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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义勇为，是指个人不顾自身安危
保护国家、 集体和他人利益的行为，体
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久以来一
直被鼓励和提倡。以前，曾出现过因“救
助人在救助过程中若有过失就要承担
相应责任”的规定，而使很多人不敢见
义勇为，人心被冷落了，社会风气也受
到了一定影响。

良好的法律应该是一种激励信号，

这种信号能激发更多对社会有正效益
的行为，从而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的价值理念得到弘扬。我国《民法典》第
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
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 因此，本案中路人小
伙无需担责。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温暖人
心，培养向善风气，涵养社会温情。

林圻 （上海市民法典宣讲团成员、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博士）

【专家释法】

策划

上海市司法局
新民晚报社
制作

上海市法宣办
新民晚报时政中心

新民晚报全媒体编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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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普法系列情景漫画

管阿姨：

该出手时就出手，《民法典》

会替你撑腰的！

有围观群众议论：

小伙子侬惨了，讲不定
要赔很多钱咧！

受伤者：

不用， 你也不是故
意的， 还要多亏你

出手相救，谢谢！

路人小伙：

让一让，我是学医的！ 路人小伙：

糟了，一着急，用力过度，

好像把他肋骨摁断了。

路人小伙：

抱歉 ， 摁断了您的

肋骨，我会赔偿您的。

    10年前，陈青海从一名工地上

的搬运工报名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
士时，已经 22岁了。这是当时参军

年龄的上限。
一入伍就是“老兵”，无论体力

还是精力，都比不上更年轻的小伙
子。加上打工换来的一身伤痛：腰肌

劳损，静脉曲张……他的训练成绩

在中队排倒数。
性格倔强的陈青海，人生字典

里从来没有“认输”二字。不为失败
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他用科学

而艰苦的训练，一路“逆袭”。
训练场上，他是奋勇争先的“拼

命三郎”；火场救援，他是冲锋在前
的淬火尖刀；队站建设，他是无师自

通的“全能型人才”。去年，陈青海代
表上海消防参加了“火焰蓝”全国比

武集训，更是拿下了楼层火灾内攻
操全国第一的成绩。

“119 消防宣传日”前夕，记者
走近这位“申城消防卫士”候选人，

听一听他的故事和心声。

奋斗的
陈青海是杨浦区国定消防救援

站特勤一班班长。皮肤黝黑、个头挺

拔、身材健硕，工作踏踏实实、勤勤
恳恳。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他，那

一定是牛。
正因如此，队友们喜欢叫他“老

牛”，更喜欢说，这头“老牛”很牛！但

“很牛”的陈青海，起步其实很艰难。
2010年，22岁的陈青海告别了

打工 3年的工地，加入了上海消防
队伍，穿上了渴望已久的绿军装。走

进红门他才发现，与一群十八九岁
的年轻人相比，他竟然是年龄最大

的一个。加上个头太大，身体不灵
活，从小干农活，打工时又积劳成

疾，训练场上他总是垫底。
失落肯定会有。但一支战斗的

队伍，从来只问结果，不听理由。陈

青海知道，要迎头赶上，唯有比别人
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努力。

一个字：“练”！每天清晨的操场
上，“咔”“咔”“咔”的水带接头碰撞

声演奏着消防员的奋斗乐章，负重
跑、登高、耐力跑……一天下来，他

累得连饭也不想吃。但他深知，必须

补充养分和精力，才能继续下一天
的魔鬼训练。于是人们常常看到一

个大高个，缓慢挪动着去吃完饭，回
到营舍，就一头倒在床上。

不管第一天练得多累，第二天
他又是第一个站在操场上。队友们

看着他手上一层层粗糙的老茧，看
着他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不知疲倦，

敬佩之余，也奇怪他为什么能始终
有激情。陈青海知道，对工作的热爱

就是最持久的兴奋剂，能在红门这
片沃土上一点点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他觉得很充实。
仅半年他就实现了“触底反弹”，

成为中队成绩最优秀的队员之一。
2019年 6月，陈青海接到了一项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代表支队参加总
队的“火焰蓝”全国比武集训。30出

头的他成为集训队中年龄最大的
队员，半月板损伤、腰椎间盘突出，

他带着伤病咬着牙坚持到了最后。

在近 4个月的备赛期里，陈青
海攻坚克难，不断自我加压，把技

能操法练到精益求精，为提高每一
秒成绩而拼尽全力。最终，在浙江

绍兴举行的全国首届“火焰蓝”消
防救援技能对抗比武中，他与其他

队员默契配合、齐心协力，以 21秒
37的好成绩拿下了“楼层火灾内攻

操”全国第一！

火场的
平时多流汗，是为了战时少流血。
身为特勤一班班长，意味着冲

锋在前，成为尖刀的“刀尖”，意味着

直面最大的风险，意味着为了百姓
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能后退半步。

2013年，杨浦区闸殷路发生危
化品车辆爆炸事件。当时一辆高速

行驶的运输车发生交通事故，车上
的乙炔钢瓶散落四方，部分爆炸起

火。火苗燎烤着 200多个乙炔钢瓶，

连锁爆炸的危险一触即发。
陈青海和队友们赶到时，面对

的就是这样的危机。但他还是主动
请缨：我上。陈青海带着 3人进攻小

组，第一时间连接水源，布设供水线
路，架设移动水炮，出水救火。一步

一步，稳如泰山。“其实当时我也很
紧张，但我要做给队员们看。”陈青

海说，当时谁也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什么时候爆炸，虽然在 50?开外慢

慢推进救火，但心里依然没底。
“消防员的价值，就是随时随地

为保卫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勇冲
锋、流血牺牲。”这句话曾打动过陈

青海很多次，也成为了他始终铭记
心底的箴言。那一刻，他克服了恐

惧，直到扑灭大火。
2016年 5月 4日，民壮路两层楼

民宅发生倒塌事故，两名居民被困。
“队长，这里我调研来过，比较

熟悉，让我上吧！”刚从医院做好腰
椎牵引返队的陈青海，又是主动请

缨，抢险救人。在弥漫着液化气味的
漫天尘土里，救援工作随时面临二

次坍塌的风险。无法动用大型破拆

器材，陈青海和队友只能用小型手
动破拆锤一点点击碎混凝土，再用

双手一点点挖出。
双手磨出了水泡，指尖鲜血淋

漓，但陈青海完全忘了疼痛。90多
分钟全神贯注挖掘，终于救出一名

被困男子。“当时他已经十分虚弱，
但还是挣扎着对我点头表示谢意，

我看得到他眼神里的感激。”疲惫的

陈青海感觉一下子又充满了斗志。

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他很快又
在废墟南侧发现一名被困老人，一

边与老人交流安抚，一边迅速开展
救援。又是 80分钟的徒手挖掘，连

续作战令饥饿、疲劳、疼痛潮水般涌
来，但却无法阻碍陈青海救人的意

志，随着最后一块石板搬出，老人成

功获救。陈青海才终于瘫坐在废墟
旁，满脸尘土，汗水浸透了战斗服，

救援的手套磨损得残破不堪，但他
双眸里却是喜悦与满足。

永远的
竭诚为民，不仅仅体现在生死

时速的救援中，更反映在平平淡淡

的生活里。
热心肠的陈青海，有一手剃头

的手艺，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周
边小区的义务“理发师”。一提起他，

社区老人们交口称赞：“大个子，水

平高，我就喜欢大个子给我理发。”
经年累月，接受过陈青海服务的老

人已有 1000余人。
陈青海还担任了基层的消防宣

传员，别人休息时，他总是加班自学
如何宣讲防火常识，对着镜子锻炼

个人口才，有时拿着灭火器站在人
群前一讲就是半天，也丝毫不觉得

累。“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这些都很有
意义。”

营区大门前的水泥路凹陷严
重，车辆进出存在安全隐患，陈青海

便和队友一起顶着烈日调制水泥、
修补路面，路人看到了总爱叫他：

“傻大个，这马路又不是你家的，你
修它干嘛？”陈青海总是认真回答：

“这里就是我家。”
队伍的规章制度与条令纲要，

陈青海十年如一日严格遵守，他的
被子永远都是队里的“标兵被”。陈

青海还利用空余时间自学取得了电

工、厨师、计算机等证书，成为队站

建设的“全能型人才”。遇到了什么
难题，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去

问问老牛”。
从事消防工作十年来，陈青海

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1次、三等功
2次，荣获总队“模范士官”等荣誉。

“功成名就”的他，并没有就此松懈。

伴随年龄与经验的增长，他逐渐找
到了自己新的定位，希望承担起更

大的责任。
作为业务骨干，他开始逐字逐

句地研究操法规则，指导队员操练
技能项目，耐心细致讲解方法技巧。

除了带训，陈青海还充分利用自己
丰富的救援经验，帮助队伍提升打

赢能力。
一次，受到竖井救援的启发，陈

青海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发明了适
用于多种地形的多功能救援三角

架，解决了受空间限制无法施展的
难题，并获得了总队装备革新二等

奖。当时，面对新型装备的英文说明
书，陈青海愣是凭着一股钻劲，用手

机逐字逐句地查，还结合配图翻译
完成了“自制说明书”，连厂家的技

术人员看后都称赞不已。
“不管是 8年、10年、20年还是

一辈子，我对消防救援事业的热情
永远也不会改变”。当大家真正习惯

以“老兵”称呼他时，陈青海却觉得
自己正值当打之年。他从未卸下自

己默默前行、奋力坚守的那股牛劲

儿，始终以最饱满的热情与斗志，为
热爱的消防救援事业，挥洒青春。

首席记者 潘高峰

训练场拼命三郎 救援时淬火尖刀
———记杨浦区国定消防救援站“老兵”陈青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