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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朋友”日常
训练15秒爬梯上二楼

当日下午4时，仍是烈日当
空，地面温度极高。“集合！”在一
声号令下，10 余名消防员集合
在 119 训练大楼下。跑操，是队
员们每天都要训练的基本项目。
头顶烈日，大家在步道上跑步热
身，两圈跑下来，不少人额头冒
出豆大的汗珠。

绳索攀爬、爬梯、负重上楼……
这些训练项目对他们来说，早已
是家常便饭。当天的训练的内容
包括挂钩梯上四楼、爬绳上四
楼、6米肩梯上二楼。

6 米肩梯上二楼，是要身穿
消防战斗服，通过攀爬 6 米拉
梯，从训练塔一楼，爬上约 5 米
高的二楼窗内，合格时间为 18
秒。起跑、冲刺、摆梯、攀爬、翻
墙，消防员吴海平干净利落地完
成整个训练，用时 15 秒。“如何
能做到快速爬梯上楼？”面对记
者的询问，消防员吴海平表示，

“没有过多的技巧，全靠平时多
加练习。”

15 秒完成 6 米肩梯上二楼
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训练。“能
不能再快一点”，凭着这样的信
念，消防员们不断刷新自己的成
绩。“目前我们所有的队员都能
达到 18 秒，15 秒是最好成绩。”
站长刘洪芳介绍。

对普通人来说，完成从一楼
到二楼的爬梯要花费多长时间？
记者换上橙色消防救援服后，在
吴海平的指导下，从肩梯爬上二
楼，耗时 24 秒。现场消防员，每
个人只需要三四秒就能完成。

●记者穿上10
公斤灭火救援服体验

采访过程中，记者还体验了
穿着消防灭火服负重爬梯。一套
消防灭火服有多重？消防灭火服
主要用于火场灭火救援，又称

“防护服”，可以防火阻燃，加上头
盔，重量接近10公斤。当全身装
备穿戴完毕后，记者感觉就像裹
了一层大棉袄，在高温下，救援服
如同蒸笼一般，如果在灭火现场，
可想而知，体感温度只会更高。

穿戴好消防战斗服只是第

一步，消防员身上还需佩戴其他
的器材装备——肩背空气呼吸
器，腰间佩戴工具包，手拎两盘
水带。穿戴好服装设备后，记者
只有一个感受：负重前行。在记
者眼中复杂的穿戴，是消防员日
常最基础的训练之一。

“火情出现时，我们必须要
在1分钟出库，穿好灭火服登上
消防车。”消防员田文介绍。

接下来的任务是——身着
消防服，拿着两个水袋爬到四
楼。田文告诉记者，为了更快更
省力地爬楼，消防员通常会直
接两级台阶一步上。记者原本
想跟上田文的步伐，无奈只能一
步一步上台阶。

等到最后成功抵达四楼，记
者已是气喘吁吁，里面的衣服已
被汗水浸湿，全程耗时约四五分
钟。“通常我们的爬楼训练在高层
小区，一次需要爬10层，大家几
乎都是跑起来爬楼的。”田文说。

傍晚6时许，食堂为消防员
们准备了西瓜消暑，一片片清甜
的西瓜缓解训练的辛苦。短暂的
休息后，他们又继续跑向操场开
展日常训练。

“穿上救援服就像裹了件棉袄”

8月1日，南昌最高气温达35℃，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灼热的气
浪。对于消防员而言，每天需要头顶烈日进行体能训练和技能训
练，以提升实战能力，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高温之下，消防救援
人员又是如何训练的？当日下午4时许，记者前往南昌市红谷滩区
消防救援大队珠江路站体验他们的日常训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章娜、
实习生柯莺莺、陈慧摄影报道：
南昌地铁1号线东延线、2号线东
延线传来最新消息！8月1日，经
过近8个月的艰苦奋战，1号线东
延线、2 号线东延线联络通道完
工，至此，南昌地铁在建3条延长
线 联络通道全部完工。

据介绍，南昌地铁 3 条延长

线自今年 4 月全线洞通以来，全
面转入土建附属结构施工及机
电工程建设。其中，对南昌地铁1
号线东延、2号线东延共计14个
联络通道使用了“冷冻法”进行
施工，在地底上演了一场“冰雪
奇迹”。地铁联络通道是连通地
下两条单线隧道的通道，可以用
于疏散人员、隧道排水、防火等。

若一条隧道出现问题，乘客可通
过联络通道迅速转移到另外一
条隧道，避免事故发生，所以联
络通道也被称为“逃生通道”。

南昌地铁延长线联络通道
“冷冻法”施工中，针对具体问题
逐个击破。比如在冷冻管孔口设
置密封装置，通过调节装置中的
阀门来控制水土流失，降低隧道
内开孔的涌水涌砂风险；在每个
联络通道采用两套设备，通过

“一主一备”的保障，确保冷冻
盐水始终在-30℃左右；备有应
急电源应对停电的突发情况，
保证冷冻系统 24 小时不间断运
行；通过将冷冻设备由原来的
隧道内调整至车站负一层，为
盾构机腾出空间，使“冷冻法”
和盾构推进的工序可以无缝衔
接；增设衔接轨道，方便铺轨车
辆进出，解决原本需要等待“冷
冻法”施工完毕后才能进行铺
轨的问题，使“冷冻法”和铺轨
可以同时施工，破解了打孔开挖
与盾构、铺轨施工交叉的难题。
最终，实现了 3 条延长线联络通
道圆满安全完工。

南昌地铁3条延长线
联络通道全部完工

本报讯 张依、全媒体记者段
萍摄影报道：7 月 31 日，南昌市

“四普办”实地调查组联合经开区
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开展“四普”实
地调查工作，复查了熊桂公墓、熊
应申墓、雪舫熊氏祖堂 3 处不可
移动文物点，新发现文物点1处，
为“曹秀先石刻”。

新发现的“曹秀先石刻”位于
南昌市樵舍镇波汾村白马庙门左
侧墙上，石质为青石，石上刻有

“秀毓芝山”4 个字，字体古拙大
气。曹秀先是清朝著名文学家、书
法家，乾隆元年中进士，选庶吉

士，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内
阁学士，历工、户、吏三部右侍郎，
乾隆三十六年升任礼部尚书，受命
在上书房总师傅行走，担任《四库
全书》馆总裁。曹秀先作为一代名
臣，其书法造诣颇深，史书记载“以
儒臣起家的曹秀先‘博极群书，工
于诗文，尤善书法’，书法高古，纯
写中锋力透纸背，人得片楮以为
宝。石刻碑版甚多。尝进所刻敬恩
堂移晴堂书课，赐御临黄庭坚尺
牍，着赐书堂集”。此次发现的不可
移动文物点“曹秀先石刻”为研究曹
秀先书法艺术增添了新的资料。

▲消防员进
行爬楼训练。

▲施工现场

▲“曹秀先石刻”

本报全媒体记者体验“蓝朋友”高温下的日常训练

▶记者准备穿
上的消防服。

文／图 本报全媒体记者赵琼 实习生陈慧 柯莺莺

省城新发现1文物点
“曹秀先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