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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守望生命 用大爱守望大江

“时代楷模”长江救援志愿队
十年一诺救人千余

6月19日下午，武昌江滩，长江救援志愿队总队
给新成立的第43个支队——铁机码头支队授旗。面
向队旗，队员们举拳宣誓——“我是长江救援志愿队
队员，我承诺：不求回报，不图感恩，用生命守望生命，
用大爱守望大江。”

2015年3月，长江救援志愿队获中宣部授予“时
代楷模”荣誉称号。在那之后，志愿队启用上述誓词，
宣读誓词成为新队员的入队礼，践行誓词成为志愿队
向社会作出的承诺。

“10年里，这4句话，我们做到了！”领誓结束后，
长江救援志愿队总队长张建民对记者说。

这10年，长江救援志愿队发生巨大变化，不变的
是江中救人的大义大勇、守望生命的责任担当。10
年，长江救援志愿队救回1000余人。

张建民（中）带领队员在江边巡逻。

长江救援队队员急救训练。

长江救援队进行冲锋舟水上训练。

2051份“生死状”见证誓词铿锵

2023年 7月 28日清晨，一声巨响从江面传来。
长江救援志愿队队员陈才斌晨跑后正在月湖桥下的
江滩歇息，循声望去，他看见一个人影在汉江中沉
浮。随后，在惊呼声中，他看到又有一人，从不远处高
高的桥面跳入江心急流。桥上，有人朝他大喊：“游泳
的……快来救人啊！”

陈才斌听到的那声巨响是轻生女子跳桥坠江的
拍击声，接着跳下的人是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英勇
无畏的韩靖。

陈才斌56岁，刚跑完10公里，顾不得疲惫，扑通
跃入江中。陈才斌游到韩靖身边，从背后托起轻生女
子，奋力往岸边带。龙灯堤支队的队友们闻声在岸上
接应，与陈才斌合力将女子救起，随后，接应韩靖上岸。

韩靖告诉记者，入江后他的衣服吸水，重得像手脚
绑了沙袋，又被女子本能地死命抱住，他不得不调整救
人姿势，耗费了大量体能。“陈师傅不仅救了那个女子，还
救了我。”

事后复盘，人们才知道，英雄背后还有英雄。后
来，武汉市公安局巡回宣讲韩靖壮举，专门介绍了长
江救援志愿队在其中的贡献。

今年溺水高发期到来前，长江救援志愿队已及时
出手多次：3月，平湖门支队队员赵肇珑跳进长江，避
开趸船漩涡，救下一名突发脑梗的游泳爱好者；4月，
古田支队3名队员跃入汉江古田段深水中，救回一名
年轻女子；4月下旬，文昌门支队救起一名被长江江面
下铁链困住的老人，因为是在船头急流中救人，危险
度太高，5名队员下水才顺利完成救援工作。

为了充分提示风险，长江救援志愿队队员入队报
名表上，需要志愿者签字确认的承诺有5条。其中第
5条写道“本人在报名时意识到所志愿参与的救援行
动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包括人身伤害、物质和经济损
失、工作受误，并且可能得不到合理的赔偿。”

这个条款，自长江救援志愿队创立的2010年沿
用至今。队员们一面称第5条为“生死状”，一面照签
不误。现有2051名队员，每人都填过报名表。

铁机码头支队43名队员来自一个冬泳队。5年前
他们首次申请加入长江救援志愿队，未能如愿。2023年
年底再次申请，接受总队考察数月后，终于有机会宣誓。

据统计，从 2015 年至今，近 10年里累计有近
2100名市民加入长江救援志愿队，他们与汹涌大江拼
抢，共救回1000余条鲜活生命。

从“完美救援”到“最好的救援”

水上救援是个技术活，队员定期参加集训，雷打
不动。救生三件宝：救生杆、抛绳包、游泳圈，样样靠熟
能生巧。志愿队副总队长周汉明介绍，10米开外，救人
者第一次救援要把抛绳包抛到位，第二次救援要能把
溺水者带上来，整个行动20秒内完成，才算训练合格。

通过长期摸索，长江救援志愿队形成了水上救援
“三优先”原则：岸上优先、团队优先、器材优先。

“这三条原则是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救援行动
中总结出来的，也是得到同行证实的科学救援原则。”
志愿队秘书长郝振海总结说，这10年，志愿队努力往
救援科学化、专业化、现代化方向转型。

有一年，一女子因感情纠葛割腕后跳江，小红帽
支队队员不仅把她救起，还能娴熟地为其止血包扎，
被群众赞为“完美救援”。小红帽支队是志愿队里第
一个全员拿到美国心脏协会急救资质证书、湖北省红
十字会初级救生员证书的支队。支队长汤麟介绍，要
拿到这些证，得能熟练使用AED心脏除颤仪等器械，
掌握止血、包扎、固定、转运等创伤处置技能。

长江救援志愿队的培训导师、持证人，既能对内传
帮带，也对外参赛、提供技术指导，还向省内外多地输出
救援经验。

“其实，每次交流，我都还想说：无需救援才是最
好的救援。”张建民说。

10年值守，立足于“救”，更重在“防”。队员们常年
义务守望在长江、汉江两岸，涉及岸线长达300多公里。
每人每年付出的时间，多的超过700小时，少的也有300
小时。其中，介绍水情险点、铲除岸边青苔防滑坠、劝阻
初学泳者下水，是队员的工作常态，耗时也最多。

“我不会游泳，但可以在岸上值守，也能向市民宣传防
溺水知识。”2022年，七一中学教师许海凌一退休就申请加
入志愿队，获准后常在汉口江滩三阳广场江边值守。因
表现出色，她获评2023年度优秀队员。今年3月，七一

中学邀请许海凌和队友给师生们上了一堂防溺水课。10
年来，长江救援志愿队联合有关部门，走进学校和社区，
走近“下一代”，年均讲授百余场防溺水知识课。

从守一城到援危城

今年6月18日18时，湖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早
在4月，长江救援志愿队已开展了冲锋舟等应急救援演练。

2016年，长江救援志愿队除了在两江四岸值守，
还成立了应急队和民兵连，开始成建制地参加城市重
大活动保障和应急救援。那年7月，志愿队出动冲锋
舟和百余人次，历经9天，辗转武汉市内和省内多地，
转移受洪灾群众1227人。

2019年，志愿队受命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水上赛事安全保障工作。

2023年8月2日，听闻河北发生严重汛情，张建民
一行13名队员疾驰14小时，于8月3日凌晨4时许抵
达涿州市，随即展开50多个小时的救援，给村庄运去5
吨救灾物资，转移村民200多人。回来后不久，志愿队
收到一面快递过来的锦旗，上书：“洪水无情 人间有
爱”，落款：河北省涿州市码头镇孟家街村全体村民。

山西临汾遭受洪灾村落、特大暴雨袭击下的河南
省郑州、鹤壁、新乡市，都出现过队员们奋力抢险救灾
的身影。

张建民记得，2015年志愿队首次走出武汉，参加“东
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故搜救工作时，他们租的是一辆私
家车，行程近200公里。去年驰援涿州，他们用3台自有
车辆拖带5条冲锋舟，远赴1100多公里外的地方。

从总队长三次当选到年轻一代入列

张建民是长江救援志愿队的创始人之一。2010
年，刚退休的他与冬泳队伙伴们策划、商量，发起成立
了武汉水上救援志愿服务队，这就是长江救援志愿队
的前身。当时，俞关荣任总队长，他任常务副总队长。

长江救援志愿队副秘书长王兆汉介绍，2015年4
月，俞关荣同志任期届满，张建民在15位候选人中得
票数最高，当选为总队长。2018年换届，与会代表举
手表决，一致同意张建民连任总队长。2021年再度换
届，张建民以152张有效票全票又一次当选为总队长。

“张队长事事带头，大家服他。”多位队员记得，近
10年来，张建民亲手救起的溺水者有10多人，他在现
场组织队友救起的溺水者超过100人。

张建民是长江边长大的武汉伢，当选队长后，他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手续，长江救援志愿队成为全国
首个在市级民政局注册的公益救援性社会组织。“有了
名分，正规化建设才能启动。”在他和队友奔走下，长江
救援志愿队值守条件明显改善，管理制度迅速建立健
全，现代化装备逐步增加，已跻身专业救援队行列。

人员规模上，志愿队从2014年年底的18个支队
114名队员，壮大到现在的43个支队2051名队员，人
员增加了近17倍。

支队长汤麟2017年入队至今，为了值守的事，儿
子的中、高考都顾不上管。2002年出生的儿子，后来
也参加了志愿队，参与寒暑假值守。当时，汤麟所在
支队里有3个“00后”，作为新闻还上了报纸。

目前，2000多人的队伍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
小的才22岁。张建民对前景充满信心：“队伍里年轻
人在增加，他们受教育水平高、救援理念新，志愿队的
未来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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