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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陈女士
10楼跳下被脚手架挂住

在静安中心医院，陈女士惊魂未定，庆幸捡了一条
命。陈女士今年50多岁，住在10楼。事发时，她正在家
中午睡，睡梦中，被一股刺鼻的烟味熏醒。睁开眼，满屋
子都是浓烟。她赶紧打开房门，走道里更是一片烟雾。

陈女士不敢多想，她果断选择了从窗户上跳下。“当
时就一个想法，在里面可能被熏死，还不如直接跳下去，
外面有脚手架，即使摔到地上，也不会摔得很厉害。”所
幸的是，她在往下跳时，在7楼被脚手架挂住了。没过多
久，她就被消防人员发现并救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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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不行了，能活一个算一个
我说，就算死也要在一起

大火中，老太坚持与患病老伴同生共死

A22

尚有50余名居民失去联系
起火当晚，静安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就被设置成“11·15火灾善后处理接待组”。
一楼场地的最外端贴着几张名单，许多人都站

在名单前沉默地流泪。一边名单上是已送往医院
的受伤居民，另一边是至今仍未找到的居民。未找
到居民的名单上列有43户50余名人员，大多为60
至70岁的老人。“到现在，很多人的家人还没有找
到，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一名工作人员低声说。

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被警方安排为辨认遇难不
幸人员照片的工作室，不少家属徘徊在工作室外
等待进去辨认。

保洁工老张
报警通知地下室工人

老张站在恒森广场大厅内，庆幸着自己能侥幸逃
生，也不断祈祷其他人的安全。老张是起火大楼内的一
名保洁工人，与老婆住在这栋楼的地下室。事发时，老
张正在9楼保洁，突然，外面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老张
立即抬头向窗外望去，发现外面脚手架浓烟一片。

“我赶紧坐电梯下去了。”老张也是最早逃生者之
一，据其介绍，他出了电梯后，直奔地下室的家，找老
伴。大喊“起火了起火了”。

“这个时候，电梯都不能用了，整个楼内都是烟。”老
张的妻子惊魂未定，双臂紧抱在胸前，满脸发白，“当时
地下室也在施工，很多工人都在里面，我就大喊一声，

‘失火了，你们快走啊。’”工人很快跟着跑了出来。从大
楼内出来不久，整栋大楼就被浓烟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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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已经导致53人遇难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截至 16日上午 9时 30
分，上海胶州路特大火灾事故已导致53人死亡，另
有70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7人伤势严重。

大楼起火点初步判断为北侧脚手架
上海市消防局局长陈飞 16日表示，根据现场

勘查、人证以及对物证录像等的分析，初步判断起
火部位位于大楼北侧，即靠近余姚路一侧，楼层为
10层楼左右。

安监总局赴上海指导救援和事故调查
记者16日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了解

到，上海“11·15”火灾发生后，安监总局局长骆琳、
副局长梁嘉琨已率安监总局工作组赶赴事故现
场，指导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等工作。

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记者从16日召开的上海市政府专题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经连夜侦查，火灾发生时有人在10楼现
场违规实施电焊施工，点燃了尼龙网、竹片板等可
燃物。截至 16日 18时，公安机关已对 8名涉案犯
罪嫌疑人依法实施刑事拘留，这些人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公安机关在最先起火的部位提取了电
焊枪、电机设备等物证，嫌疑人也作了口供。

大部分重症病人生命体征平稳
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李卫平说，截至 16日 16

时，上海各有关医院救治的伤员中有重症病人 15
人，其中男性 10 人，女性 5 人，50 岁以上 9 人。他
们主要为吸入性呼吸道损伤，其中不少老年伤者
伴有不同程度慢性疾病。目前这15名病人生命体
征总体平稳，但个别人员病情有波动。

静安区区长：起火楼不是教师公寓
上海市静安区区长张仁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火灾发生后，静安区立即启动善后安抚工作，
紧急安排 16 家宾馆的 700 余个房间，将发生火灾
大楼以及同小区另外两栋大楼的居民 800余人紧
急安置到宾馆中。16日上午，静安区安排寻亲者
到殡仪馆认领遇难者。与此同时，静安区已经将
第一批临时救助款送到居民手上，并在全区募捐
首批240余万元善款。

张仁良还表示，起火大楼为胶州路 728号，同
小区另外两栋大楼分别为常德路 999号和胶州路
718 弄 2 号，均于 1998 年入住。其中，常德路 999
号和胶州路 718 弄 2 号是静安区为了解决该区教
师住房困难而建设的，都分配给了教师，当地居民
俗称“教师公寓”。而起火的 728号大楼是商品住
房，对社会公开出售，并非“教师公寓”。

【事件进展】

75岁老太
坚持与患病老伴同生共死

75岁的陈老太今天感觉好些了，她和丈夫二人都从这场火灾中
脱险，只不过丈夫在另一个医院中救治，暂时无法相见，她的老朋友
和亲人都前来探望。

陈老太告诉记者，她家住在17楼。“当时只听见外面噼里啪啦的
声音，我以为是别人装修，也就没在意。”但到阳台一看，原来大火已
经烧到了窗子。陈老太的丈夫患有帕金森病，平日足不出户。“我们
本来还在商量走不走，但转眼玻璃就烧碎了，窗帘也烧起来了。”

一人一条毛巾，什么都不带，陈老太和丈夫选择离开。
陈老太回忆道，当时消防通道里几乎看不见，只能凭借偶有的窗

子看到一些微弱的光。陈老太的丈夫几乎无法行走，只能缓慢下行，
“消防通道里有垃圾，我只能先走半层探路，再告诉老头子怎么下来。”

才走了没几步，老伴说，走不动了。“他说你走吧，我走不动了。”说到此
处，陈老太声音有些颤抖，“我拉着他，不让他坐下。我跟他说，要么不走，要
走一起走。”在陈老太不断的鼓励下，患病老伴一点一点往楼下挪。“一路上
我不停地骗他说，马上到了，马上到了……”

夫妻俩一路缓慢下行，在走到五六层的时候，患病老伴怎么也
走不动了。“我指着窗外，让他看对过楼层，告诉他再坚持一下，快到
底了。”陈老太哽咽着说，“他跟我说他不行了，能活一个算一个。我
说，就算死也要在一起。”

突然，楼上另一个逃生的人抱着孩子撞倒了陈老太的丈夫，他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顿时瘫倒不会走了。“我只能拖着他，一点一点
沿着楼梯往下滑。”说到此处，陈老太几度哽咽。

万幸的是，现场搜救的消防队员最终救出了这对老夫妻，他们
用担架把陈老太的丈夫抬下楼。不过因为入住医院不同，一天过去
了，陈老太还未见到她的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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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为了对孙女的承诺拼死逃出

离火场不远的静安区中心医院，记者遇到一位退休老教师，她和
老伴是23楼的住户，这对老夫妇成功地从火焰和浓烟的包围中逃生。

“为了兑现对我孙女的承诺，我们一定要活着出去。”65岁的向海咪说。
起火当天下午 2点 30分，向老师正在家里上网，老伴则在睡午

觉。“当时我看到外面有烟，打开窗子一看是楼下着火了。”当时她心
想，她家楼层高，火应该不会烧上来，于是就喊醒老伴，并拨打火警电
话，两人并没有马上撤离。

可是不到半小时，只看到烟雾夹着火苗向他们家逼来，老夫妻商
量了一下还是得快逃。此时电话响了，是在隔壁小学念书的小孙女打
来的，当时学校已经开始疏散，孩子看到自家大楼火光冲天，急忙通知
爷爷奶奶快逃。对着电话那头泣不成声的孙女，向老师一字一句地
说：“你放心，爷爷奶奶一定会活着逃出来的。”正是这句承诺，激励着
两位老人完成了一场九死一生的逃生。

向老师夫妇只带了湿毛巾和哮喘病喷雾，打开门，走道里全是烟
雾，电梯肯定不能乘，往上走也是绝路，只有硬着头皮从23楼走下去。

顺着满是烟雾的楼道，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摸索前行，什么都看
不见，只能顺着墙壁慢慢走，所走的一侧楼梯只有他们两个人，事后听
说多数邻居都是从另一侧楼梯逃下去的，出现了排队逃生的情况。

“这一路伸手不见五指，烟雾呛得我们几乎无法呼吸，地上都是
水，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去，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拼命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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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人小李

站在烧烫的楼顶呼救
在恒森广场前，10多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满脸

灰尘，一边用矿泉水漱口，一边弯着腰使劲地咳嗽。记
者看到，他们身上变成了黑色，鼻腔、口中也被烟熏得发
黑。据介绍，他们刚被消防人员从大楼中救出。

“起火时，我们正在 28楼搭脚手架。”小李介绍，他
们是重庆人，一个月前跟随 30 多人的施工队来到此处
施工，其主要工作就是搭建脚手架。看着火从脚下往
上蹿，小李与其他 10 多名工人慌不择路，10 多个工人
只好爬到楼顶，然后拿着手中的黄色安全帽向楼下大
喊，招手。

“屋顶上烟稍微轻了点，但楼板太热了，不能站人
啊。”小李的同事介绍，楼板被大火烧得滚烫，双脚因此
被烫伤。记者看到，他不断往脚上浇水降温。所幸的
是，消防人员很快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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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综合新华社、《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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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后，几位老人爬上脚手架等待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