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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土耳其发生两次7.8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地震发生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迅速进入土耳其。中国蓝天救援队作为一支专业化的民间救援组织，迅速响

应，共派出3批次近300名队员赶赴地震灾区，其中就有来自河北的12名队员，河北蓝天救援队队长李斌也在其中。

土耳其地震灾区的状况如何？蓝天救援队如何在异国他乡开展救援工作？河北队员在此次救援中有着怎样的经历？

2月19日，李斌随所在的蓝天救援队第三梯队返回祖国，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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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们
是我的朋友”

记者采访几位从土耳其地震灾区回来的救援
队员，问及他们第一眼见到灾区场景时的反应，所
有人的回答几乎一致：震惊，继而悲痛。

此次赴土耳其灾区的12名河北蓝天救援队
成员中，唐山人张焱是队中仅有的两位女性之一，
也是12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今年54岁。

作为唐山人，张焱对地震有特殊的记忆。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张焱在读小学，她至今仍记得地
震带来的惊恐感和无助感。所以当她在新闻中看
到土耳其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时，对土耳其人
民经受的灾难感同身受。

张焱说，在土耳其，一想到自己的家乡也曾经
历过这样的灾难，顿时一股伤痛感涌上心头。

经历过地震的张焱知道，这时候灾区的人们
最需要帮助，唐山人知道这种帮助的分量。况且自
己经过多年培训和实地救援实践，积累了一些经
验，有能力为灾区人民提供帮助。于是她说服家人，
千里迢迢赶到土耳其。

本次参与救援的王玺是12名河北队员中年
龄最小的，29岁，前年曾参加过河南水灾的救援。

王玺说自己去土耳其的理由很简单：灾难面
前，都是不幸者，有一分力尽一分力，向世界展示
中国青年一代的担当。

他们跨越国界传递的爱，在土耳其得到了回应。
在张焱工作的救援点，一天，一位当地妇女送

来水和面包。通过翻译，这位妇女表达了这样的意
思：我的亲人们在地震中遇难了，但我要感谢你们
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温暖和力量，我万分感谢。我
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些了，请你们一定要收下。

2月9日，当王玺所在的救援队到达土耳其马
拉蒂亚时，他们得知，地震发生后，中国蓝天救援
队是第一支进入这里的国际救援力量。救援工作
开展后，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救援组织非常认可，只
要看到穿蓝衣服的队员从面前经过，都会点头致
意，还有很多人主动送水和食品给救援队员们。

最让王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当地的年轻人。
在王玺他们执行救援任务的地点，这个小伙子连
续几天陪在旁边，还四处寻找吃的东西，不断为救
援队员们送来面包、茶水、粥。在救援现场能够吃
到热餐属实不易，这些食物对队员们来说很珍贵。
一次，看到队员们吃不惯当地的食物，小伙子从口
袋里掏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两个肉罐头，递给
王玺他们。

马拉蒂亚到了晚上非常冷，气温常常降到零下
10℃，晚上，队员们要连夜作战，这位土耳其小伙子
就守在一旁，为队员们生火取暖，一连几天没有休
息，直到第四天夜里才累得在火堆旁睡了过去。

在救援队离开的时候，队员们通过翻译跟小
伙子交流。被问到以后想不想去中国看一看时，他
说：“我一定会去的，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

文/河北日报记者 魏 雨

▶结束救援后，中国蓝天救援队
第三梯队从地震灾区返回伊斯坦布
尔，进行简单休整。图为李斌在伊斯
坦布尔的临时住所前。

▶李斌（左一）与
队友张焱在土耳其地
震灾区营地的帐篷里
讨论作业方案。

◀李斌（左二）和救援队队员
们在土耳其地震救援现场。

“带着设备连夜进入救援现场”

2月 12 日，李斌带领中国蓝天救
援队第三梯队从广州出发，飞赴土耳
其，一路辗转，当地时间当天下午到
达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市，简单休
整后，连夜开展救援。

记者：您是怎么决定去土耳其参
加救援的？

李斌：我2月6日得知土耳其发生
强烈地震的消息时，脑子里第一个想
法就是要去参加救援。毕竟这些年来，
自己系统学习过地震救援知识和技
能，也有海外救灾的经历，既然具备这
个能力，就应该应用到实践中去，尽自
己所能帮助土耳其受灾的民众。

中国蓝天救援队2月8日发布通
知，在全国召集队员，组建了第一梯
队，计划9日出发。我本来是要参加第
一梯队，但是不巧护照过期了，于是
赶紧着手处理护照问题，走了绿色通
道，10 日下午拿到护照，向总部报备
以后，立即赶往广州和最后一批救援
队也就是第三梯队会合，一起飞往土
耳其。

记者：您还担任了第三梯队的
领队。

李斌：是。这么多年，我参加过多
次地震救援培训，也担任过很多次现
场救援指挥，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
能，而且作为河北蓝天救援队的队
长，有一定的队伍管理经验。

记者：这次毕竟是去国外参加救
援，对当地情况不熟悉，提前做了哪
些准备？

李斌：主要是救援装备和生活物
资上的准备，总共有 1000 多公斤。包
括全套的地震救援装备，含剪切、扩
张、顶撑、破拆的装备，还有生命探测
设备，以及后勤补给装备，比如净水
机、发电机等等。

生活物资上，我们出发前了解到
地震灾区物资供应很紧张，于是在国
内紧急采购了一些食品和生活必需
品。出发那天，广州机场的方便面等
方便食品基本上被我们第三梯队扫
空了。

记者：什么时候到达土耳其？又
是怎样辗转去的地震灾区？

李斌：12 日中午（以下涉及时间
均为土耳其当地时间），第三梯队到
了伊斯坦布尔。在机场，当地应急部
门设置有联络点，他们会根据救援队
伍到达情况和灾区需求，把救援队派
驻到各地。我们的队伍被派到了卡赫
拉曼马拉什省卡赫拉曼马拉什市，这
是位于土耳其中南部的一个省会城
市，受灾情况比较严重。

我们没有出机场，直接转机飞到
卡赫拉曼马拉什市，下午 5 点左右到
达。到了以后，先在当地临时设置的
应急指挥中心报备，然后由他们给我
们分配工作区块。他们还协调了一些
车辆，送我们到营地，队员们把行李
安顿下来，作了简单休整后，带着设
备连夜进入救援现场，一直工作到第
二天早上8点多。

蓝天救援队的第二梯队先我们
一步到达，也被派驻到了卡赫拉曼马
拉什市，两支队伍在这里完成会合，共
同开展救援任务。两支队伍中，有包括
我在内的 5 名河北队员，我们分别来
自沧州、唐山、秦皇岛、廊坊和石家庄。

记者：开展救援的过程中，如何
与当地民众和政府沟通？语言不通问
题怎么解决？

李斌：到达伊斯坦布尔以后，当地
的华商会帮我们协调了 6 个翻译，全
程跟随。6 个翻译都是这次地震救灾
的志愿者，其中有两个华人，一个来自
河南，一个来自新疆，他们都曾在土耳
其上学，后来留在伊斯坦布尔工作。

救援现场，与当地政府部门沟
通，每次进入现场和撤离现场，涉及

到车辆协调，都是由这几位翻译完
成。当地人除了说本地语言，很多人
也会说英语，我们队里有一个队友，
英文不错，有些事情也由他跟当地人
交流。

记者：灾区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李斌：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这座

城市建在山区，有几十万人口，建筑
从半山腰绵延到山脚下，虽然没有山
体塌方，但大部分楼房都成了废墟，
坍塌是粉碎性的，一座座倒塌的建筑
成了一个个钢筋水泥的土堆，一个土
堆下边可能被埋压的就有二三十人。
没有倒塌的建筑受损也非常严重，不
能再住人了。

当地政府在广场和体育场设置
了临时安置点，很多志愿者在为灾民
和救援人员服务，一些民众也尽自己
所能参与到救援中。也有很多灾民没
有去安置点，他们留在自己家坍塌的
楼房旁边，从废墟中扯出一把椅子或
者沙发，再找一个铁桶，点着木柴生
上火，然后整夜整夜地坐在那里守
着——他们的亲人埋在废墟里，生死
未卜，他们期盼着救援赶紧到来，期
盼着自己的家人能被救出来。

记者：2018年您曾赴老挝参加溃
坝救援，与那次相比，这次地震救援
有什么不同？

李斌：老挝那次是一场水灾，水
灾现场跟这次看到的地震现场还是
不一样，地震对人的视觉和心理的冲
击更大，你明明知道被困者就在楼里
边，很多时候却无能为力，对我来说，
这次的心情更加沉重。

“既然来了，就要竭尽
全力去救援”

进入救援现场的当天夜里，第三
梯队的队员们发现了幸存者，经过十
几个小时的接力挖掘，成功救出 1 名
幸存者，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了
170多个小时。

记者：进入现场以后，救援工作
如何展开？

李斌：先对现场进行勘测和安全
评估，拿出一个预案，即如果发生余
震或者其他可能的危险后，如何安全
撤离。

接下来进行分组，一般一个组8个
队员，包括3个作业员、2个安全员、1个
记录员、1个图片信息采集员、1个指挥
员。小组内部每隔两三个小时会进行
岗位轮换，让作业员简单休整，当然这
要求每个小组成员必须对不同工作岗
位都熟悉。夜晚情况比较复杂，会增加
每个小组以及相应岗位的人数。

小组进场后，首先用雷达生命探
测仪对现场探测，看看有没有幸存
者，如果有，立即着手救援，如果没
有，再一步步清理废墟。这些程序都
是蓝天救援队日常训练时定下的。

记者：你们有没有发现和营救出
幸存者？

李斌：12 日我们进入作业点以
后，24 点左右，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发
现了热源。人有生命体征的时候，会
有热源反射，也就是说这片废墟下可
能有幸存者，队员们感到很振奋，立
即开始挖掘。

到了 13日早上 8点，掘进了两三
米的距离，仍然没有发现幸存者。这
时到了交接班的时间，我跟接班的队
员交代了一下，要继续挖下去，既然
有热源，一定要找到一个结果。

队员们接力拼命干，到了下午，
挖了有七八米的深度，终于发现了幸
存者，是一个成年女性，蜷缩在一个
楼板倒塌后形成的斜侧支撑空间内，
救出来的时候人还有呼吸。此时距离
地震已经过了 170 多个小时，她能活
下来是一个奇迹。

与这位女士一起被发现的还有
一个孩子，他们应该是一对母子，但

是孩子不幸遇难。对这样的结果，大
家感到既欣慰又遗憾。

记者：从地震现场的照片可以看
到，建筑倒塌损毁严重，这是不是意
味着开展救援的难度很大？

李斌：这次地震的破坏性很大，
当地受灾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建筑被震得支离破碎，我们带去的大
型装备根本派不上用场。现场作业
时，只能先用挖掘机一点一点地扒开
废墟，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再用手
动破拆工具挖掘。很多时候，由于担
心废墟下有生存空间，使用救援工具
作业力量太大会导致生存空间塌陷，
只能徒手将破碎的混凝土石块一点
点搬开。

救援刚才提到的那位幸存者时，
我们就是担心大举挖掘会破坏生存空
间，所以只能十分小心地一点一点
掘进。

记者：队员们工作强度怎么样？
能得到有效休整吗？

李斌：基本上都是连轴转，每天
睡觉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一到现
场，大家都是在不知疲倦地高强度工
作。队员们说，既然来了，就要竭尽全

力去救援。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吃饭基本是泡面和其他方便食

品，住的是帐篷，一个帐篷住十到二十
个人，大家在瓦砾丛生的地上铺上纸
壳，再铺上地垫，席地而睡。我都是衣
不解带，直接钻到睡袋里。当地晚上气
温很低，仅有的两三个小时睡眠时间，
还要抵御寒冷侵袭，经常会被冻醒。

记者：您作为队长，是不是还要
负责一些额外的工作？您今年53岁了
吧，高强度的工作，身体吃得消吗？

李斌：我在救援现场负责总指
挥。除此之外，还负责营地的日常管
理、人员的协调统筹，再就是跟当地
应急部门对接。

我身体状况还可以，平常一直坚
持体能训练。其实，人在那种高度紧
张的状态，不太容易感到疲惫，反倒
是救援结束，一放松下来，疲惫感就
来了，从土耳其回来的飞机上，9个多
小时，我一直在睡觉。

记者：你们的救援行动持续了多
长时间？

李斌：第三梯队的救援持续了三
天三夜。2 月 15 日晚上，联合国的行
动基地和当地应急部门的行动基地
撤离，标志着人员搜救工作结束，灾
区进入赈灾重建阶段。

人员搜救工作结束后，我们返回
伊斯坦布尔。返程前，我们把随身携
带的帐篷、睡袋、防潮垫、毯子，还有
一些衣物、个人用品，也都捐给了当
地的灾民。

记者：当地民众怎么看待蓝天救
援队的救援行动？

李斌：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当
地民众对我们的能力和态度并非完
全认同。在我们连夜作业了一晚上
后，第二天一早，翻译过来跟我们说，
土耳其老百姓对你们评价很高，他们
说“中国人真能干”。

在救援现场，常常有当地民众走
过来给我们送面包、点心和当地的一
种红茶。在回营地的路上，很多人见
到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CHINA！
CHINA！”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对这支
来自中国的救援队伍发自内心的感
激之情，通过他们的手势、眼神还有
面部表情，我们都能感觉到。

回国前，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很
多土耳其人会对我们竖起大拇指或
者微笑，有的还会用中文说“谢谢”。
我们从进机场，一直到登机口，经过
的地方大家都会起立，为我们鼓掌。

“代表河北出去，不能
给河北丢人”

2 月 19 日，李斌带领第二、第三
梯队的4名河北蓝天救援队队员抵达
广州机场。加上第一梯队中已返回的
7 名队员，至此，河北蓝天救援队 12
名队员全部安全回到祖国。

记者：此次救援行动，有跟来自
其他国家的救援队接触吗？

李斌：我们驻扎的卡赫拉曼马拉
什的营地，有十几支超千人的救援队
伍，分别来自新加坡、日本、墨西哥等
国家。在救援中，各支队伍分散在不
同场地，跟他们实际的接触不多。但
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都想代表
自己的国家或者组织，给灾区人民提
供一些帮助。

路上或者机场遇见其他救援队
的话，我们之间也会有互动，虽然语
言不通，但我们之间有个默契，就是
交换臂章，这是对对方最好的赞许。
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我们跟土耳其和
墨西哥的救援队以及土耳其警察，都
交换了臂章。

记者：您对这次土耳其地震救援
行动有怎样的感受？

李斌：灾难面前，大家无论什么种
族、国籍、文化背景，能够团结在一起，
互相帮助，共同渡过难关，这一点很让

人动容。我们作为来自中国的社会力
量参与到国际救援中，代表的是中国
的形象，希望用我们的行动，让其他国
家的人们更多地了解我们中国的人道
主义精神，大家四海之内皆兄弟。

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我们的国
家真的强大了，我们的救援队有能力
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参与救援。在
国内，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次行动给予
了大力支持，为我们出行提供了很大
便利。在土耳其，得到了华商会和中
国志愿者的帮助，没有他们，我们的
行动会很艰难。我们结束救援返回伊
斯坦布尔后，一家中国企业驻当地机
构为我们提供住宿和餐饮，还为我们
准备了一顿火锅，真是太幸福了。

记者：怎么评价救援队在这次土
耳其地震救援中的表现？

李斌：第三梯队在三天三夜时间
里，完成了 12 个点位的挖掘，救出 1
名幸存者，清理出 37 具遗体。我们的
三个梯队，一共救出8名幸存者，挖掘
转移出的遗体有 130 多具，考虑到救
援时间已过了“黄金72小时”，这个效
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的队员在救援中不怕苦、不
怕累。地震过去这么多天，很多遇难
者的遗体都有些腐烂了，救援现场到
处都是尸体腐化的味道，队员们还是
毫不犹豫地用手去捧，把遗体装到尸
袋里。有的遇难者的遗体已经残破不
全了，大家用手一点一点地挖出来，
这些事情，很让人感动。

记者：在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
中，包括您在内，有 5名河北队员，河
北的队员表现如何？

李斌：实事求是地说，咱们河北
的队员都是精兵强将，都特别能干。
这跟平时的专业知识积累以及严格
的体能训练是分不开的，也跟平时对
大家的要求严格有关。我们这些人代
表河北出去，不能给河北丢人。

另外，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
士，这一点确实如此，我作为河北蓝
天救援队的队长，能感觉到河北人身
上有一种侠义、豪迈的气质，有这种
情怀在，自然能在救援中冲锋在前。

记者：我们的队员日常如何学习
和训练，以保持专业性？

李斌：训练包括体能训练、队列
训练，定期举行。理论知识学习，包括
地震救援、水域救援、高空救援的知
识，也是定期举行。还会进行模拟演
练。每个队伍除了有自己的教官，也
会请一些老师，比如红十字会、医学
专科学校的老师，讲授急救、医学救
护方面的理论和技能。

这次参加地震救援的队员，必须
要有国家地震救援训练基地的培训
证书，需要有基本的知识储备才能去
现场。

记者：大家此前亲身经历过地震
救援吗？

李斌：包括我在内，很多队员是
第一次见到地震现场。通过这次地震
救援行动，我们对地震灾害有了更直
观的认知，毕竟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
的。我们会对这次救援作一个总结，
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这支
队伍的专业性，储备好力量，将来再
遇到相关灾害的时候，保证能够冲得
上去，顶得住，更高效地参与到救援
中去，解救更多的人。

未来我们计划在河北组建各个
救援领域的专业队伍。目前已经在着
手建立地震救援、水域救援、绳索救
援这三个领域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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