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窦立敏 邢艳霞  美编：张静  校对：陈雪08 2023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一人物

丰台消防员刘洪顺“一直在路上”
5次三等功 6次训练标兵

刘洪顺获得的第一个三等功是用两年“磨”

出来的。

2011年，第一届全国打造现代化公安消防铁

军比武竞赛开幕，每个省份的消防总队都会挑选

精兵强将参加大比武。当时北京全市消防员有近

万人，要挑选22人参加比武，相当于从每四五百人

里选1人。刘洪顺脱颖而出，被挑选成为“百米梯

次进攻操”的进攻组“枪手”。

“百米梯次进攻操”是一个团体项目，一旦易

燃易爆场所或者大型油库发生火灾，这是既有进

攻又有掩护的梯次作战操法。这个操法需要9名队

员配合完成，除司机外，8名队员分为进攻组和掩

护组，跑在最前面，控制水枪方位的两个人被称作

“枪手”。

因为体能素质好，刘洪顺成为进攻组的“枪

手”—第一个进入火场的人。那时刘洪顺刚进

入消防队伍3年，但这套动作他已练过无数次。

刘洪顺每次训练都要穿戴全套的战斗服、空

气呼吸器和腰带，加一起40斤左右。为了保护进攻

组的“枪手”不被烧伤，掩护组的水枪要向其身上

喷出水雾。他被水枪喷着，衣服沾满水，靴子也灌

满水，重量又翻了一倍，冬天训练结束，战斗服外

面的水结出了冰碴儿。

“枪手”除了要冲进火场探路，还要负责将

水枪与止水器进行快速连接。队员们拉着水带往

前走，一旦水带不够用，“枪手”需要先用止水器

连接住水枪，相当于关闭了水枪的阀门，然后再接

上一盘水带。

止水器安装的快慢直接影响战斗的速度。

为了训练好这个项目，有一段时间刘洪顺走到哪

里都抱着止水器摆弄，甚至睡觉都抱在旁边。

想要精确做好连接，不仅需要手速，还需要

手稳。消防水带通水的一瞬间，强大的水流造成

冲击，产生的动能相当于几十斤的重量。需要人死

死地抱着水带，才不会摔倒。

对于“枪手”来说，要有极强的核心力量。如

果止水器接得慢，水流就会打到人，一打就是一

个大跟头。为了练好这功夫，刘洪顺没少被自己

“打”。“当时我还是个‘新兵蛋子’，有点不服输的

狠劲儿。”他说。

一遍遍练习，刘洪顺形成了一种肌肉记

忆—闭着眼，光靠手摸就能摸到止水器开关

在哪里。当队友还需要把水枪卸下来，放在地

上安装止水器的时候，他已经能在肩头完成所

有任务，全力向前冲刺。

于是，在2011年消防救援队伍大比武“百米

梯次进攻操”项目中，队员们肩扛加压水带穿梭于

独木桥、烟火封锁区间，取得了全国第九名的好成

绩，刘洪顺也在这一次获得了个人三等功。“当时有

外省的战友给我掐过时间，我的水枪与止水器连接

速度在比赛队伍里是最快的。”刘洪顺说。

就在这场比赛的转年，刘洪顺迎来了职业生

涯第一次大考验。

文/特约记者 郭懿萌

因为体能长期保持全支队第一，每次比武训练，

刘洪顺都会被安排参加训练和指导工作。

2019年的全国火焰蓝大比武中，刘洪顺参加楼

层火灾内攻操比赛的同时还担任教官。

2022年，丰台支队党委为推动全员岗位大练

兵，集中举办全年比武集训队培训班，刘洪顺主动申

请出战，代表丰台支队在“总队西南战区指挥员全能

岗位比武竞赛”中荣获2次第一名，在“总队全员岗位

大练兵”中个人指挥员全能项目荣获2次第二名，并

带领丰台支队从总队第十六名提升至第四名。

参加培训班的有不少新战友，刘洪顺在他们身

上看到了自己刚工作时的那股狠劲儿。有的队员练挂

钩梯，练出了肩周炎，腿上也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还

有的队员在练习切灯泡、锯钢丝的操作中被烫伤。

“我天天跟他们住在一块，有时候我会给他们

涂烫伤膏，揉红花油。”刘洪顺希望通过提前指导，让

新战友们避免走他的弯路—刚加入消防队伍时，因

为用力过猛，他甚至需要定期去医院抽取膝盖中的积

液。

在消防队伍里是个粗犷的北方汉子，提到妻女

却总会忍不住哭出来。“已许国，难许家。”刘洪顺曾

在朋友圈里遗憾地说道。

女儿“小可乐”在妻子肚子里的时候，作为父亲

的刘洪顺就在外面比武集训，一集训就是半年。妻子

的产检，他一次都没有去成。就算是集训结束，消防

战士一年只有45天假期，只有休假的时候才能回家，

所有休假还要集中到两三次内完成。

妻子体谅他，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自己的苦楚。直

到女儿出生之后，他才从朋友、家人处依稀听闻妻子的

各种苦楚。妻子的孕吐十分厉害，但她还在坚持工作加

班，刘洪顺只听妻子在电话里说“培训转移到了线上”，

实际上，她依旧需要挺着孕肚奔波在公司与家之间。

2021年9月，女儿“小可乐”出生，刘洪顺只陪了

女儿五六天。别离又成为父女间的常态，每次休假回

家，女儿都得需要一段时间来和刘洪顺熟悉。有时候

见了面，孩子不认得爸爸，直往妈妈怀里缩，等到爸

爸离开的时候，又哇哇哭。刘洪顺临走的时候，还得

骗她：“爸爸出去倒个垃圾……”出了门，他的眼泪就

掉了下来。

目前，刘洪顺还在集训队里备战比武，下一次休

假还没有计划。但是他想，等到回家，看到“小可乐”

冲到自己怀里，就已经很满足了。

刘洪顺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丰台支队领导的关注。

2013年，因为业务成绩特别突出，刘洪顺通过内部推

荐，保送进入云南昆明指挥学校学习，2015年回到基

层中队工作。

虽然提了干部，刘洪顺却没有放下自己的基础技

能。那时，他的5000米背负空气呼吸器跑已经创造了

丰台消防的历史最好成绩。

空气呼吸器是消防员的第二生命。除了能提供空

气，还能帮助消防员更精准地听到群众的声音、用对

讲系统与外界进行沟通。

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火场后，需要全程佩戴空气

呼吸器，战斗结束快则一个小时，慢了得四五个小时，

甚至一个通宵，非常考验救援人员的体能和耐力。

空气呼吸器能用的时间，取决于人的呼吸量。背

着它走路，能用30分钟，如果背着它爬楼或背着它

跑，10分钟就用完了。所以这样的负重跑，一方面是

练自己的耐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学会调

节自己的呼吸节奏，这样在火场上背着空气呼吸器就

能战斗更长时间。

为了训练自己的耐力，刘洪顺每天跑10公里，相

当于4天就要跑一个马拉松。高强度的跑步费鞋子，

一双鞋能耐得住400公里，刘洪顺一年得跑废十几

双鞋。

10斤左右的空气呼吸器，虽然负重不算太重，但

是背得多了，会把肩膀和腰部都磨破。创可贴没用，只

能等着结疤，一跑一磨又裂开了。

做一名好消防员不仅需要耐力体能，还需要多方

面的消防知识加持。比如消防员在着火点附近一站，

看烟是什么颜色，就知道着火材料是什么—黄烟是

有毒物品，紫烟是化学危险品。

刘洪顺学习燃烧学、建筑学，保证火情侦察的同

时，可以快速记忆并把作战现场状况反馈给指挥部，

并保护身边的战友。

这些训练，使刘洪顺快速转型成长，也让他在一

次火场救援中抢占了先机。

2018年6月26日凌晨1点11分，丰台支队西客站特

勤中队接到119指挥中心调度，丰台鹏润家园一栋居

民楼的25层发生火灾，多人被困。

接到报警后，特勤中队出动3辆消防车，20名

消防员赶赴现场。副中队长刘洪顺是这场火灾救援

的现场指挥员，他将官兵分为两个搜救组和一个灭

火组。

当时着火的2501住户家中仍然冒着火苗和烟

气，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使用电梯，刘洪顺加入搜

救组，带着两个战友冲上25楼。他们穿着灭火战斗

服，背着空气呼吸器，抱着水枪水带，全套下来得

七八十斤。

“平时训练的时候，我们冲10楼，有的新队员用

力过猛甚至会吐出来。那天我感觉我爬到25楼的时

候，已经到了身体的极限。腿一直抖，眼冒金星。”刘

洪顺回忆道。

刘洪顺记得，25层楼道里充满了烟雾，经过探

查，起火的2501住户已经没有被困人员，但是对门的

2502住户里有3人被困。

这家有一名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以及两岁的小孙

子。他们原本想开门逃出去，但2501屋里的烟一下子

涌了进来，就被堵在屋里了。

 刘洪顺安排战友对火势进行压制，他一个屋一

个屋子摸着找屋里的3个人。当时祖孙3人躲在阳台

上并拉上了门。“他们很害怕，老人和儿子都不愿意

下楼，让我们先带孩子走，不要管他们。我告诉他

们，我会把3个人完整地带下去。”刘洪顺说。他安排

一名消防员守护着他们仨，并把一个备用面罩给孩

子戴上。

2502屋里的火在凌晨两点左右被扑灭，烟雾也

逐渐散去。刘洪顺和两位战友搀扶着老人、抱着孩子

下了楼，这场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刘洪顺知道，在消防救援中，速度就是生命。他

从没有放下过任何基础训练，一直在让自己变得更加

强大的路上永不懈怠。在没有负重的情况下，刘洪顺

的5000米跑相当于国家三级运动员水平。2019年和

2020年，刘洪顺连续包揽北京市消防总队指挥员组

5000米背负空气呼吸器跑的第一名。

2012年7月21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遭遇61年来最

强暴雨及洪涝灾害。7·21特大暴雨，北京全市平均降雨

量190.3毫米，全市最大降雨出现在房山区河北镇，为

460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量级。另外，北京还有11个

气象站观测到的雨量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当天17时，丰台区消防支队收到总队的紧急调令，

召回所有消防队员进入战备状态。当时，刘洪顺正在天

津休假陪伴父母，接到电话，他赶紧开车往北京赶。

他被抽调到了京港澳高速积水涵洞路段。这是

一段长100多米的涵洞，也是当时救援难度最大的地

区之一。丰台支队估计，涵洞最深处的水位超过5米。

一些车辆被完全淹没，还有一些漂在水面上。

“现在的很多车都是电动门，因为雨水，车熄火

断电后，车门就无法打开，只能破窗逃生。老百姓不

敢下车，只能坐在车里等待救援，都没想到雨越下越

大。”刘洪顺回忆道。

当时，刘洪顺听到车里有人呼救，顶着雨游了过

去。“不要害怕！不要乱动！”他冲着车里人喊，避免

被困人员因为激动来回移动，加速下沉。随后他用腰

斧砸碎车窗玻璃拽出来两个被困人员。将他们救出

后，刘洪顺又游到一辆快要沉没的车旁边，爬上车

顶，砸碎天窗，救出一人。

结束涵洞救援时天已经亮了，刘洪顺和其他战友

又被抽调到丰台区长辛店地区。这里的水位已经齐腰

深了，有的地方漫到了胸口处。这里是生活区，消防

救援人员开着皮筏艇挨家挨户敲门将人接出来。

皮筏艇数量不够，仅能供最要紧的区域使用，所

以刘洪顺和战友就拉着绳子去接人。刘洪顺牵着绳子

头，居民们拽着绳子跟他走，另一个战友牵着绳子尾。

因为洪水侵袭，有不少下水道的井盖被冲开，刘洪顺让

居民走在他身后3米远的位置，他不敢把绳子系在腰

上，怕万一自己被水流卷倒，会牵连其他居民。

又是十几个小时不眠不休的救援，刘洪顺和战友成

功转移营救出上百名被困群众。回到支队，刘洪顺的脚

已经布满伤口，简单涂了点碘伏，他累得睡了整整一天。   

  抱着止水器睡觉的“新兵蛋子”
30小时不眠不休 

救出上百名被困群众

2022年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全员岗位大练兵比武竞赛丰台支队合影（刘洪顺在第二排左五）。受访者供图

2011年第一届全国打造现代化公安消防铁军大比武，
刘洪顺作为“枪手”参加“百米梯次进攻操”。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2020年全员岗位大练兵比武
竞赛指挥员组5公里空气呼吸器负重跑，刘洪顺获得第一
名。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2022年全员岗位大练兵春

季比武竞赛的赛场上，观众视线都聚焦在了5000米跑

的最后200米冲刺。选手反超的瞬间，赛场周围的呼喊

声达到高潮。这时，一名选手从镜头的边缘冲出，在最

后100米，以极快的速度超过第一名，夺得冠军。

这段2022年的短视频至今还在北京消防队伍里

流传，被人们形容为“绝地逆袭”的视频主人公，就是

现任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马家堡特勤站站长刘洪顺。

34岁的刘洪顺已经从事消防工作15年了。在这期

间，他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五次、先进个人一次，获得国

家消防救援局训练标兵三次，连续六次获得北京消防

总队训练标兵称号，并曾获得北京消防总队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

今年，刘洪顺又获得了国家消防救援局颁发的

优秀消防救援站指挥员称号。“我将在这条道路上继

续前行。”刘洪顺说。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2022年全员岗位大练兵春季比武竞赛，指挥员全能科目组5000米跑，刘洪顺获得第一名。
受访者供图

刘洪顺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五次、先进个人

一次、获得国家消防救援局训练标兵三次、连

续六次获得北京消防总队训练标兵称号、获得

北京消防总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负重七八十斤 
爬 25层救出祖孙三口

已许国 难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