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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上午，团市委举行纪念五
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平顶山市消防
支队卫东区消防大队东安路中队政治
指导员汪振波荣获第十一届“平顶山市
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并作为杰出
青年代表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会后，
记者对汪振波进行了采访。

入伍 18年来，汪振波从一名普通
消防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基层消防指挥
员，他始终战斗在一线，先后参加灭火
救援战斗 5000 余次，抢救被困人员
1300余人，攻坚克难，屡立战功。

百炼成钢 业务精湛

说起自己的经历，汪振波很淡定，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消防队员，从农家
子弟到一线消防指挥员，一干就是 18
年，我这 18年来就做了一件事——努
力做一个‘有担当、有技能、能救人、会
灭火’的合格消防员。”

社会快速发展，对灭火抢险的要求
越来越高，也倒逼着消防队员提升综合
能力。入伍之初，“白手起家”的汪振波
在消防业务技能学习和应用上面临很
大的压力，但他有一颗永不服输、热爱
学习钻研的心。经过日积月累的虚心
学习、废寝忘食的刻苦钻研，他对各类
消防技能和消防救援器材的“五脏六
腑”了如指掌。

听说记者要采访指导员，卫东区消
防大队东安路中队的几名消防员围拢
过来，“指导员工作中是我们的领导，生
活中是我们的老大哥，一旦遇到警情，
指导员又是我们的领头羊，每次扑救火
灾和抢险救援，指导员总是冲在最前头
……”

18年的消防职业生涯，汪振波分别
在我市鲁山、宝丰、卫东等多个县区做
过基层消防指挥员，每到一个地方，汪
振波很快就与消防队员们打成一片。
在平时的训练中，他身先士卒，认真制
定训练计划，坚持科学施训。

现在城市发展改造很快，他每到一
个地方，首先要做的就是组织队员普查
辖区水源，制作电子版水源图，制订辖
区重点单位的灭火预案，开展贴近实战
的灭火演练及训练。因此，辖区每一场
火灾事故现场，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因
为他对现场最熟悉。

赴汤蹈火 身先士卒

说起汪振波，卫东区消防大队大队
长李俊说：“振波看上去比较瘦弱，其实
是一员猛将，在火灾现场他就像个拼命
三郎，但他又不是硬冲蛮干，每次火情
他都能科学指挥，尽快遏制险情发展，
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危害，因此，每次辖
区有大的火情，只要振波在现场，我就
非常放心……”

消防员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
每一次接警出动，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每一次警笛骤响，都是血与火的较量。
在汪振波的办公室里，他脱去外衣，向
记者“展示”自己身上的“战果”，额头、
前胸、后背、臂膀、手指……累累伤痕十
余处，“这是扑救鲁山鲁阳溶剂厂粗苯
燃烧爆炸火灾时烫伤的；这是在宝丰救
援油罐车火灾时留下的；这是在扑救卫
东区高层建筑火灾时被挤伤的……”每
一处伤痕都有一个惊心动魄、出生入死
的故事。

2008 年 6 月 15 日，位于鲁山县的
鲁阳溶剂厂发生粗苯燃烧爆炸，汪振波
带领鲁山中队迅速赶到现场。面对连
绵不断的苯桶燃爆和十几米的火舌及

浓烟，所有消防队员都英勇无畏，大家分工明
确，迅速展开扑救。作为前沿指挥，汪振波深
知苯蒸气的毒害性，命令队员紧急疏散周边百
姓至300米外警戒，自己却冒着爆炸危险多次
只身深入火场内部侦查火情，制定决策，设置
水枪阵地，调整力量部署。特别是在3号罐爆

炸后的瞬间，汪振波利用稳定燃烧的时机，冒
着呼呼的大火和接二连三的苯桶爆炸，深入火
场内部再次侦查。5、6号罐被爆炸后的流淌火
引燃，1、2、4号罐在3号罐的烘烤下燃烧更为
猛烈，几乎连成一片火海，若不及时冷却就会
发生更大的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汪振波冒着

生命危险从侧下方逐步深入火场，迂回
到火舌正侧方向距罐不足五米的地方，
利用小沙堆做掩体建立水枪阵地，抱起
水枪正面直接对四个着火罐罐壁下侧
扫射冷却，同时阻截流淌火蔓延。经及
时的冷却和阻截，火势蔓延得到有效控
制，避免了灾害性爆炸的发生。

2012年8月5日，鲁山县尧山景区
突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大量游客被
困，情况十分危急！ 接到警情后，时任
鲁山县消防大队花园路中队中队长的
汪振波带领队员迅速赶赴尧山景区。
途中，汪振波了解到，尧山景区暴雨如
注，景区一宾馆附近有200多名游客被
困，随时有被山洪冲下山崖的危险，汪
振波要求驾驶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尽快赶往事发地。

“消防员来了！我们快坚持不住
了！”在救援官兵上方几十米处的一个
平台上，黑压压站着一群人。但步道被
冲毁，激流横在消防员和被困人员之
间。听着呼救声，救援人员多想一步冲
过去。汪振波一边安抚被困群众，一边
指挥大家维修步道。10厘米、20厘米、
30厘米……激流中，步道一点点被修
复，救援人员手套磨烂了，腿磕破了，仍
旧不停地填土，就这样，被冲毁的步道
给修起来了。汪振波又带领大家组成
人墙，引导搀扶被困游客通过。

这边刚把尧山景区被困的群众疏
散完，来不及休整的救援官兵又接到了
新的任务——想马河景区多人因河水
上涨被困。汪振波又带大家急速登车，
赶往下一个救援现场。

命悬一线 惊险救援

这些救援行动无一不凶险万分，但
汪振波笑笑说：“这不算啥。”说起自己
经历的最危险的一次救火行动，坚强的
他也心有余悸：“那次火灾我真是命悬
一线……”

今年3月10日，卫东区一高层住宅
楼突发火灾，汪振波带领中队全体队员
迅速赶到现场。发生火灾的住宅楼有
33层高，此时起火的单元已被大火和
浓烟笼罩，一时也搞不清还有多少住户
被困在家中。救人要紧！汪振波来不
及多想，带领消防队员戴上空气呼吸器
开始徒步爬楼，挨家挨户敲门呼喊，疏
散被困居民。就这样，他带人楼上楼下
跑了三趟，爬楼梯百余层，紧急搜救疏
散被困群众26人。

确定整个单元内居民全部疏散后，
汪振波带领四名消防队员冒着浓烟冲
到20层的火海。由于已来回三次攀登
楼梯，此时的汪振波已经筋疲力尽，近
乎瘫软，最可怕的是，空气呼吸器中的
氧气用完了，他顿觉呼吸困难。周围全
是大火的高温炙烤，汪振波无奈中将头
伸到窗外试图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但此
时窗外也已被浓烟笼罩，他吸进去的不
是新鲜空气，全是有毒气体。有着多年
消防经验的他深知，常人在这种有害气
体中只要呼吸一分钟就会中毒窒息，三
分钟足以致人死亡。瘫软在地，他感到
死神临近。正在他神志昏迷之时，增援
队伍及时赶到，冒着浓烟，两名消防队
员摸索着爬到汪振波身边，迅速给他戴
上新空气呼吸器，呼吸到新鲜空气，汪
振波慢慢苏醒过来。最后，大火被成功
扑灭。

选择了这一行，就要风雨兼程。做
一件事不难，难的是坚持把一件事做
好，汪振波就始终在坚持一件事——做
一个“有担当、有技能、能救人、会灭火”
的合格消防员。

坚守基层18年的“红门硬汉”
——记“平顶山市十大杰出青年”市消防支队优秀指挥员汪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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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振 波（右
一）在救火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