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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走上国际救援
战场，赢得同行赞叹

“部队将选调官兵参加中国国际救

援队！”

20 年后的今天，第 82 集团军某工化

旅二级军士长贾树志仍清晰记得那一

天：接到组建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通知，他

和众多战友都不太清楚，这支队伍是干

什么的。

带 着 这 样 的 疑 惑 ， 他 查 阅 图 书 、

资料。当看到我国之前地震救援的相

关信息，特别是看到 1976 年唐山大地

震的情况时，贾树志心情变得格外沉

重。

相关图片和文字给他带来极大冲

击：一场大地震把唐山大地撕裂，废墟

下掩埋的幸存者只能靠解放军徒手挖

掘！

灾难现场，一双双血淋淋的手托起

生的希望，没有专业队伍，没有先进技

术，只能依靠原始的人海战术，用体力、

意志和死神抗争……

“我国共分布有 23 条地震带，4 个地

震活动地区。”地震专家的话，时刻萦绕

在贾树志耳边：灾难无情，可人间有爱！

一支专业队伍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损伤，

带来更多生的希望。

“我愿意！”那一刻，贾树志目光如

炬。

同一时期，不少发达国家为应对地

震灾害，早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重型国

际地震救援队和地震灾害救援体系。而

当时，中国还处于一张白纸。

拓荒之路，步履维艰。创新里程，

理念先行。第一代救援队成员白天在

训练场实践摸索，晚上加班加点对照字

典翻译装备外文说明书。成立之初，贾

树 志 和 战 友 们 的 桌 子 上 ，经 常 能 看 到

《救援知识》《英语手册》等书籍。如小

山一样堆积的资料上，写满了密密麻麻

的批注。

只埋头苦干还不行，他们把目光投

向了已经形成完整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欧

洲。

先前恶补英语付出的辛劳，此刻有

了回报。贾树志的口语比其他队友流

利 ，天 生 性 格 开 朗 的 他 又 善 于 与 人 沟

通。没多久，他就拿到了出国学习的“门

票”。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几

乎绕欧洲一个圈。他和战友带回了许多

宝贵的经验和技术。

队伍从无到有、技术从 0 到 1 的艰难

历程，贾树志是见证者。

组建两年多，这支年轻的队伍便踏

上了远赴阿尔及利亚的救援之路。能不

能救出幸存者，会不会给祖国丢人，贾树

志和战友们内心忐忑不安。地震的惨烈

场景，很多人第一次见到。

每次回想起那一幕，贾树志都热血

沸腾：当训导员吴苏武带着搜救犬“超

强”赶到一处废墟时，“超强”发出猛烈的

吠叫。他们用搜索仪器进行准确判读，

观测员王平激动地大喊：“有人，里面有

人！”

阿尔及利亚地震，中国是 38 支救援

队中继法国之后在震区第二支成功搜索

到幸存者的队伍。

这是中国国际救援队第一次走上国

际舞台，他们的惊艳亮相感动了不少国

际 友 人 ，他 们 也 第 一 次 收 获 了“Good,

China”的赞叹。

作为橙色逆行者，他
们为生命而战

2008 年汶川地震，救援队从接到命

令到赶赴四川，2000 余公里路程，仅用

了不到 6 个小时。

乘大型运输机前往震区附近的机

场，再换乘汽车赶往震中进行救援。路

上遇到山体塌方，他们步行前进。贾树

志回忆，背负数十公斤重的救援装备，肩

膀都被磨出了血泡。和“战神”踏入废墟

那一刻，望着一片荒凉衰颓的景象，贾树

志差点流下眼泪。

穿着橙色队服的中国国际救援队队

员一出现，就被群众围住了。看着那些

殷切期盼的目光，贾树志和战友们感到

了使命在肩。

不断袭来的余震，大大影响了他们

的搜救工作。灾区道路破坏严重，通信

设施损毁严重，这让原本就困难的救援

工作雪上加霜。

贾树志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引导“战

神”走进废墟。坍塌的建筑物杂乱交织，

搜索十分困难。经过 5 个多小时奋战，2

名幸存者被成功救出。

汶川地震，救援队成功救出幸存者

49 人，发现幸存者 12 人，帮助确认定位

幸存者 36 人次。这一数据背后，是橙色

逆行者的冒死前行。

与死神掰手腕，谁都会恐惧。一想

起背后人们那些期待的眼神，队员们会

告诫自己：不能放弃，不能有一秒钟的犹

豫。

2015 年尼泊尔大地震，救援队一到

加德满都机场，便派出先遣队进行搜救。

在 一 处 粉 碎 性 坍 塌 的 宾 馆 下 ，救

援队发现了幸存者。34 个小时不停歇

作业，先后进入坑道 50 余人次，徒手挖

掘建筑物废墟 80 余立方米。当大家疲

惫 不 堪 时 又 突 降 暴 雨 ，作 业 难 度 更 大

了……

这时，贾树志无意中一转身看到：

身 后 ，许 许 多 多 的 手 电 筒 灯 光 叠 加 在

一起，照得比白昼还要明亮，近千名尼

泊 尔 群 众 不 肯 离 开 ，静 静 地 守 候 在 周

围。

救援队员们的眼眶湿润了。那一

刻，他们更加明白了何谓“生命至上”。

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们，在灾难面前会

产生共情。

“Good,China！”被困者得救了，人们

欢呼着拥抱在一起。再一次听到这句赞

扬时，贾树志无比自豪。

前不久 ，参加“应急使命·2021”演

练，贾树志又一次踏上巴蜀热土，又一次

被热情善良的人民所感动。有人慕名而

来，想要给救援队送些物资，被队员们婉

言谢绝。

透过那些热情的面孔，贾树志想起

8 年前芦山地震救援回撤时的场景：自

发前来送行的老百姓，堵塞了长长的街

道，他们对队员们一次次道谢，甚至追着

大巴车跑出了很远很远。

在灾区人民眼中，救援队员们都是

英雄；灾难发生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

影。

“生命至上，请不要放弃希望！”废

墟 上 ，中 国 国 际 救 援 队 的 这 句 承 诺 像

一 个 灯 塔 ，照 亮 了 黑 暗 ，带 来 了 希 望 。

为生命而战，踏着一路逆行的征程，贾

树 志 和 他 的 战 友 们 翻 山 越 岭 ，成 为 废

墟 上 的 希 望 使 者 ，在 一 片 荒 芜 中 洒 播

甘霖。

升级换代，进入救援
3.0版本

“A 区发现幸存者！”在“应急使命·

2021”抗震救灾演练中，贾树志冷静地呼

叫。搜救犬在废墟中搜索，无人机吊载

红外生命探测仪在空中定位，指挥部很

快标定了一个个代表生命迹象的红色标

志。

“如今，5G 远程超声设备、智能机器

人等先进装备的应用，已不是稀奇事。”

贾树志介绍，相较于汶川地震时的肩扛

手搬，激光坍塌预警仪、金属弧切割器等

大量搜救仪器，成为了节省救援黄金时

间的利器。

看到这一幕，寻常的人们并不知道，

这支队伍经历了怎样的奋斗成长。

汶川地震让他们认识到，必须紧跟

时代潮流完善装备、加强训练，实现由轻

型向重型的转变。想要达到国际重型救

援队的标准，侦检搜索、营救、医疗急救、

通信、动力照明、运输、个人防护和后勤

等八大类设备，都需要救援队员们学习

掌握。

救 援 事 关 生 死 ，容 不 得 半 点 马

虎 。 他 们 摒 弃 陈 旧 的 训 练 方 法 ，打 破

以 往 的 救 援 观 念 ，将 联 合 国 测 评 标 准

与行动规范深度整合融合。针对国际

救援队准备、动员、行动和撤离等 4 个

阶 段 与 管 理 、保 障 、搜 索 、营 救 和 医 疗

救 护 等 5 大 能 力 ，他 们 规 范 了 18 项 近

150 个训练课目。

2009 年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分

级 测 评 ，贾 树 志 带 领 第 一 小 组 5 分 钟

准 确 定 位 幸 存 者 。 大 家 欢 欣 鼓 舞 时 ，

国 外 专 家 却 质 疑 ：“ 请 你 们 再 做 一

遍。”

面对质疑，贾树志和战友们勘察现

场、制订方案、放犬搜救、定位幸存者、标

记地点……短短 20 分钟，他们搜救出 4

名“幸存者”。最终，他们获得了考官尊

重，那名专家也由衷地赞叹。

两天后，中国国际救援队顺利通过

测评，成为全球第 12 支、亚洲第 2 支获得

联合国资格认证的国际重型救援队。

“ 中 国 正 从 应 灾 走 向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我 们 成 长 在 祖 国 日 新 月 异 的 发 展

中。”贾树志说，这些年更新的不仅仅是

装备，更有救援理念的升级。除了日常

训练，队员们还要定期参加地震局组织

的专业培训，包括建筑物结构研判、急

救医疗、救援英语等必修课，并开展分

级考核。

2015 年随队赴马来西亚参加东盟

联合救灾演习，贾树志和战友们不仅军

容严整作风扎实，而且对生命有着更深

的敬畏与更敏捷的反应速度。

2019 年，救援队迎来了第二次联合

国国际重型救援队复测。凭借着扎实的

功底与灵活的思路，他们历时 41 小时连

续作业，以 134 项绿色评定、3 项黄色评

定的测评成绩，高分通过 137 个课目的

综合考核，创造了联合国国际救援队测

评的最好成绩。

今年初，他们与某陆航部队开展地

震救援空中投送演练，采用无人机巡航

播音打破信息真空地带，利用多场地同

步实时监控等新技术提高现场指挥效

能，促进了地震救援快速反应能力与陆

航支援能力的提升，初步探索构建“空

中-地面”全方位、立体化的应急救援力

量投送体系。

演练结束，新兵付志诚在日记本上

写道：生命极其宝贵，我要成为像贾班长

一样的人——一个能够拯救生命的救援

队员。

风雨兼程 20 载。在凤凰岭国家地

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贾树志欣喜地看

到，一批又一批救援队骨干力量在这里

成长。

“战神，累了吗？休息会吧！”一人一

犬，走在营区的小路上，他们身前一片坦

途，身后万丈霞光……

版式设计：梁 晨

一名救援老兵和他的20年“橙色逆行”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张亚宁

“战神，坐下。”

一缕斜阳洒在操场上，一人一犬的影子

被慢慢拉长。朴实敦厚的蒙古汉子贾树志，

带着救援犬“战神”结束了一天的训练，惬意

地享受闲暇时光。

身穿橙色救援服的贾树志的世界很小，

20 年与爱犬为伴，从营区到凤凰岭地震救援

训练基地的短短路途，他们形影不离；可他

的世界又很大，与爱犬一次次逆行在国内外

的地震废墟上，营救生命。

回到房间，看到墙壁上挂的那一张张地

图，贾树志眼睛里流露出一片深情，“这些地

方我都去过，那里的人们都很坚强。”

从 2001 年组建到 3 年后首次执行新疆

巴楚救援，从参加汶川大地震救援到出征九

寨沟地震现场，历次生死救援勾勒出他的军

旅生涯。贾树志的足迹，紧紧追随着中国国

际救援队征战的步伐。

“世界以痛吻我，这是废墟下生存者的

真实写照。”贾树志很庆幸，自己和众多战友

能成为废墟中的“生命雷达”，关键时刻托举

起人们生的希望。

中国国际救援队组建 20 年以来，贾树志

和战友们先后 21 次临危受命，奔赴国内外灾

难现场，一次次打响与死神的生命争夺战——

国 内 救 援 ，冒 死 逆 行 。 他 们 冲 锋 的 身

影，留在了新疆、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

地。橙色身影所过之处，“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理念被悄然播种，生根发芽。

国 际 救 援 ，大 爱 无 疆 。 他 们 的 身 影 出

现在阿尔及利亚、伊朗、印尼、巴基斯坦、海

地、新西兰、日本、尼泊尔等国家的灾难现

场。“Good,China！”世界人民一次又一次竖

起的大拇指，是对贾树志和战友们的真诚

褒奖。

作为全球第 12 支、亚洲第 2 支获得联合

国资格认证的国际重型救援队，这支队伍还

被授权在国际救援行动中组建现场协调中

心和行动接待中心资格。联合国官员曾这

样评价：“中国国际救援队已经成为国际搜

索救援舞台上一支宝贵的力量。”

经过 20 年建设探索，中国国际救援队向

着“国际救援的特种部队，国内救援的突击

队，中国救援力量的教导队”方向发展，在国

际“战场”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中国名

片”……

前不久，“应急使命·2021”抗震救灾演

练在巴蜀大地拉开战幕，中国国际救援队再

次精彩亮相。很多内行专家注意到，中国国

际救援队救援理念正在向着更高追求发生

着转变。

滴水见太阳！从贾树志这个老兵 20 年

生死救援路上，记者看到了整个救援队不断

进击的缩影。服务人民，敬畏生命，这些废

墟上的逆行者们一直在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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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强调，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

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

的一个重要方面。

聆听老兵贾树志和他 20 年生死救

援的感人故事，记者在为中国国际救援

队的快速成长和发展欣喜的同时，更感

受到了这支队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坚定信念。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

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

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有统计数字

以来，中国年平均发生 20 次 5 级以上地

震，3.8 次 6 级以上地震。

如何防灾减灾救灾，减少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损失，是党中央始终关心的

重大课题，更是人民军队责无旁贷的使

命责任。

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3 个全

国防灾减灾日。那几天，中国国际救援

队再次在演练中精彩亮相，吸引了全社

会关注的目光。

微观折射宏观，个体反映整体。我

们每一个人乃至人民军队的命运，都与

伟大祖国息息相关。从一个人、一支队

伍的成长发展，去观察一支军队的性质

宗旨和一个大国的发展进步，无疑是生

动的观察样本。

从贾树志和他所在的中国国际救援

队的一次次逆行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

到人民军队为人民这一永恒的性质宗

旨。战争年代，解放军为了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和平

时代，子弟兵在灾害面前，为了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同样可以不顾生死。从唐山

到汶川，从舟曲到鲁甸，从抗洪抢险一线

到武汉抗疫，人民军队为了人民一次次

赴汤蹈火的豪迈出征，都是党和国家把

人民利益举过头顶的生动体现。

这一刻，我们又想起了习主席 2018

年 5月 12日在向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

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致信

中所强调的理念：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灾抗

灾救灾相结合，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

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谆谆话语，殷殷深情。党领导下，

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将会全面

提高，中国国际救援队的足迹将更加铿

锵有力。

因为，他们与祖国共成长！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本报记者 刘建伟

中国国际救援队跨区支援，奔赴“灾区”。 强天林摄

“应急使命·2021”演练现场，官兵紧张有序实施救援。 秦广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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