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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参军做消防战士已经13 年了，
在这13年中，你共参加过多少次灭火救援行
动？

李隆：确切的数据记不清了，应该有
2000多次吧。

记者：在这 2000 多次救援行动中，最难
忘的是哪一次？

李隆：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救援灭火，救
援灭火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我说哪一
次最难忘，我觉得每次都一样，每一次有每一
次的危险性，说不上哪次难忘，哪次不难忘。

记者：也就是说你每天都经历着生死考
验？

李隆：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工作性质所
决定的，不只是我每天都面临着生死考验，每
个消防队员都是一样的，我只是消防队员中
的一员，对于危险我们不想多说，以前的抢险
经历我们也不想记忆太多。

记者：为什么这样说？
李隆：每次救援行动都是在灾难的背景

下进行的，都会给国家和群众带来损失，甚至
人员伤亡。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发生这些

灾难事件，但灾难和灾害的发生不是以我们
的意志为转移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对救援
的危险经历记忆太多，不利于以后的工作。

记者：那么你们在灭火救援过程中，有过
恐惧吗？

李隆：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危险
的记忆要尽量淡化，记忆太深就会对以后的
救援有心理上的影响。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
救援，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容许我
们恐惧。当然，为减少伤亡，我们平常也要做
一些努力。

记者：你说的努力是指哪些方面？
李隆：首先在平常要艰苦练兵，其次还要

掌握一些技术，比如对各类事件的处置，要总
结好经验，而且对配备的器材要能熟练操
作。这样既能提高救援效率也能提高成功
率，还能减少自身伤亡。我们的工作时时刻
刻都面临着危险，我们熟练掌握了业务技能
后，危险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记者：你在这13年中，共救了多少人？
李隆：我参与救下的应该有700多人，我

也没有一个确切数字。

核心提示
据来自公安部消防局的消息，

11月8日，郑州消防支队特勤大队
副大队长李隆被评选为“2008中国
消防英雄”荣誉称号。从1995年入
伍以来，李隆每天都在经受着生死
考验，共参加灭火抢险救援2000多
次，拯救了700多人的生命。在四川
抗震救灾中，被他救出的卞刚芬，被
称为中国2008“生命的奇迹”。李隆
这位“菜刀兄”的故事也在网络上传
开，感动了成千上万名网友。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文 贾俊生/图

李隆在业界和郑州早已名声大振，曾立过
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头上还
有着“新长征突击手”、“抢险救援尖兵”、“杰出
青年卫士”等众多光环。但李隆被外界所熟
悉，是在今年5月的抗震救灾中。

李青松和卞刚芬在今年 5 月四川那场灾
难中都创造了奇迹，在废墟中生存了100多个
小时。而这两个创造生命奇迹的人都和李隆
有关，他就是在救卞刚芬时，在网上获得了“菜
刀兄”的外号，“菜刀兄”的故事也迅速在网络
上传开。

5月16日11时许，被埋压长达104个小时
的李青松被李隆及其他消防队员救出后称，离
他不远处还有一个名叫卞刚芬的女工被困，不
知生死。闻听此讯，已经疲惫到极点的李隆和
消防队员们再次振作精神，用生命探测仪对废
墟深处进行认真仔细的探测，基本确定了被困
者的位置。

现场情况非常复杂和危险，卞刚芬的哥哥
哭着劝李隆他们说：“你们已经尽力了，不能再
冒险了，别把战士们的命再搭上。”

“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也要把她从死神

手中抢回来。”李隆带领队员爬入楼板缝隙内
部，在十分狭小的空间内，对阻拦在他们和卞
刚芬之间的混凝土梁实施破拆。缝隙里空间
太小，使不上劲儿，李隆他们就用手抓、用手
捧，一点一点地往外掏。混凝土碎屑一会儿就
将手套磨穿，指尖渗出的鲜血和碎屑混在一
起。

洞口终于被打通了，但压在卞刚芬身上的
门板、家具，却死死卡住了她的身体。不时发
生的余震使救生通道和卞刚芬身上的楼板在
一点点往下沉。见此情景，卞刚芬哽咽着说：

“你们快走吧，别救我了。”
李隆坚决地说：“不行，要死咱俩死在一

块，要活咱俩一块出去。”
狭窄的洞内没有顺手的工具，情急之下李

隆大喊：“刀！刀！给我找把切菜的刀！”战友
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把锋利的菜刀，他就
靠着这把菜刀，拼尽全力硬是将门板、家具一
点一点地砍开。

经过连续 20 多个小时的艰苦奋战，被埋
压124个小时的31岁女工卞刚芬获救了，从此
在网络上，李隆有了一个“菜刀兄”的外号。

从1995年李隆参军入伍以来，他共参与
灭火抢险救援2000多次，拯救了700多人的
生命，在他身上充满了许多传奇经历，对李
隆进行采访时，谈及每次灭火和救援，他却
轻描淡写而过。

采访了许多消防战士，才对李隆有了一
个深入了解。在战士们的记忆中，每次执行
任务，特别是面临生死危险的任务时，李隆
总是冲在最前面。于是，他就有了一个绰
号：“敢死队长”。

2003 年 6 月 12 日凌晨，在郑州一 30 多
米高的废弃烟囱顶端，一女子大喊大叫着
来回走动，还不时将砖头扔到附近的居民
楼上，被惊醒的群众赶忙报警。由于受锅
炉房影响，消防云梯够不着烟囱。赶来救
援的消防队员现场分析：要救人，只有徒手
爬上 30多米高的烟囱，但这样危险极大，这
个废弃烟囱老化严重，随时都可能塌。

“让我上。”情况紧急，不容过多考
虑，此时已任郑州消防支队特勤大队特
勤一中队副中队长的李隆主动请缨。李

隆和战友许友爱贴着烟囱壁缓缓上移……
发现有人上来，女子摸起砖头向下猛砸。
躲过袭击，李隆稳了稳神儿，瞅准机会，
快速跨入铁镫，将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套
在女人的脚上，将其捆紧后，缓缓将她往
下放……

2004年1月13日下午，郾城县境内一载
有49吨氯气的槽车倾翻水沟，大量剧毒气体
泄漏，数万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李
隆带领由 7 名特勤官兵组成的抢险堵漏小
组，长途奔赴现场后，他毅然跳上摇晃不定
的简易工作台，连续奋战8小时，将泄漏处一
一堵上。而他却因中毒，四肢、手脚都没有
了血色。

2004 年 5 月 5 日，陈寨冷库发生蒜薹
货架倒塌事故，34 名被埋压农民工生命危
在旦夕。接指令后，李隆带领中队全体官
兵赶到现场，他第一个冲进车库。连续奋
战 15 个小时，李隆成功扒出 11 名农民工，
而他全身都是伤痕和血迹，3 天后还拿不
动筷子。

问及为什么要当一名消防队员，李隆
很自豪地回答：“做一名消防队员是我小
时候的理想，我姨父和姑父都是消防队
员，我从小就认为当一名消防战士非常神
圣。”

李隆对自己第一次出火警还印象深刻：
“第一次出火警，我就被深深震撼了。”

李隆介绍说，1996年 5月，107国道附近
一个纸箱加工厂发生火灾，他们到了现场
后，老兵们站在火场一线用水枪灭火，他和
其他新兵站在稍远的二线负责后勤保障，附
近的百姓都被疏散了，大火一开始非常肆
虐，但在战士们的努力下，一个多小时后，终
于被扑灭了。“我那时候真是感觉无比自
豪。”

第一次感到恐惧是在 1997年 3月，当时
在经七路的一个火场，李隆的任务是搜救，
他救出 6 个人后，发现火场内有 3 个液化气
罐已被大火烧得很烫，随时有可能爆炸，必
须要对3个液化气罐进行冷却。“我手持水枪
对着这3个罐子喷，冷却工作持续5分钟，当

时我离液化气罐仅有 3米距离，害怕是自然
的，但最后还是横着心把任务完成了。在这
之后，我遇到过更多比这危险的场面，可能
是遇的多了，也就习惯了，现在我没什么好
怕的了。”

“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从事消防事业，
没有选择转业？”说起这个问题，李隆讲了一
件事，有一次一个木材厂着火，火势很大，木
材厂附近有许多村民的房子也被引燃。“我
们赶到现场后，车还没停稳，十几名村民就
围着我们的车跪下了。那次战役，我们舍生
忘死地扑救，终于让火灾损失减少到最小。
扑灭大火后，村民们围着我们痛哭流涕，不
知道怎么表示感谢。那一刻，我突然生出一
种神圣的使命感：我活着，就是为了拯救灾
难中的人们。”

“现在总有人夸我勇敢，可我小时候不
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有点内向，根本没想到
自己能有那么多次出生入死的经历。其实，
我的勇敢都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在消防队
待得时间越长，就会越勇敢。”

被网友称为“菜刀兄”
在抗震救灾中，他用菜刀救出了被困124小时的女工卞刚芬

被战友称为“敢死队长”
每次执行任务，特别是危险任务时，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对话李隆
对救援的危险经历记忆太多，不利于工作

◀2008 年 5 月 17
日，在地震中被困 124
小时之久的卞刚芬被河
南消防抢险突击队成功
救出。

◀ 2003 年
李隆在烟囱上
救下一名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