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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平凡的英雄——一位
是时刻准备出动的专业救援队队
长，多次拯救落水者或轻生者的生
命；另一位是退伍军人，偶遇群众落
水，借了两个儿童游泳圈就下海，将
人救起后因体力不支在海里泡了1

个多小时。
每年夏季，溺水事件多发，而这

些平凡英雄，一次次地用自己的
生命守护生命。本期家访，记者走
进两位平凡英雄的家中，了解他们
和时间赛跑、与死神博弈的故事。

林星放忆起印象最深的一次救援：去年
10月，在同安中洲大桥附近，一名女子疑似
喝醉跳进海中，随后，一名男子也跳了下去。
深夜12点50分，110联动电话将林星放从
睡梦中唤醒，他赶忙驾驶船艇奔赴现场。

彼时恰逢台风天，海水涨潮、波浪汹
涌，落水群众已被冲远，只有隐约呼救声从
海上传来。“船随浪涌摇摆，幅度有一米多
高。海上光线昏暗，很难辨别落水者所在

的方位。”林星放咬紧牙关，循着呼救声和
水流方向驾船前行，在漆黑的海面上不断
搜寻目标。

40分钟后，在公安、消防以及海上救
援队等多方配合下，两名落水者被成功救
起。“女子只剩下模糊的意识。男子用双手
托着她，在海上漂了一个多小时，早已经精
疲力竭……好在，两条鲜活的生命被救回
来了啊！”说到这里，林星放长舒了一口气。

台风夜驾船出海 在波浪汹涌中搜寻落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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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自林的热心肠，在鼓浪屿上家喻户
晓。徐自林是一名电瓶车驾驶员，当他看
到岛上居民拉着重物前行时，都主动帮
忙。“当时认定他，也是因为他的热心肠。”
郑秋风害羞地说道。

不仅如此，徐自林的热心体现在他生活
和工作中的每一处。2004年鼓浪屿组织员
工献血，从那时起，徐自林便每年坚持参加
献血活动，至今献血量已达到了11000毫
升；2020年9月，继他和另一位同伴救下溺
水人员仅一个月，在鼓声路附近有名游客晕
倒，徐自林从附近商家借来大遮阳伞，为游

客挡了1个多小时的烈日……
徐自林总说自己是个急脾气的人，大

女儿郑徐瑞却从不这么认为：“爸爸对我们
很有耐心。”她说，自己每次偷偷去海边游
泳被发现时，徐自林总是耐心解释私自下
海的危险，在得知父亲下水救人的事迹后，
郑徐瑞便再也没有偷偷下海。

说起这次获得的荣誉，徐自林连连表
示：“都是来自街道领导和同事们的爱护。”
他说，他只是做了当下他最应该做的事。
在他们一家人看来，伸出手的援助不仅帮
到他人，更是温暖着他们自身。

2020年8月19日晚上，徐自林和妻子
郑秋风外出散步。两人走到鼓浪屿菽庄花
园附近时，郑秋风突然听见海边传来呼喊
声，顺着声音望去，海上有一个浮浮沉沉的
一个白影，离岸边将近200米远。

向旁边商店老板借了两个游泳圈后，徐
自林就毫不迟疑地直奔海中救人。郑秋风还
记得，那是店里仅剩的两个儿童游泳圈，根本
套不进他的身体，只能一只胳膊套一个。

这一下水就是1个多小时，在岸边的郑
秋风越等越揪心，不停问赶到现场的民警：

“还有多久才上得来？”郑秋风说，事后她才

知道，当时徐自林游得没力气了，与同伴合
力将溺水者推上一艘抛锚的游艇后，自己爬
不上去只能攀着船舷，泡在海水里等待救援
船只。当日，徐自林上岸后，身上皮肤被泡
得又白又皱，脸、腿多处被礁石划伤。

郑秋风说，多年的相处中她深知，丈夫
胆子不大。“以前我们住的地方要经过一
片空旷地，晚上回来晚了他都要叫家里的
狗去接他。”郑秋风说，当她看到丈夫为救
人义无反顾地下水，甚至受伤也不放弃
时，那种英雄气概让她十分佩服，自豪感
油然而生——“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文/本报记者 房舒
实习生 吴越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姐姐，你们快过来坐，喝

点水吧。”周二下午，记者刚走
进徐自林家中，热情开朗的小
女儿便递来了矿泉水。小小举
动，也蕴藏着这家人特有的热
心肠“基因”。

今年50岁的徐自林是一名
退伍军人，曾在鼓浪屿“好八连”
服役。“一日从军，终身为兵。”徐
自林说。作为一名军人，热心和
奉献是刻在骨子里的。

文/本报记者 罗子泓
图/本报记者 张江毅

“靠近我们的这个是浦头
大桥，那边是中洲大桥……”站
在林星放家的露台上，就能看
见他守护的地方。以中洲大桥
靠近滨海西大道一侧为起点，
向南延伸，直至集美海上五月
花小区附近，这长达十多公里
的海岸线，就是厦门市救生协
会同安救援队的守护范围。平
日里，林星放和队员们与海为
伴，沿着海岸线做巡逻宣导、水
上救援等工作。

妻子马燕玲和林星放因海结缘。她
说，自己原来是“旱鸭子”，为学游泳而加入
厦门游泳群。多次参加群内的游泳、聚餐
活动后，她和林星放相知相爱了。

谈及丈夫的水上救援故事，马燕玲感
触颇多。“很多时候，他接完电话，人就没影
了……”看见丈夫拿着浮标、救生衣等工具
往外赶，马燕玲的心砰砰狂跳，“光看架势，
我就觉得紧张！”

林星放怕家人担心，很少向他们透露
救援细节。他告诉记者，水上救援队员不
仅要面临技能、体能上的考验，更要面对海
中未知的风险。比如，夜间海上视况不佳，
船艇驾驶员若对海域情况不了解，很容易
撞到暗礁。“船体开裂、船身翻转、人从船上
被甩出去都有可能！”林星放说，哪怕是这

样，救援队也从未放慢脚步——救援船艇
的速度至少是每小时40公里，面对生命，
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和死神博弈。

从事海上救援工作近10年，林星放看
过许多人员被困礁石、游泳溺水甚至是跳
海轻生的事，更懂得生命的珍贵。厦门市
救生协会同安救援队共有35名队员轮转
值班，虽然不用每场救援都到场，但林星放
会“紧盯”每场的情况——直至落水者被
救、队员们都安全上岸，他才“舍得”放下手
中与前方联络的对讲机或手机。

“挽救他人生命，要建立在自身安全的
基础上。”如今，每逢周末，林星放都会组织
队员在海岸线上进行救援知识学习和救援
模拟演练，“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每
个生命负责。”林星放说。

紧盯每场救援实况 直至搜救结束才放下对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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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自林，思明区鼓浪屿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
福建省第二十八次见义勇为英
雄模范、先进分子拟表彰对象；
妻子郑秋风，思明城资一线员
工；大女儿郑徐瑞，学生；小女
儿徐子源，学生。
●住址
鼓浪屿笔山路
●心愿
坚持乐于助人，能力范围内多为社

会做贡献，帮助他人，合
家欢乐。

每年坚持参加献血活动 是鼓浪屿有名的“热心肠”

借了游泳圈就下海救人 在水中泡一个多小时才上岸

本报讯（文/图 记者 罗子泓
通讯员 陈雅 卓炎平）钢筋从大腿
一侧直穿腹部，工人急需送医！
近日，湖里区金山街道高林西里
一在建工地，一名男性工人受伤
被困。厦门消防特勤二站与医护
人员两组人马互相配合，开展救
援。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
受伤工人正身处建筑平台下方。
经医护人员确认，工人暂无生命
危险。随即，消防与医护联手，对
受伤工人进行紧急救助。

在确保工人无生命危险的前

提下，消防救援人员用电动剪扩
器、角磨机等破拆工具，破拆这名
工人大腿周边的钢筋，并排查刺
伤他的钢筋数量，避免破拆造成
二次伤害。与此同时，另一拨消
防救援人员通过建筑内的支撑设
施，攀爬到受伤工人上方，用绳索
制作锚点，与现场其他工人分工
合作，将受伤工人转移至建筑平
台上方。

经过约1小时的救援，消防救
援人员用塔吊将受伤工人转移至
室外空地。随后，受伤工人被送
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建筑工人被钢筋刺穿腿部

两组人马合力救助

本报讯（文/图 记者 罗子泓
通讯员 陈雅 傅艺轩）女子深陷泥
潭“无法自拔”，消防员用救生衣
铺路，慢慢靠近并将她救起。8月
11日傍晚6点，事发海沧区新阳
大桥下。

新阳消防站消防救援人员介
绍，他们抵达现场时，该女子腰部
及以下部位正陷在淤泥中，她将双
手撑在身体两侧，以防越陷越深。
据女子讲述，当时她正和家人走在
一起，准备从滩涂“借道”前往海
边，不料，没有注意看路，一脚踩在
黏糊糊还带点儿海腥味的淤泥里，
越挣扎越动弹不得。

“人抱住它，身体往下趴！”消

防救援人员向被困女子抛出一条
系有救生圈的安全绳。指导女子
抱住救生圈后，四名消防员站成
一列、降低重心形成拔河的样子，
尝试用安全绳拽她上岸。可淤泥
始终紧紧“吸”住女子。第一次营
救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决
定“铺路”。他们将救生衣放在淤
泥上，脚踩救生衣一点点靠近女
子。随后，徒手挖泥，减少淤泥对
她的吸附。待女子能够撑着救生
圈，借力从淤泥中脱身、坐上救生
圈后，消防救援人员再同时发力，
把她转移到安全地带。经过约10
分钟的救援，该女子顺利脱困。

一女子借道滩涂深陷淤泥

救援队徒手挖泥施救

本报讯（记者 薛尧 通讯员
谢文庆）独居女子腰伤突发无法
下床就医，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
打电话报警求助，5分钟后，机场
派出所的“蓝朋友”到场后，安排
人员打开门锁，配合120急救人
员送医治疗。昨日，记者联系机
场警方了解事情经过。

昨日凌晨1点45分左右，机
场派出所接到求助电话，家住空
港云立方附近的居民雷女士报警
称，自己因为腰伤无法下地，请求
民警帮助。接警后，民警董宇昌
5分钟内赶到现场。隔着房门，
董宇昌得知，雷女士原本就有腰

伤，当天晚上她搬了些重物，感觉
腰部略有不适，但她没在意，上床
休息了。凌晨突然腰间传来剧烈
刺痛感，她立即拨打120电话求
助。可由于睡前她将房门反锁，
加上家人都不在身边，自己又无
法下床开门，雷女士突然想到机
场派出所曾到公司进行反诈宣
传，民警提到过有困难可以给所
里打电话，于是她便拨打电话寻
求帮助。

了解情况后，经雷女士同意，
董宇昌联系开锁师傅上门打开门
锁，与随后赶到的医护人员一道
将雷女士抬上担架，送医救治。

本报讯（记者 房舒 实习生
吴越 通讯员 湖公宣）警车在前头
鸣笛开路，出租车紧随其后，两车
齐闯红灯奔赴医院。近日，湖里
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执勤归队
途中，路遇出租车求助称，其车上
乘客突发疾病急需送医。民警立
即拉响警笛，一路护送乘客火速
送医。

当晚10点半，刑侦大队民警
邓天林、辅警洪洋洋出警后归队
途中，一辆出租车迅速向他们的
车辆靠拢着。“帮忙！”出租车司机
一边按着喇叭，一边向民警求助
说，他车上有一位乘客突发疾病
需要赶紧去医院抢救，但路上车
流量大，而且接下来往医院的路
上红绿灯也比较多。正急得挠头

时，出租车司机看到了警车，赶紧
靠过来求助。

了解情况后，民警果断决定
驾驶警车护送。于是，便出现了
本文开头的一幕：亮起警灯、拉响
警笛的警车在前迅速引路，出租
车则紧随其后。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两车一前一后，将乘客送至
中医院急救中心进行急救。

到达医院后，民警邓天林第
一时间协同家属将病人抱到急救
室进行抢救，安抚完家属情绪后，
邓天林主动向值班医生了解病人
情况。在了解家属无其他需求
后，为避免出租车司机被处罚，邓
天林还当场帮出租车司机向110
指挥情报中心进行报备，帮司机
解除了后顾之忧。

独居女子身体不适报警求助

民警5分钟赶到

出租车上乘客突然发病

警车开道紧急送医

▲本报记者罗子泓（左一）采访林星放一家，林星放（右一）向记者介绍救生设备的使用。

▲本报记者房舒（左一）采访救人英雄徐自林（左三）及其妻子郑秋风（右一）和两个女儿。

消防救援人员双脚踩在救生衣消防救援人员双脚踩在救生衣
上铺路上铺路，，帮助淤泥中的女子脱困帮助淤泥中的女子脱困。。

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人员
与现场其他工与现场其他工
人分工合作人分工合作，，
将受伤工人转将受伤工人转
移至建筑平台移至建筑平台
上方上方。。

●出镜家庭
林星放，同安区西柯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厦门市救生
协会同安救援队队长；妻子马
燕玲，公司职员；女儿瑶瑶；母
亲叶琼花。
●住址
同安区浦头社区
●心愿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
健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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