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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第一次采访王亚群是在今年

的五一劳动节，4 个小时，她全

程叙述的都是她的父亲和哥哥。

我数次将她的话题拉到新疆，刚

接茬，话锋一转，又回去了。于

是我知道，我必须先了解了她的

父亲和哥哥，才能了解她。根据

她提供的线索，我上网查找到她她

父亲的有关资料，当我提出再度

去采访她的时候，她说她失眠了。

关于她的故事，能写的其实

还有很多，比如她转业回到长沙，

父母亲都已离世，奶妈也不知所

终；还有她的丈夫去世，等等。

可我实在写不下去了。一个 85 岁

的老人，一生历尽磨难，却初心

不改。“我要入党”是她一生的愿

望，接下来的故事都跟这个愿望

有关。可是，当我告诉她入党是

没有年龄限制的时候，她微笑着

摇头，说：“我年龄大了，不能为

党工作了，现在入党，不就是给

党添麻烦吗？”我忍不住泪奔。

第二次采访，我问了她许多

问题，现将文章中未叙述的部分

完整记录于此。

问：在新疆，有没有您最感
恩的领导或同事？

答：我最感恩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王震将军。你们真的是没

有见过新疆当年的样子，王震带

领的部队能够把新疆治理得这样

好，真的是了不起。王震还很会

关心人，晚上到宿舍亲自给战士

们盖被子。这些我一辈子都不会

忘记。另一个是我的政委。我后

来一直想找他，可是没有找到，

他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想入

党，就是因为我感觉共产党有太

多这样的好干部。

问：今年即将召开党的二十
大，您对我们党和国家，有什

么祝愿？
答：我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

坚强。我们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

人，对老百姓很爱护，对我们这

些当兵的也很关心，值得信任和

拥护。现在国家面临一个大的难

题就是台湾问题。当年抗美援朝，

我是递交了申请要上前线的，组

织上说我小。现在，只要不嫌我

老，我愿意重新穿回我的军服。

……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王

亚群，她对党的情感，赤子一般

纯洁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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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4 版）

近日，一条女子消防队的变装视频引无数网友点赞。平日里，她们是普通
的农村妇女，穿上消防服，她们就是村里的巾帼消防救援队员。

她们是今年 3 月正式成立的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黄栗坳村巾帼志愿消防
队。生活中的她们，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做各种零活补贴家用。一旦穿上消防服，
走进训练场，她们个个眼神坚毅，面对火情毫不畏惧。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近
芷江侗族自治县岩桥镇黄栗坳村，听村民们讲述她们与火焰斗争的故事。

最初让����������������

黄栗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黄栗坳村第一书记����������

在村里组建一支志愿消防队想

法的，其实是刚入�时，怀化

消防支队的一个电话，“他们建

议在村里搞个消防站。”而今年

1 月发�在村里的一场火灾，更

是让她意识到有一支消防队伍

及时救援的重要性。

“火灾发�在晚上，老两口

准备入睡，发现不对劲后他们

穿着内衣裤就跑出来了，天气

又冷，村民们只能拿水桶装水

救火，最后等乡镇的消防车赶

到时，房�基本已经烧完了，

唯一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告诉记者。

黄栗坳村森林覆盖面积广，

距�城 20 公里，离乡镇也有 15

公里，山路蜿蜒而窄，“连�道

都只有 4.5 米宽。”侗族民居房

屋多以木质结构为主，村民居

住分散，一旦发�火灾，依靠

�城和乡镇的消防力量，容易

贻误最佳的救援时机。

回想起那场火灾，���仍

觉得心有余悸，“当时只有一个

念头，就是一定要尽快把村里

的消防队伍建立起来。”

由于青壮年男性大多外出务

工，留守妇女就成了村里的中

坚力量，能够及时响应、开展

工作和训练。“特别是一些年纪

偏大的女同志，对村里情况非

自从志愿消防队成立后，黄

栗坳村没有发�过一次火灾，祝

晓媛坦言，“我们的存在，更多

是起着宣传和预防作用。”尽管

如此，祝晓媛和队员们的训练并

不放松。

“�里的消防员会来指导。”

祝晓媛说，“我们从观看纪录片

开始，学习如何判断火势蔓延的

途径，如何采用不同的灭火方式，

如何疏散、救人等知识，而后才

是灭火的实际操作。”

在实操培训中，队员们着实

吃了一番苦头。

首先便是穿消防服，“又重

又闷，为了快速进入火场开展救

援，既要保证穿衣速度，又要保

证每个步骤做到位。为了提升体

能，我们还增加了跑圈的训练。”

“老大�”队员�传�告诉记者，老大�”队员�传�告诉记者，”队员�传�告诉记者，

在能够熟练穿脱消防服后，她们

就要开始学习铺设消防水带和使

用水枪等灭火技能。

消防水带如何甩到正确的位

置，水枪如何准确喷射至火源，

�传�只能一遍遍地练习。“�

法总比困难多，除了苦练之外，

祝队长也会把我们训练的视频录

下来，喊大家一起研究哪些动作

不标准，下一次训练的时候再改

正，我有不懂的也向大家请教。”

下训后，队员们也没闲着，

志愿消防队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那就是将培训中所学到的消防知

识传递给村民们。

“我们会在日常�活中潜移

默化地引导，比如孩�们在玩手

机时，我会告诉他们充电器不用

要及时拔掉，万一电器、插线板

着火要怎么处理。”队员刘忠�

还习惯将科普文章分享在家庭群

里，“务农时也会和乡亲们聊天，

他们也好奇，我就把培训时了解

到的警示案例分享给他们，尤其

最近天气炎热，防火防高温特别

重要。”

刘忠�还向记者展示自己身

穿消防服的照片，照片中的刘忠

�笑容甜�，但身板挺得笔直，

直视着镜头，有模有样。有一次，

刘忠�的孩�们在妈妈的手机里

翻到这张照片，“小孩�也不懂

嘛，只看到妈妈穿着消防服，可

激动了，连着说了好几遍‘我妈

妈是消防员’。”

随着时间推移，队员们愈发

得心应手，也越来越积极参与其

中。�里的媒体为志愿消防队的

队员们拍摄了那条变装视频，�

��告诉记者，“当村民们刷到

视频，自豪地指着说‘这是我家

妈妈、妹妹’时，我看到队员们

有些害羞但坚定的眼神，就知道

她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宣传预防，她们端起水枪守卫家园

凝心聚力，她们建起村里的志愿消防队

文静然（左）与湘女王亚群交流。

队员们正在积极学习灭火技能。（受访者供图）

常了解，平时就在处理矛盾

纠纷、乡村建设方面做了很

大贡献。”因此，在经过多次

商议后，黄栗坳村决定成立

一支巾帼志愿消防队。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了

解消防工作的内容，学习消防

知识，在走访宣传时不仅能

更好地动员村民，也能提高他

们的消防意识。”黄栗坳村妇

联主席祝晓媛告诉记者，本

以为村民们会有担忧、困惑等

情绪，不愿意加入，“但她们

都非常支持，报名的妇女大概

有二十多个。”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只

觉得这是件好事，家人也很

支持，还把犹豫许久的摩托车车

买了回来，方便我出行。”正

在外务工的村民刘忠�接到

村里组建女�志愿消防队的

电话时，没有丝毫迟疑地报名

参加。

黄栗坳村最终组建了一支

11人的志愿消防队，年龄最

小的 21岁，最大的 57岁，全

部由村里的干部和留守妇女组

成，���消防救援大队为巾

帼志愿消防队赠送了抽水泵、

水带水枪、消防灭火防护服等

消防器材。“争取到的经费和

器材等资源，基本能保证村里

消防队 5 年的运转。”���

告诉今日女报 ���记者。今日女报 ���记者。记者。

经过队员的推选，祝晓媛

成为了“黄栗坳村巾帼志愿消

防队”队长，负责组织队员进

行日常训练。

队伍成立当天，队员们换上消防服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生 周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