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奖励我一辆消防车”
——开原市八棵树镇祖孙三代消防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 璐

眼瞅着70岁了，金永新依然开着自己的

消防车奔往各地救火，他说他的半辈子都在做

一件事——义务消防。坚守在传递，2012年，

儿子金龙接过接力棒成了二人消防队的主

力。传递在继续，2019年，老金家里又发生

了一件大事，孙子金鑫宇考入了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这意味着家里从事消防工作的人

又多了一代。

祖孙三代人做消防，我们的故事就从“火”

讲起。

在民间，有这样一种自发的消防安全组
织，他们通常服务于社区、乡村等百姓聚集区
域或偏远之处，这就是义务消防队。这些队伍
较好地解决了“远水难救近火”的被动局面，是

“国家队”的重要补充力量。

义务消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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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从父亲手里接过接力棒，金鑫宇则考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本报记者 刘 璐 摄

防车奔往各地救火，这辆消防车是被评为全
国热心消防公益事业先进个人的奖励，每每
说起它，老金总是有抑制不住的骄傲，“全国
就给8辆，有我一个！”

做义务消防 30 多年，老金的荣誉拿了很
多，首届全国 119 消防奖先进个人、辽宁十大
消防人物……对老金来说，荣誉是动力，“我
肯定要坚持做下去，别看我今年70岁，就是我
80岁了，身体允许，我也指定继续干！”老金底
气十足。

两个人的队伍

2012年，老金从林业站退休，救火的事不
好意思再麻烦站员了，但是义务消防的事业
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个时候儿子金龙站了出
来。“打2002年起，我就和我爸一起救火了，那
个时候我正好在林业站工作。”金龙说，父亲
这么多年的坚持，自己都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我爸不容易，我做儿子的一定得顶上。”

于是，这支编制最小、只有两名成员的
“农村义务消防队”便成立了。

建队不久，爷俩便马上迎来了第一次救
火任务。

2012 年 6月，李家台乡民房起火，两人接
到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当时着急啊，边穿衣
服边去开车。”金龙说，到了之后发现是土炕里
的烟油烧着了，火势控制不住点着了房子。

这次救火，金龙负责在车里观察火势，
调节出水的大小，老金则拿着水枪在车外往
房子里打水。“每次我们的分工都是这样。”
金龙感慨，“我爸从来都不让我把水枪，怕
出事。这么多年，无论多危险的火场他都自
己‘扛大头’，他在身边我真的很踏实。”金
龙讲得很诚恳，在两人的火场里，似乎不只
有熊熊烈火，还藏着父子之间的深情。

由于农村的火场情况相对没那么复杂，
父子俩在现场沟通基本是“声控”。“说白了就
是靠喊。”老金笑着说。“我爸在车外面跟我说

大点我就多给点水，说小点我就少给点水。”
金龙说，“有时候我在车里看着情况也能把
控。”爷俩聊得起劲，仿佛把火场的情景再现。

金龙说，生活中的父亲很沉稳，不太爱说
话，但在火场上，却展现出了敢闯敢冲的血性
一面，这些深深地影响着他。回想起灭火时
自己和父亲的那些“喊话”，金龙觉得这其中
的意义胜过生活中的许多交谈。

近十年的时间，金龙和父亲救了近百场
火，配合得越来越默契，父亲却也渐渐老了。
在父亲一次次抬起水枪的时候，金龙看到了时
间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从前救火爬个墙头
我爸‘嗖’一下就上去了，现在明显慢了，有时
候走走就掉下来了。”金龙轻轻摇头，父亲年岁
的增长也让他愈加感受到了身上的责任。

在扑灭的近百个火场里，金龙和父亲都
挂了不少“彩”，磕磕碰碰早已是常态。2019
年，林丰乡永兴村柴火垛起火，多亏父子俩及
时赶到，这才保住了百姓的房子。救火的过
程中，掉落的瓦片砸在了老金的头上，“脑袋
肿起挺大一个包呢。”金龙的语气中不无心
疼，老金却在旁边一摆手，“哎呀，算啥？”

爷俩随时待命，家里人的心也跟着悬
着。金龙的母亲，老金的老伴儿宿广清尤其
担心。着火不分时间，节日期间更是一家人
的“紧张时刻”。宿广清嘴上没少埋怨，“这么
大岁数还到处跑”“过年也不着家”，但行动上
却是全力支持。

1 月 12 日晚上 7 点多，八棵树镇一间民
房因电器使用不当起火，爷俩穿上衣服就跑
去开车，还没到门口，宿广清早已把大门打
开，“救火的时候哪怕抢出来一分钟，房子不
就能少烧一点嘛！”作为“农村义务消防队”
的“后方力量”，宿广清深谙这个道理，而开
门的这个小细节也是一家人在近百场火灾
救援中磨合出来的默契。

“我和我爸能做这么多年，离不开家里人
的支持。”金龙念叨着，他的手机里存有一张
照片，爷俩身着迷彩服，上方一行字写着

“上阵父子兵，邻里保太平”。金龙介绍，这
是爷俩被评为辽宁省消防宣传大使时拍摄

的，凝视着照片，金龙许下一个愿望，“希望
我能和我爸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保护一
方百姓的平安。”

三代人的传承

老金家的消防队伍还在继续壮大。
2019年，老金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孙子

金鑫宇考入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成
为开原市消防救援大队新建路消防救援站的
一员，这意味着家里从事消防工作的人又多
了一代。

为何会在毕业之际选择加入消防队伍？
“这颗种子也许很早就在我心里埋下

了。”金鑫宇回答。
但种子埋下的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年

幼时的金鑫宇对消防并不理解，甚至还有那
么一点讨厌。

“老是大半夜接个电话就往外跑”“救完
火回来身上又是泥又是水”……小时候，看
着爷爷和爸爸为了救火跑来跑去，金鑫宇的
心里满是委屈，“从来没陪我在家过一个完
整的年。”

这种不解一直持续到金鑫宇上初一，那
一年，他亲眼看见了爷爷和爸爸在火场救火
的场面。

“我那天正和同学放学回家，听人说前面
一趟街有个房子着火了，到跟前一看，我爷和
我爸正在救火呢。”金鑫宇说，站在人群里看
着爷爷在墙头爬上爬下，几乎是站在离火焰
最近的地方灭火，自己又焦急又心疼。这次

“围观”的经历也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后来火
灭了，我看着人家不停地谢我爷和我爸，才明
白了他们的付出对全村百姓意味着什么。”从
那以后，金鑫宇心中的不解全部消散，取而代
之的是对爷爷和爸爸的崇拜。

成为一名消防员后，金鑫宇觉得自己的
生活变化很大，两年的磨炼让他的身体更结
实，意志也更坚定，“一切都在向积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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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 SHENG HUO
在 这 里 感 受 民 生 幸 福

2022年，隆冬，铁岭开原市八棵树镇。
早晨 5点，东北的天还没亮透，金永新便

和儿子金龙开车出村，目的地——开原市消
防救援大队，有一场采访正等着他们。

8点，两人准时到达。大门外，金永新的孙
子金鑫宇身着蓝色消防作训服早已等候多时。

“金爷爷来啦！最近身体怎么样？”“金大
爷，快进屋别冻着。”从大门到楼门的这一道
儿，金永新遇见的净是熟人。

熟悉源于坚守，今年已 70 岁的金永新半
辈子都在做一件事——义务消防。而坚守在
传递，几年前，金龙从父亲手里接过接力棒，
金鑫宇则考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祖孙三代人做消防，我们的故事就从
“火”讲起。

一个人的坚守

“着火了！快拿上家伙什儿！”老金一边
催促林业站的站员，一边跑着踅摸称手的东
西……

把指针拨回30多年前，这一幕已是常态。
1988 年，老金调到八棵树镇的林业站上

班，当站长。6年的当兵经历让老金把“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在心里记得牢牢的，
也把它们带到了每一份工作中，“那时候我们
讲究‘缸满地光’，你不给百姓水缸挑满，不把
地扫光溜儿的，自己心里都不得劲。”老金说。

由于八棵树镇离市中心较远，进村都是
山路，消防队到村里得俩小时，一旦着火，等
消防员来处置显然来不及。所以，除了护林
外，老金给站里定下一条规矩——救山火也
救家火。

就这样，老金带领着林业站的站员组成
了一支农村义务消防队。一家着火，大家帮
忙，脸盆、水桶、铁锹，只要是身边能用得上的
东西统统“招呼”上。

2002年和2003年，八棵树镇着了两场火，
村民的损失挺严重。考虑到现实情况，镇里
买了一辆退役的消防车，就是这辆消防车，让
老金的“义务消防路”越走越宽。

车到镇里后的一天，一个柴火垛着火了，
老金一看这火离房子可挺近，得趁早灭掉。
怎么灭呢？他打起这辆消防车的主意。和镇
党委书记一说，“我能开这个车不？”书记乐
了，“那可太好了，你开！”这是老金开消防车
救的第一场火，用老金的话说，这一次“试试”
也让消防车“黏”手里了。

最开始，根本没人知道消防车咋用，水
带刚接上，一给水，中间就崩开了。“回回这
样可不行，既然书记把车交给我，我就得负
起责任。”老金马上联系当地消防队，寻求专
业指导。

慢慢地，老金救火出了名，不只在八棵树
镇，李家台乡、上肥镇、林丰乡，也都有他带着
林业站站员救火的身影。翻开老金的手机相
册，更像是翻开了他的“义务救火档案”，那些
照片和视频记录着他出过的每一个火场，而
那些没被记录下的瞬间，也都深深地刻在老
金的脑子里。

“那是 2006 年。”老金边回忆边掰着手指
数着，“大西沟村着火了。”据老金描述现场，
村子中间是一条河，河的两边全是柴火垛，起
火的地方正处在上风口，岸边已是一片火
海。咋办？老金说：“别着急，掐火头！”老金
带着站员把没被引燃的柴火垛搬开，朝起火
点不断打水，火势一下控制住了。

“农村着火就那么几种，我现在到火场一
看，怎么救心里就有数了。”这么多年，老金的
经验总结了不少，“火要打早、打小，掐火头很
关键。”说起这些，他的语气里透着自信。

开原市消防救援大队新建路消防救援
站政治指导员华龙龙自打到队里就知道老
金，“金爷爷的消防队是我们并肩作战的战
友，更是榜样。做消防是一件很苦的事，能
坚持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但在老金看来，那都挺过来
了，还提它干吗？

记者不依不饶，“您没受过专业训练，怎
么就敢冲上去呢？那可是火啊！”

“不上你咋整？总得有个人站出来，我都
站出来了还能往回退吗？”老金反问，“农村易
燃物多，火要是救得不及时，把房子烧没了就
啥都没了。”老金说，他目睹过百姓房子被烧
之后痛哭的场面，心里真是不得劲。

救火的路上，老金尝尽了酸甜苦辣。
因为没有完备的消防器材，夏天，老金得

把一桶又一桶水浇到身上降温，“火场里温度
可高啊，烤得身上生疼。”老金说，一场火救下
来，衣服得来来回回浇湿好几遍。到了冬天
就更难熬了，开原的冬天嘎嘎冷，救完火衣服
都冻得硬邦邦的，全身上下只有膝盖能打弯，
鞋也冻在脚上脱不下来。

火灾的发生有随机性，因此很多重要的
时刻，老金都没能陪在家人身边。

30 多年，老金几乎没在家里过过春节，
“2012年的三十晚上，连续救了四场火，晚上9
点忙活到第二天早上 7 点，真是困啊！”虽然
累，但老金觉得，当百姓给自己鞠躬表达感谢
时一切都值了！

眼瞅着 70 岁了，老金依然开着自己的消

前进，更重要的是，每扑灭一场火灾，我对爷
爷和爸爸的理解都会更深一层，也更能懂得
农村义务消防的重要性。”

在日常训练和救援中，金鑫宇十分努力，
“他的责任心很重，一有急难险重的任务总是
主动请缨，第一个冲在前面。”指导员华龙龙
这样评价金鑫宇。“有时候确实挺累，我爷就
鼓励我说，坚持下去，别管多不容易，只要干
了咱就干到底。”金鑫宇说，很多苦啊、累啊，
咬咬牙就都挺过去了。

“坚持”，这是一个在采访中不断被提及
的词，似乎在祖孙三代人中，被传承下来的不
仅仅是消防事业，还有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
精神，自然之火被灭掉了，心中那团“火”却始
终在燃烧。

忙活着一样的事，爷仨凑到一起，时常会
聊到救火。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火场，消防队
又进了哪些新的装备……不同时代的消防观
念相遇在一起总会碰撞出火花，而碰撞则意味
着新的想法的出现。“有时候听我孙子讲他们
队里的救火器材，也挺长见识的。”老金说。

相遇的不只有救火观念，前些天，爷仨在
救火现场也碰到了。

1 月 17 日，官粮窖存放柴火的民房起
火，老金半夜 12 点接到电话，同样出警的还
有金鑫宇，“这是我和我爷、我爸第一次在
救火的时候遇着，感觉挺奇妙的。”说起这
次火场相遇，金鑫宇显得有些兴奋，他觉得
格外珍贵，在救火任务结束后还让人帮忙拍
了照片。

在金鑫宇的心里，藏着一个小秘密，“我
考消防员其实也有一个‘私心’，我爷今年已
经70岁了，我爸也快50岁了，我想帮他俩多干
点，也利用自己所学让咱们民间的义务消防
队更正规！”

四季不断的宣传

“ 为 消 防 代 言 ”，这 是 老 金 的 微 信 名 。
除了救火，老金还忙活着另一件事——消
防宣传。

作为辽宁省消防安全平安使者、开原消防
宣传大使，在老金的心里，时时刻刻记挂着的
事是消防，满眼看到的事也都能和消防联系起
来。别人看天气变化大多会想到增添衣物，老
金想的则是“风一大可容易着火啊”；别人一想
到过年心里都乐呵呵的，老金却习惯性地紧张
起来了，“车里的水得装满，时刻待命”。

点进老金的微信朋友圈，每条内容不离“消
防”。

“你有啥身份就得做啥事，要不人家凭啥
让你当。”老金话语直爽。“再好的药不如不拉
刀口。”“我这车宁愿放坏了也不愿意用坏
了。”这也是老金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咋能少
着火呢？“得靠宣传啊，你得一遍一遍说，村里
的百姓们才能记得住。”

在宣传上，老金可下了不少功夫，最开始
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到纸上，再拍照发出来，后
来老金觉得这样不直观，“那我就录视频吧。”
于是，在老金的微信朋友圈里，一个个防火宣
传小视频就出现了。

视频的内容大多贴近农村生活，背景有
的在山上，有的在家里，有的在河边，大多数
的开场白是那句“我是消防宣传员，只为消防
做宣传”。老金的开原口音把“防”读成了三
声，“只”念成了四声，让人听起来更加亲切。
为了让防火知识朗朗上口，简单易记，老金还
把想说的话编成了顺口溜。

降温了，老金说，“气温在下降，天气更冷
啦，用电来取暖，电线要安全”；起风了，老金
说，“秋风起，天变凉，庄稼成熟一片黄，起早
贪黑秋收忙，再忙也别忘消防，关火源、关电
源，外出干活心也安”；听到鞭炮声，老金说，

“行走来到田地间，听见鞭炮响两声，今冬无
雪万物干，燃放鞭炮有火险，千万别让儿童
放，人身安全很关键。”

“前些日子我骑车去城子山溜达，看着那
儿树叶都干了，我就马上又想起防火的事
了。”用老金的话说，“到了什么季节我就宣传
啥事，录视频随时随地，只要想到和防火相关
的内容我就赶紧掏出手机拍一段。”

像这样的“随手拍”视频还有太多，为了
更好地做宣传，老金也紧跟潮流，开通了自己
的抖音和快手账号，“也不太会玩，我就是拍
好了就往上传。”老金把手机调到快手的界
面，看着自己最近发的视频，一旁的金鑫宇伸
脖子瞅了一眼，拽着老金的胳膊：“哎呀，爷，
你这粉丝不少了啊，都 2000 多了，得好好整
啊。”“是吗？这么多人关注我呢？”老金凑近
手机屏幕又仔细看了看。

在做义务消防的时间轴里，老金也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变化，随着消防
宣传的深入，老百姓的防火意识也在逐步提
高，烧荒的、因电起火的都少了，“从前接火警
电话可多了，尤其是大年三十、清明节，那放
鞭的、烧纸的满村子都是，一晚上都不能闲
着，救完这场去下一场，这几年起火次数照以
前怎么也得少一多半。”回忆着这些年的救火
经历，老金盘算着，“不过也不能放松，一到要
紧的日子我还得去林业站待命。”

新的一年，老金的义务消防队，准备好了。

金鑫宇（右）在日常训练中。 金鑫宇供图

金永新（中）、金龙（右）、金鑫宇，祖孙三代消防员。 金永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