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爱而聚
为爱追光

在宁波，有这样一支
公益救援队伍

4年从6人发展到115人
队员来自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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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一部以公益救援为题材的电视剧《追光者》火了。该剧根据蓝天救援队的事迹拍摄而成，讲述了一群来自各行
各业的普通人加入“追光救援队”，在一次次公益救援中实现自我成长。在鄞州区潘火街道，就有这样一支硬核公益救援队
——鄞州蓝天救援队。队长陈庆2018年开始组建队伍，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现在的115人。他们因爱而聚，为爱追光，
在一次次救援中诠释对生命的尊重和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

陈庆今年46岁，是鄞州蓝
天救援队队长，他参与应急救
援整整8年了。

以前，陈庆和朋友一起做
外贸，2014 年的一次意外经
历，让他和公益救援结缘。

那年，他一位朋友的奶奶
意外走失，因为老人患阿尔茨
海默病，家人急得报了警，但一
天一夜都没有找到。最后在一
支公益救援队的帮助下，老人
被救回。让陈庆和朋友意外的
是，那次救援是纯公益的，精疲
力尽的救援队员们婉言谢绝了
老人家属所有的好意。

“没想到还有这样不求回
报的公益救援队。第二天，我
上网查到了蓝天救援队，想都
没想就报名了。”2014年，陈庆
加入象山蓝天救援队。第一次
救援，让他印象深刻。那不是
一次灾难救援，而是打捞救援，
其实就是打捞溺水者遗体。遗
体高度腐烂，死者家属过度悲
伤，周围没有足够人手来抬，陈
庆就帮忙将遗体抬了出来。这

是他第一次接触遗体，让他几
天才缓过神来。但回想起家属
绝望而无助的眼泪，他更加明
白了救援的意义。

2018 年，经蓝天总队授
权，陈庆牵头成立了鄞州蓝天
救援队，如今队员已从最初的
6个人发展到了115人。这些
队员平均年龄38岁，最大的55
岁，年轻的不过20岁出头。今
年28岁的余翔从小父母双亡，
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他说
想用这种方式回馈社会的爱
心。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
做保险的，有送外卖的，有开出
租车的，有经营店铺的。但只
要“集结号”响起，他们都会第
一时间奔赴救援一线。

“我们坚持公益救援，免费
开展应急救援和各类社会服
务。让我感到骄傲的是，4年
来，只有源源不断加入的队员，
却没有一人主动退出！”陈庆
说，很多老队员从队伍刚组建
时就加入了，还带动了身边的
朋友一起参加。

“危难之时伸援手，及时施救保平
安”“抗洪勇士，大爱无疆”……在蓝天
救援队的会议室墙上，满满挂着40多
面锦旗，柜子上则是这些年救援队获
得的各个奖项。“少说多做、默默奉献、
完善自我、善待他人”16字队训，更是
显眼。

采访中，记者在陈庆的办公桌上
看到一张《7·23驰援安徽庐江救援任
务队员声明》：“我自愿参加安徽庐江
救援任务，如在本次救援过程中发生
一切意外，全部由个人承担。”声明下
方是队员的签名和红色的手印，落款
时间是2020年7月24日。

“其实，这就是一纸‘生死状’。”两
年多前的场景，陈庆至今历历在目。
当时巢湖达到超历史最高水位，河水
位上升到十几米，好几个行政村被
淹。救援现场险象环生，他们多次徘
徊在生死一线。“水上救援是一项十

分危险的工作，洪水都快没过屋顶
了。我们坐在皮划艇上，在村干部的
指引下前往救助被洪水围困的村民。
现场急流救生衣紧缺，我们都给村民
穿了，自己穿的是普通救生衣……”那
次救援持续了三四天，队员们每天都
精疲力尽，累了就睡在马路边，饿了
用泡面充饥。

这样艰苦的救援条件，陈庆和队
员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丽水山体滑坡
救援、建德山体滑坡救援、“利奇马”台
风救援等，一旦出现险情，救援队就奋
不顾身冲在一线。平日里，他们碰到
最多的是水域救援和山野搜救，无论
是水域寻找落水者，还是上山寻找失
联老人，每一次队员们都全力以赴。

“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
尽100%的努力！在生命面前，再苦
再难都要上！”这是陈庆加入公益救援
的初心。

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
里。去年12月，镇海疫情暴发，陈庆
和队员们主要负责鄞州区核酸检测样
本的运送，一天24小时不间断。翻看
陈庆的手机，那些天，他每天的志愿服
务时间长达十一二个小时。

“当时，鄞州有50余个集中隔离
点，我们每天要运送大量的核酸检测
样本。连续34天，我都没有回家，很多
时候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对陈庆来
说，这样的坚守早已是家常便饭。在
2020年疫情期间，救援队连续抗疫近
3个月，总服务时长达6500个小时。

走进蓝天救援队，设备房存里放
着很多救援设备，有皮划艇、救援车、
破拆工具、救生衣等。殊不知，很多救
援设备都是队员们自行采购的。“救援

队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采购、社会
捐赠和队员众筹。但在我们这里，从
办公用品到救援设备，90%都是队员
众筹的。我们会议室里光椅子就有三
种款式，有从房产中介搬来的，有经营
美容院的队友送来的，还有从二手市
场买来的。”说起这些，陈庆一脸苦
笑。救援队有两辆车，一辆是他自掏
腰包买的，现在还在付按揭，另一辆是
队员捐赠的二手车。公益救援这条路
不好走，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陈庆看来，救援的最高境界就是
没有救援。“救灾”重要，但“防灾”更重
要。这两年，他带着队员们走进农村、企
业和校园，普及应急救援知识，希望能让
每个人都学会自救。 记者 薛曹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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