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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救人 他只有18岁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
后，杜全甫挺身而出，在救援
队的微信群内向队友发起倡
议——凑钱购买消毒雾化机，
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短短一
天就募捐到 6000多元钱。他
们用这笔钱购买了两台消毒雾
化机、6套防护服、4个护目镜，
并向武汉捐赠1000个口罩、向
信阳捐赠了500个口罩。消毒
雾化机买回来后，杜全甫号召
党员积极投身抗疫一线，成立
了“疫情防控党员先锋队”，配
合政府部门在小区、厂矿、学校
开展防疫宣传、洗消作业、预防
管理等工作。

抗疫期间，杜全甫带领队
员吃住在救援基地，长达4个
月之久。他们把有确诊或疑似
病例的小区作为主战场。杜全
甫和队员们每天穿着厚厚的防
护服，背着 50 多斤（1 斤=500
克）重的喷雾机，穿梭在西太平

村、平煤股份一矿、高新公安分
局等200个厂矿企业和街道乡
村，义务防疫消杀，大家每天都
要负重行走20000多步。年过
五旬的杜全甫累得双腿直打哆
嗦，双眼被雾化的消毒液刺激
得通红，双手脱皮。

2021年7月，河南郑州、新
乡等地发生洪灾。根据省应急
救援协会和省红十字会的指
令，杜全甫带领市永安应急救
援队，携带两艘冲锋舟、发电
机、潜水泵、救生衣等救援设备
前往郑州、新乡等地开展抢险
救灾工作。在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郑开大道（郑州东区高
速路口）等地，救援队先后转移
800余人。在新乡市凤泉区白
鹭小区、卫辉新乡医学院第一
临床学院9号楼和家属区，杜
全甫带领救援队逐楼排查，安
全转运被困人员400多人。

9月23日至24日，连续两

天的强降雨，导致叶县多个村
庄和叶县高中被洪水围困。接
市应急管理局指令，杜全甫带
领救援队紧急赶往受灾地点，
和其他多支救援队一起转移受
灾群众和学生。在叶县仙台
镇、叶邑镇和任店镇等多个被
洪水围困的村庄，转移老弱病
残的村民群众。在叶县高中南
校区，仅用5个小时就将被困
在教室、宿舍的3000多名学生
全部安全转运出来。

“平时没有救援任务的时
候，你们都做什么呢？”记者问。

杜全甫说，春运期间，救援
队队员到平顶山火车站参加志
愿者活动，帮助老弱病残，遇到
紧急情况会进行急救。他们还
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开展应急
救护技能培训，普及“减灾防
灾”知识。目前，救援队已举行
培训20多场（次），受到群众的
欢迎和好评。

鹰城“户外救援专家”杜全甫：

矿山汉子侠肝义胆 公益路上追梦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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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友在山中遇险，他进山搜救；雅安地震时，他前往
救援；全民抗疫时，他组队消杀；郑州等多地遭遇水灾，他
带队辗转驰援；社区应急救护培训现场，也时常见到他的
身影……

他被誉为“户外救援专家”，他就是杜全甫，平煤神马
集团六矿离退休中心副科级协理员，市永安应急救援队

（市红十字人道救援队）队长、党支部书记。
杜全甫曾荣获“平煤神马好人”年度人物、“鹰城好

人”、“河南省优秀志愿者”、2020年“河南好人”、“全国红
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等多项荣誉称号。近日，第八届
河南省道德模范候选人名单公示，他入选见义勇为道德
模范候选人。

12月2日一大早，在市
永安应急救援队基地，记者
见到了杜全甫，他刚刚起
床，在基地周围巡视了一
圈。几年来，杜全甫已经把
基地当成了家。

救援队电教室的展示
柜里摆满了杜全甫和救援队
的各种荣誉证书。墙上挂满
了受助人或单位送来的锦
旗。而最新的一面锦旗是市
白龟山水库综治办几天前刚
送来的，上写“天灾无情人有
情，倾心打捞显真情”。

杜全甫解释说，11月 6
日，白龟山水库附近数条船
被大风吹翻沉入水中。他
一直带队员潜入水中，帮助
寻找、打捞破损船只。

今年51岁的杜全甫档
案身份是一名矿工，采煤
队、皮带队、装卸队、办公
室、保卫科等矿上的这些科
室，他待了个遍。参加工作
已 30年的他，如今是平煤
神马集团六矿离退休中心
副科级协理员。而他的公
益救援之路，最早可以追溯
到18岁。

当时18岁的杜全甫在
海南打工，路遇一辆载满矿
砂的大卡车翻车，5人被埋
在矿砂里。他和工友当即
徒手扒矿砂，手指都磨出血
了，终于将 5人扒出，获救
者感激地跪下给他们磕
头。但其中一位母亲因被
埋时间较长窒息而亡，几岁
的孩子在旁边哇哇大哭。

那一幕，令杜全甫印象
深刻，后来他曾遗憾地想
过，如果当时自己懂得急救

知识，为那位母亲做心肺复
苏，可能她就不会死。

1994 年，杜全甫和朋
友一起到丹江口水库游玩，
一名坐在船上的年轻女孩
玩水时不慎跌入湖中。他
当即下水将女孩救起。

2000 年前后，户外旅
游兴起，杜全甫和朋友成立
了一个驴友群，经常进山游
玩的他积累了不少户外救
援经验。不少驴友出发前
都会给他报备一下血型、联
系方式等，以便遇到危险时
向他求救。

为了提升救援技能，杜
全甫自费外出学习，获得了
人社部颁发的应急救援四
级证书、中国体育总局颁发
的社会指导员证书、河南省
红十字会颁发的红十字救
护员证书和水上救生员证
书等多个证书。

多年来，杜全甫救人的
事例不胜枚举。但他知道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最初，我们的救援队只有
8名驴友，现在已经发展到
78名队员，成立了叶县、宝
丰、兄弟团三支救援分队。”
杜全甫说，2013 年从四川
雅安地震灾区救援回来后，
他就自费购买绳索、头盔等
救援设施，组织人员开展公
益救援活动。

2015 年，杜全甫申请
注册救援队时，得知我市尚
没有一支专业的水上救援
队。回来后，他又自费购买
了冲锋舟、救生衣，组织队
员在白龟山水库等地训练，
向水上救援方面倾斜。

作为市永安应急救援队
队长，杜全甫救援时总是冲在
前面。

2014年1月3日，杜全甫接
到河南省户外救援总部平顶山
支队的紧急电话，一位北京籍
登山爱好者在嵩山游玩时与家
人失联。杜全甫立马带队出
发，冒严寒踏积雪，在深山中展
开搜救。山里地形崎岖，只能
步行。队友们手抬肩扛，携带
所需救援物品艰难前进。最终
在一山道上找到了失联者。

2017年2月26日下午，一名
男性驴友在鲁山县四棵树乡游
玩时失联。杜全甫和队员一起

前往现场，从晚上11点30分到次
日凌晨5点40分，他们极力搜
救，最终搜寻到遇难者，并利用
救援设备将其从悬崖上运下山。

2020年4月26日，他带队
赶赴鲁山，经过5个小时救援
打捞，从8米深的水下将溺水
少年打捞上岸……

几年来，只要群众有难求
助，不管山高水险，他总是带领
队员想尽一切办法实施救助。
救援队数十次参加公益救援活
动，累计救援达50多人次。

志愿者参与公益救援，不
仅耗费精力和体力，还需要付
出金钱。

“这些年，我个人购买救援
装备的花费大概有40多万元
吧。”谈到这些年为救援事业的
投入时，杜全甫有些轻描淡写，

“救援队的队员都是志愿者，大
家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还要贴
钱为自己买装备。”

有些人认为他们很傻，但
杜全甫觉得值得，“人活一辈
子，总要对社会有点用处吧”。
他把救援当作事业来做。

直到最近几年，有一些爱
心人士为他们捐款捐物，市红
十字会也为救援队拨付一笔善
款用于购买救援装备，救援队
的救援设施才越来越齐全。

倾心付出 把公益救援当成事业

抗疫救灾 他带队挺身而出

杜全甫（中）和队员在湛河搜救溺水者

杜
全
甫
在
水
中
打
捞
船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