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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援时，很多队员都会遇到危险，比如在深
水、深山悬崖，队员们自身安全只能依靠自身能
力、经验和团队协作。民间救援队毕竟是属于民间
公益组织，专业力量有限，如果要获得专业方面的
培训需要耗费较大的资金。经历过生死救援，大家
都知道救援专业性的重要，队员们都非常希望能多
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救援的效率和成功率。

为了更好地开展水下救援，赖忠鎏等几名队员
就专门自费参加培训，考取了潜水相关的资格证书。
其中，赖忠鎏考取了四个体系潜水教练资格证，是全
省唯一一名同时拥有四个体系教练证书的人。

“我们去年单单接山地救援就有63起，有些救
援任务有很大危险性，队员们受些外伤之类的情况
很常见。”潘灵峰要求山岳的队员都必须通过绳索
救援技能培训并要擅长攀岩、速降等技能。

郑佰洪很忙，他的手机那头时常传来各种各样
的求助电话。有请求帮助摘马蜂窝、捉蛇、寻人
的，或者是帮助打捞溺水者，接到任务后队员们总
是竭尽全力去处理。“救援队员也时常遇到被马蜂
蜇伤、被流浪狗咬伤，而这些意外，都是要由救援
队员自己承担，自掏腰包治疗或者打狂犬疫苗”郑
佰洪说。

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大多数救援队员的专业
培训只能依靠传帮带，老带新的模式，相对而言专
业能力的提升和专业实践经验的积累都比较有限。
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书记杨赛燕表示：“希望
能够让我们的民间救援队得到更多专业培训机会，
来保障队员的安全和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政府可
以要求和提倡部分专业培训企业能够公益免费为我
们的民间救援队进行专业救援技能的支持和培训，
使我们民间救援队伍的力量能够更专业。”

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和预案管理科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相关部门也努力在帮助这些民间救援组
织解决资金的压力“像每年对救援人员的慰问尽量
送慰问金，经常开展安全培训，同时也尽量把他们
急需的装备列入乐清救助体系由政府采购，来支持
这些民间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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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救援力量除了公安机关、应急管理部门这些救援行动的

骨干力量外，民间救援队伍在各种救援行动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近年来，乐清的民间应急救援组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市应急

管理局应急救援和预案管理科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乐清民间应急救

援组织已登记注册的就有六家，分别为蓝天、三角洲、山岳、龙之

野、海鹰、雄鹰等，此外还有一些尚未登记在册的民间自发救援队。”

民间救援组织覆盖面更广、更灵活，在应急处置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这些民间救援队伍，基本上都是由一些具备专业救援技能的热

心市民自发的集合在一起，救援动力都是来自于对公益事业的热爱。

平时队员们“散落”在各地，一遇到突发状况需要人手，接到警情他

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乐清的民间救援队伍不仅数量非常多，而

且这些队伍也各有侧重，像山岳主攻山地救援，三角洲擅长进行水下

潜水救援，而蓝天则综合救援能力强，这六家救援队伍都各具特色。”

这名工作人员说。

乐清市三角洲 （民防） 救援服
务中心是乐清比较老牌的一支救援志
愿队伍。发起者赖忠鎏是一名退伍老
兵，退役后，热衷公益服务的他萌生
了建立一支救援队伍的想法。“当时
乐清还没有专门的水下救援队伍，我
想着去填补这块空白。”他说。

2004年，乐清市三角洲救援队成
立，他召集和发动了和他一样热衷救
援服务的几名爱心人士，自费购买皮
划艇、潜水设备，开展志愿服务。“当时
有一些溺水警情，我们接到任务后在
群里发出召集令，几乎一呼百应，很快
就集结一群队员出动救援。”他介绍，
队员们干劲十足，都是开私家车、穿自
费购置的装备，奔赴救援一线。参加救
援活动多了，名气打响，越来越多热
心公益人士加入这支队伍，鼎盛时
期，队员达到300多人。

后来，三角洲救援队的一些队员
独立出来又成立新的救援队伍，这些
年，随着民间救援队伍的增多，三角
洲也逐渐开始慢慢转型，向应急救援
培训和安全知识宣讲转变。前年，该
中心为江苏、浙江等省多支救援队
70多名队员开展了潜水培训，去年
也有一批40多人请该中心为其授课
培训。“救援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
人都是缺乏安全意识导致的悲剧，普

及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比事后救
援更重要。”为此，赖忠鎏还致力于
儿童安全教育宣传，每年的暑假前，
赖忠鎏和队员们都会前往小学、中学
校园开展防溺水宣传等。

在龙之野救援队基地，墙壁四周
挂满的锦旗，是这支正式注册成立才
三年的队伍的“军功章”。龙之野救
援队队长刘晓光笑道，每年队伍都有
新成员加入，这些年，他们已经迅速
壮大为一支拥有70多人的队伍。这
些队员大多是退伍军人、户外爱好
者，对野外救援有一定的经验，大家
还各有所长，有的擅长绳索技术，有
的擅长速降，有的对附近山地熟悉
……这支队伍也因此以山地救援为他
们的主要服务内容。

在积极参与救援活动的同时，龙
之野还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活动。在疫
情期间，龙之野出动了 2000 多人
次，连续执勤92天，在高速路口、
小区门口、隔离点等地执勤，还自发
购置口罩分发给群众。在疫情防控形
势好转后，队员们立刻开展助力复工
复产行动，免费为学校、幼儿园等教
育机构开展消毒行动。无论是抗台防
台、疫情防控，凡是市里的重大活
动，总是能看到乐清各支民间救援队
的身影。

从无到有 救援队伍日益壮大

自发组队，自己承担每次出勤的
费用，是这些民间救援队前些年的常
态。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从各救援队
了解到，每个队伍基本上都经历过这
样的苦楚：培训经费不足、专业救援
设备缺乏、没有场地等问题。“这就
跟‘开店容易守店难’的道理一样，
队伍的维持，需要大量资金的支
撑。”赖忠鎏的这番话，道出这些民
间救援队共同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

赖忠鎏是虹桥镇消防站的一名协
警，十多年来，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都用在了为队伍购置装备上。“就像
养一个孩子一样，这些年一共投了多
少钱，已经算不清了。”他说，刚开
始这支队伍一直靠他和队员们自己掏
钱支撑，随着队伍和名气逐渐壮大，
陆续有一些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为队
伍提供资金赞助，相关部门也给予了
一些资金补助。但要想让这支庞大队
伍顺利运转，这些资金并不能完全满
足需求。“每年更新、维护设备以及
培训、场地等费用，就高达30—50
万元。”他说，资金不够，就只能尽
量开源节流：队友们都是无偿服务，
甚至常常还要贴钱参与志愿服务，一
些老旧的设备，能凑合用的就先不换
新。这些年，他们转向救援培训，除
了想普及安全知识和救援技术之外，
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收取
少量的培训费用，填补运营团队的开
支缺口。

开源节流几乎成为这些救援队伍
面对资金困境时的统一动作。众筹资
金建设修整团队场地、自己掏钱买装
备、出勤回来AA制吃饭……龙之野
等队伍也经历了这些。“再怎么省，
一年的开支至少也要五六万元。”刘
晓光说，在建设基地的时候，为了省
钱，大家舍不得叫泥水工，几名队员
自己动手，浇出了一条水泥路。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潘灵峰负
责的山岳应急救援中心之前没有场
地，在市应急管理局关心支持下，将
白石街道一处山脚的几间闲置管理房
给山岳应急救援中心使用，最近潘灵
峰和队员们正在改造整修，作为训练
场地和装备库，而整修这些钱都是队
员你几百我几千的自掏腰包解决。

虽然资金有缺口，但面对救援对
象获救后的资金酬谢时，救援队员们

都是非常坚决地婉拒了。“这些年政
府对我们民间救援队伍越来越重视，
给予了不少帮助。”刘晓光说，一些
部门会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助和设备支
持，目前仅能够基本维持队伍日常运
营，但要想更新装备、提升人员技
能，仍是杯水车薪。同时，他们的日
常训练等，也需要合适的场地支撑。

“我们救援队至今没有固定的场
所存放各种救援装备，一年内搬了两
次家，最近因为原来的地方要作它
用，又得搬，现在连开会的地方都没
有，有事大家就在出发救援的路上把
事情给商量了。”雄鹰应急救援服务
中心负责人郑佰洪有些无奈地说 。

十多年来，三角洲从几个人扩大
到数百人，再变成如今 30 多人坚
守。这个抛物线式的变化，除了团队
细分、队员另组队伍等原因之外，与
志愿服务“大浪淘沙”式的筛选也息
息相关：这种纯付出式的志愿行动，
需要很大的奉献精神和耐力支撑。

“很多时候我都不想继续干下去了，
但是一接到求助，就会有种冲动，忍
不住就跑去了。”赖忠鎏道出了大多
数正在努力坚持的民间救援志愿者的
心声。

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一名队员
说：“所有救援完全是公益的，不收
一分钱。”训练、救援装备购买，大
多是队员自己花钱，执行AA制。庞
大的开支仅靠个人很难长期维持，致
使绝大多数民间应急救援队伍都面临
资金难题。

市山岳应急救援中心主要针对山
地救援、高空救援，例如缆车事故、
坠崖、矿山意外事故等。“山岳的队
员们每次出发救援就必须携带个人装
备：绳索、头盔、下降器、安全带
等，一套装备的价格都在15000元
左右，这些都是队员们自行购买
的。”该中心主任潘灵峰介绍，因为
要高空作业，为了救援队员的人身安
全，队员采用的绳索都是进口的，稍
有磨损的绳索都要换掉，一年下来，
仅换绳索这一块的损耗加起来就要十
几万元。还不计算队员的时间成本和
交通费汽油费等。经费上经常捉襟见
肘，好在留下来的队员都不计较个人
得失，每次救援产生费用，队员们当
场把费用分摊掉。

队员不计个人得失 坚持纯公益运作

加强专业技术培训
危急时刻显身手

救援队队员在救援中。

龙之野救援队培训现场。

山岳应急救援队在开展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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