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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往无前
横穿亚洲大陆挺进震中

2月7日下午，宁波阴天，
最高温度有12℃。张赛晓查了
土耳其当地的天气——零下
9℃，做好了挨冻的心理准备。
直到飞机进入土耳其领空，舷
窗外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肃杀
中透着冰冷，时间也仿佛静止，
才让她意识到之前的预估有些
乐观。

“没去过，只知道是在亚洲
西边，快到欧洲了，总之一个
字：远。”对于土耳其的认知，4
名队员仅限于此。

由于是跨国救援，他们携
带的行李不多，头盔、强光手
电、对讲机、安全绳……基本都
是个人防护装备，并未携带重
型救援器材，“蓝天救援是一个大
家庭，到时候会统一协调的。”

当天16时30分，4名队员
从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出发，前
往武汉集结，后再赴广州，经白
云机场飞往阿布扎比机场，之
后转机至伊斯坦布尔，再连夜
乘坐大巴，于9日深夜抵达马拉
蒂亚。

“马拉蒂亚是距离震中最
近的城市，一路上，到处都是坍
塌的建筑和路边临时搭起的帐
篷，很多灾民无助地坐在一
起。”这是震区留给张赛晓的最
初印象。

4 名队员没有片刻耽误，
直奔指挥部报到。他们被分在
中国蓝天救援二队快速搜救
组。其中，张赛晓负责操作生
命探测仪寻找生命迹象，朱建
成和舒崇杰被分在救援组，黄
海辉担任安全员。

2月17日傍晚，远赴土耳其开展跨
国救援的4名鄞州蓝天应急救援队成
员回到宁波。连日来，他们在地震灾区
的英勇表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点赞。
记者从鄞州区慈善总会了解到，“鄞急
助安公益基金”将为4位队员发放慈善

扶助款8万元，他们的路费有着落了。
在此前晚报的报道中，记者了解

到，4名队员此行的费用全由个人自
理。动车、机票……每个人的路费至少
也得15000元。而这4名队员家中条
件都不宽裕，为此，救援队的队员们纷

纷微信转款给他们，想要资助些路费，
但都被婉拒。

“区慈善总会一直都很关注这4位
跨国救援的队员的相关情况，工作人员
多次与救援队的队长陈庆联系，承诺尽
量为他们提供支持和保障。同时，区慈

善总会也与区应急管理局积极沟通，共
同决定启动了‘鄞急助安公益基金’款
项发放的相关程序，给予4名队员8万
元的扶助金补助。”鄞州区慈善总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龚静

横越亚洲大陆
万里大爱征途
4名救援队员
在土耳其震区的108小时

从2月7日下午出发，到2月17日下午返甬，鄞州蓝天救援队4名队员此行赴土耳其震区参
与救援，前后历时10天。其中，在震区执行搜救任务共计4天。

跨越万里征途，在灾区历尽艰险，这一切值吗？女队员张赛晓在离开震区时发了一条朋友
圈，十分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救人一命，不虚此行。”

同步播报

爱是双向奔赴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回国途中，张赛晓多次被亲友问
道：“这一次去土耳其救援，最深的感
触是什么？”她想到了很多答案：一眼
望不到头的坍塌建筑、灾民失去亲人
后的眼神……

但她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付出被
看见，被认可，被记得。”

在一次搜救作业时，几名当地灾
民一直在附近焦急地等待着废墟之下
的消息。结果令人遗憾，她们的亲人
已经遇难。或许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一
刻，一名老人只是默默擦着眼泪，之后
一把拉住了张赛晓。

张赛晓有些吃惊。老人的手里拿
着一双手套，硬要往她的手上戴。虽
然语言不通，但张赛晓很快明白了她
的用意。翻译赶紧过来，说：“老人看
到你没有戴手套，天气很冷，这双手套
送给你。”

看着老人悲戚的面容，张赛晓眼
眶红了，安慰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我的帽子、围巾，全都是当地灾民送
的。晚上，他们从路边捡来木柴，燃起
篝火，非要拉我去烤火。”这些，无一不
让她感动。

感人的画面还有很多。黄海辉回
忆，无论是在抵达灾区的路上，还是回
国途中，只要看到穿着救援服的外国
面孔，当地市民和过境游客都会鼓掌、
握手、拥抱。那一刻，一切关于感谢的
话都是多余的。

“爱没有国界，感动更没有。土耳
其人民很热情，我们并不需要他们表
达什么，但给我的感动真的很多。”在
张赛晓看来，当掌声响起，所有的辛劳
一扫而空，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一次跨国救援，只有短短的4
天多、108个小时，却注定是他们一生
中最难忘的回忆。临行前，张赛晓在
朋友圈里写道：“愿土耳其人民重建信
心，早日恢复家园！再见土耳其。”配
图是太阳照射之下的皑皑白雪。

记者 马涛

爱是苦中作乐
土耳其的水都是结冰的

震区搜救的作息时间并非固
定不变，任务重时，连轴转的情况
很常见。2月11日这天，4名队员
从上午9点多进入现场，12日凌
晨3点才撤出，工作了近18小时。

“回到营地后就可以休息
了。”朱建成介绍，200多名队员被
安置在一个学校里，到处都是床
铺。不断有队伍换班，人员进进
出出……嘈杂的环境里，很难睡
着。还有，时间久了，大家的身上
就有异味，但营地里连喝的热水
都很紧张，洗澡的念头只得作罢。

至于吃的，当地提供了面食、
奶酪和水果。对于吃惯了海鲜的
队员们来说，这实在有些为难。
偶尔，营地里会送来热乎乎的粥，
很快就会被抢光，那些刚好错过
饭点的队员，无不一脸失望地离
开。

“堂堂舒总，就吃这些东西
啊！”在舒崇杰吃早餐时，黄海辉
拍了一段短视频。舒崇杰在宁波
开了一家泰式菜馆，菜品精致，这
才被队友打趣。镜头下，他不为
所动，自顾自地吃得津津有味。

室外气温连续多日都在零下
10℃，带出去的矿泉水都成了冰
疙瘩。舒崇杰拿着水瓶在地上敲
打，没有任何“解冻”的迹象。“土
耳其的水都是结冰的。”在换班的
间隙，大家交流着自己的“发现”。

“每当搜救出遇难者，现场是
很沉默的。”张赛晓说，回到营地
后，很多人都不想说话，除了累，
更多的是心情沉重。苦中作乐，
算是一种释放，也更能催生出大
家奋战下去的动力。

爱是争分夺秒
在废墟中见证生命奇迹

4名队员都有过多次城市、山林
和水域等复杂环境的搜救经验，但对
于地震救援，确实有些陌生。

“和普通的楼房坍塌不一样，现
场很震撼，有的已经粉碎性分解，成
了一个个废墟。有的看着楼体还在，
但早就摇摇欲坠了。”朱建成回想当
时的场面时说。

在蓝天救援总部的协调下，朱建
成和舒崇杰领到了救援器材。根据
生命探测仪的分析，他们一次次地钻
进房梁、水泥块、门框和家具“搭”起
的空隙中，寻找着幸存者的踪迹。

余震就没有停过，最初几天，每
天都有近百次。对张赛晓来说，“不
怕”是假的，“第一天爬上作业点，余
震来了，整个废墟都在震动，当时真
的很害怕，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地震
的威力。”

从2月9日到10日下午，张赛晓
和队友在作业点3次搜索到生命迹象
信号。“下面还有人，有呼吸。”蓝天救援
队和当地矿山救援队合作破拆，于11
日凌晨1时41分成功营救一名老人。

时隔一周，舒崇杰还记得当时雀
跃的心情，“真是奇迹！老人已经83
岁了，被困了117小时。她可是在废
墟之下经历了第二次地震。”老人后来
告诉队员们：“以后每一天，都祈祷你
们平安。”

算上9日初到震区时参与营救
的另一名幸存者，这已经是4名队员
第二次成功救出幸存者。

这大大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其
他救援队里不断传来成功搜救的消
息，更让他们信心倍增。这样一来，他
们连睡觉都不踏实了。“总感觉有人在
等着我们去救，在楼底下，废墟中。”黄
海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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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救援队员的路费有着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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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灾民热情地拉住张赛晓当地灾民热情地拉住张赛晓，，向她表达感谢向她表达感谢。。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舒崇杰在救援中舒崇杰在救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