，拼尽全力到救援的

最后一刻。”王涛说，当地民众的善意也让救援队员们感

动，他们不仅把为数不多的食物拿来送给队员们，还会在

晚上升起火堆，帮大家抵御严寒。

15日，王涛等三人跟着大部队一起，集合后开始有序

撤离，直到 16 日中午才终于到达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酒

店。“7天了，终于洗上了一个热水澡，舒服啊！”王涛说，连

日来的紧张救援一下子松了劲，腰背都痛得直不起来。等

到收拾妥当，王涛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婆和女儿发了微信：

“任务顺利完成，我们19日回国了，等我回家！”

协力搜救出8名幸存者137名罹难者 129名蓝天救援队员平安返穗

李宗潮：
要了解灾难降临
如何提高存活率

男孩睁着眼睛，嘴巴微启，裹在睡衣里的身躯已经

僵硬。李宗潮抱他走出废墟时，听到孩子妈妈撕心裂

肺的呼喊，眼眶不觉发热。“这是整个救援行动中，最让

我难受的一幕。”时隔数日，谈及在土耳其救援现场经

历的阴阳永隔，李宗潮仍唏嘘不已。

“来之前做过心理建设，但人性是共通的，我可以

连续一个多小时趴在男孩身边，和队友一起很冷静、很

专业地破拆压在他身上的墙壁、楼板，但孩子父母的哭

喊，瞬间就刺穿了我的心。”25岁的李宗潮是广东阳江

人，加入广东蓝天救援队已有7年，在国内参加过多次

紧急救援，“跨国救援还是第一次，担心爸妈反对，我只

把这事告诉了姐姐。”

2月8日凌晨，李宗潮与队友在广州南站汇合，连

夜乘车赶往武汉天河机场集结。搬运装备、清点物资

……忙忙碌碌过了安检，他拿出手机，看到父母发来

的——“注意安全就好”，只有6个字，李宗潮却盯着屏

幕看了很久，他能读懂父母复杂的心情，那是糅合着

牵挂的支持，很暖。

从9日到15日，李宗潮和领队王涛、队员古立新所

在的梯队轮番作业，24小时不停地参与救援。一天、两

天、三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知道，搜救出幸

存者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但没有人松劲，他们捧着生

命探测仪一寸一寸搜寻，希望拯救更多的生命。

14日，震后180多个小时。“有反应！这里有生命

体！”一声呼唤，蓝天队员马上聚拢过来，有人勘查破损建

筑物结构，有人寻找拆破点，有人联络当地居民询问房屋

布局……“那个作业面是收到当地群众求助前往救援

的，楼梯已经倾斜七八十度，测到生命体我们都很激动，

但很不幸，最后找到的是四名遇难者。”李宗潮说。

收到撤离消息，李宗潮才得空在朋友圈编辑了一

条很长的动态信息，“在这几天救援的过程中，做的

事，看的东西。让自己对生命更加敬畏与珍爱，对安

全更加重视与热爱。”他说，大自然的强大和人命的脆

弱令人扼腕，在地震救援现场，废墟中存活的生命最

大的前提条件是具备生命空间。

他希望更多人能了解灾难降临时，如何提高自身

存活率。“土耳其地震发生在凌晨，很多救援作业面，

遇难者位置在床上，发生地震时，未醒，楼层水泥板直

接砸到。也有遇难者在床底下被发现。其中，在几个

救援作业现场，也发现有遇难者在发生地震逃离到门

时，被楼层水泥板与门一起压倒。没有生命空间，重

物直接压身体。”

怎样提高自身存活率？李宗潮认为，关键的是一

定要结合自身居住环境做出判断，提前规划出各空间

的安全区域，能够“一发生，即反应，一停止，快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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