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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了，快来人啊。”“火烧得这么大，要尽
快控制住火势啊。”……近日，庆元县城郊一处菇
棚不慎起火，菇棚边的住户望着冲天的浓烟与火
舌，只能高声呼喊向外求援。

阵阵呼喊声中，一群身着蓝色救援服的青年
人配合消防员冲进了火场，依托如军人般严明的
纪律、似蚂蚁般密切的配合，他们发扬舍己为人
的雷锋精神，在火场中不屈不挠，经过 3个多小
时的持续奋战，这场大火终于被成功扑灭，把因
灾损失降到了最低。

这群让庆元人倍感熟悉的蓝色身影，经常出
现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道路救援、搜索救
人、活动保障等现场，总涌动着他们矫健的身姿
和挺拔的身影，他们有着共同的名片：庆元县军
蚁应急救援队队员。

承军人精神 寓蚂蚁力量

“我们都当过兵，只要一号召，大家都能尽量
赶来，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采访刚开始，
庆元县军蚁应急救援队队长吴昌明“开宗明义”。

吴昌明是个老兵。1997年 12月，18岁的他
参军入伍，穿上了那身梦寐已久的军装。三年军
旅生涯，既锻造他的体格，也磨砺了他的精神。
期间，老排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很多事情要
以身作则，特别是言行举止”，更成了他之后的人
生信条。

退役后，吴昌明回乡创业，老排长交代的话
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默默思索着回到地方以
后，要怎样坚持才能对得起那身绿军装和老排长
的教诲：“他的话给了我启迪，那就是‘不管做什
么事情，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但要收获，就必须要
先付出’。”

带着浓于水的部队情感，回乡后的吴昌明和
另外几名退役老兵经常聚在一起开展户外探险
活动，寻找部队的回忆。

爬山探险中，几个人的情感越发浓郁。“都是
当兵的，碰到一起就会感觉亲切。”随着圈子越聚
越大，大家交流多了，渐渐产生了一个模糊但一
致的想法：“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
位，却都希望力所能及为社会做点贡献。”

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变得活跃甚至激烈。
此前，他们也或多或少参加过各类自然灾害救援
以及助人济困之类的事，而现在关键在于如何把
这批人组织起来，怎样把大家的热情利用起来。

“队伍名字就叫‘军蚁’，觉得如何？”在大家
困惑的表情中，吴昌明解释道，“军，顾名思义，就

是军人，保家卫国的人，拥有坚不可摧的战斗力，
蚁就是蚂蚁，是肉眼可见下最小的昆虫，是小虫
界的大力士。”

老兵们用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了
对于这个名字的一致认可。2019年 8月 23日，这
支队伍正式注册成为庆元县应急管理局下属民
间救援队，开始常规化开展户外培训、技术交流、
户外应急救援服务和后援保障工作等活动。

“队伍的正规化更像是一个漂流在外的浪子
找到家的归宿。”“更大地鼓舞了大家做公益的决
心和信心，激发了退役老兵和社会爱心人士的积
极参与。”队员们表达了参加这支队伍之后的感
受。

吴昌明介绍，如今这支队伍共有 52人，平均
年龄 45岁，其中退役老兵 38人，其他成员都是深
受老队员助人为乐精神感染，而自发申请入队的。

退伍不褪色 整装再出发

2020 年，新冠疫情打破了宁静的生活，“军
蚁”队员全员参加抗疫战斗，平均每人 6天，累计
2784小时。

疫情刚爆发时，“军蚁”队员第一时间组建抗
击疫情备勤群，在县里各交通要道、村居、社区等
地，协助相关部门执行交通检查、走访劝退等工
作，有效缓解了部门人手不足的紧张局面。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后，“军蚁”队员还主
动支援省级检测点疫情防控工作，严守庆元疫情
防控“南大门”。2021 年国庆长假期间，“军蚁”
先后派出 9批次、近 40名队员，在庆元县黄坛高
速入口协助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我们非常感谢军蚁救援队，在街道最需要
的时候伸出援手。”庆元县濛洲街道办事处主任
刘雄回忆，从疫情开始，“军蚁”就不分昼夜、不计
回报、不求利益，全凭一腔热爱活跃在各村（社）
卡口、隔离区，为隔离人员送药、买生活用品、照
顾病人、清扫生活垃圾等工作，认真负责地完成
社区分配的各项任务。

“军蚁”的身影还出现在县域各类“逆行”现
场。2020 年 8 月 6 日，台风“黑格尔”来袭，“军
蚁”响应号召，4 名水域救援组的游泳健将组成
救援小组，支援缙云抗洪；2020 年 2 月 20 日，濛
洲街道大坑方向突发山林火灾，20 余名“军
蚁”，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携带灭火工具
赶到现场扑火，并救出受伤人员；2022 年庆元

“6·18”特大暴雨的现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受
灾最严重的乡镇，汗水、雨水交织一起，救援、捐

赠一样不落……
“只要社会需要帮助，我们就一定站出来，不

图任何回报，只为了自己那份军人的执着和坚定
的信仰。”“军蚁”队员、退役军人吴文森说，“军
蚁”是一个正能量的团队，是一个退役老兵的大
家庭，只要社会有需要，“军蚁”们就会毫不犹豫
地放下手中工作，转变成应急救援的逆行者。

截至目前，“军蚁”参与道路应急救援、抗洪
救灾、人员失踪搜救、溺水人员打捞、应急保障等
行动 97次，出勤人员 1000多人次，成功搜救失联
人员 8名，溺水打捞 3名。

热心做公益 温暖一座城

2021年 6月 6日 19时 50分左右，“军蚁”应急
救援队接到庆元县屏都街道白岭头村村民的求
助电话，原来村民家中老人午后出门一直未归。

“军蚁”应急救援队迅速集结前往救援。得
到家属关于老人走失的大致方向后，16 名队员
赶赴现场展开搜救。救援现场集结了由应急救
援队、家属及村民等组成的 100 多人的搜救队
伍。

经现场研判，基本确定老人是往深山方向走
失的。随后，队员们与当地村民和家属分成三个
搜救小组深入山中救援。

由于不清楚失踪老人的具体位置,加上山坡
陡峭,树木浓密,搜救工作遇到重重困难，时至第
二天中午，仍未发现老人踪迹。

队员们返回驻地，利用午饭时间与其他救援
人员对搜救工作进行再分析、再部署，决定适当
扩大搜救范围。

没过多久，“军蚁”救援队队员发现了走失老
人之前随身携带的拐杖。吴文森说，这条线索给
搜救工作带来了希望。随后，队员们在展开地毯
式搜寻时，又找到走失老人的一只拖鞋，其他队
员也在向拖鞋处靠拢，紧接着是另一只拖鞋、老
人携带的斗笠……这极大振奋了救援人员的心
情。

“军蚁”救援队队员吴敏，顺着地面踩过的杂
草痕迹和压断的树枝仔细搜寻，最终在一块大石
头后面发现走失老人半躺在地上。

虽然失联近 30个小时，但老人意识、精神状
态还不错，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吴敏与急
忙赶来的另外三位队员周夏贵、余小荣、吴达松
一起将老人扶起，家属给老人喂食了干粮和水。
短暂休息后，大家轮流或搀扶、或背，最终把老人
安全送到家。

“我们经常会接到人员走失的救援任务，每
当我们通过努力，把走失的老人、孩子送回家，都
能收到家属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能感受到这
份感谢的真诚和价值。”吴敏介绍，在所有的救援
活动当中，队员们都是自己出钱出力，自己购买
物资，自己驾车加油，有时候连吃饭都是各付各
的。

近年来，“军蚁”还积极参与乡村公益事业、
扶残助残、公共服务等工作，用真情回馈家乡。
濛洲街道大济村新建路边建廊亭，吴昌明以个
人名义捐资 5万元，助力家乡的美丽乡村建设；
疫情期间，“军蚁”捐赠 8000 多个口罩，助力疫
情防控工作；2022年 4月，大济村成立爱心慈善
基金会，吴昌明个人捐助 2万元，并高票当选会
长……

自成立以来，“军蚁”所有队员默默的付出验
证了入队的宗旨。如今，“军蚁”的雷锋精神，已
在庆元家喻户晓。而他们身体力行“有事情找

‘军蚁’，有时间当‘军蚁’”的精神，也让这支队伍
有了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

庆元应急救援：有一群无畏的“军蚁”
■ 本报记者 杨敏 吴丽萍 通讯员 王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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