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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完人后，工装都湿透了
读者点赞加油站急救五人团，记者还原更多感人细节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鑫鑫 齐娟

许超、匡新刚、马喜宝、于海强、孙福江，他们都是中石化山东青岛公司的员工，也是8月
31日加油站抢救心梗患者的五人团。面对意外，他们反应迅速、分工明确、通力合作，在短短12
分钟内从死神手里夺回一命，打赢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救人大战”！9月2日，半岛都市报报道
后，他们的救人事迹引起了极大关注，读者纷纷点赞。“这为五位小哥点赞，功德无量。”“满满的
正能量，满满的感动。”“好心人挽救了一个家庭，好样儿的！”……随后，记者再次深入采访了每
个人，从中挖掘出更多的感人细节。

许超
第一时间拨通120，现场指挥抢救
许超是地地道道的青岛人，今年34岁，2010年入职中石

化，今年5月份刚调至市北长沙路站担任站长。每周一下午3:
00，站长们都会集中在振华路加油站旁边的市北片区办公楼
开例会。8月31日下午，许超像往次例会一样提前半小时赶
到，当他和市北片区党支部书记匡新刚、金水路与夏庄路站长
于海强仨人一起爬楼梯时，突然听到了异响。
“我当时本能地回头看，发现有人倒车不小心撞墙了，按
照常人的反应，应该及时挂挡往前，但这名车主却迟迟没有动
静，直觉告诉我‘不妙’！”许超告诉记者，他们仨人赶紧上前查
看情况，怕出现安全隐患。走近一看，果然出事了。“当我打开
车门时，发现车主后仰在座椅上，脸色苍白，我同事一直喊他
都没反应，于是我赶紧拨打了120。”第一遍占线，许超又接着
打了第二遍，终于接通了。
“加油站位于马路旁，现场很吵，手机声音又小，为了听清
调度员的说话内容，我将手机紧贴在耳朵上，全程开着免提，
调度员说一句我复述一句。”十多分钟的施救结束，许超的耳
朵嗡嗡作响。“说不害怕是假的，毕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碰
到这样棘手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担心，就盼着车主赶紧醒过
来。”许超说，“那十多分钟的等待简直太漫长了，不止是我，现
场施救的每个人都焦急万分。”
事后得知车主情况稳定时，许超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他回

家后跟3岁宝宝说“爸爸打了120救了别人一命，你长大后也
要多做好事。”

匡新刚
用经验救人，全程跪地人工呼吸
最先发现车主出事的仨人，匡新刚是其中之一。据他回

忆，当打开车门的那一刻，他目睹车主的状态，立马联想到了
去年因心源性猝死去世的中国台湾艺人高以翔。“搞不好车主
也发生了猝死，要赶紧施救。”匡新刚年近五旬，作为安全消防
为重的单位的一分子，参加的应急救援培训特别多，加上日常
的社会培训和自己从媒体上看到的科普，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头脑里迅速反应出“心脏骤停急救要抓住黄金四分钟”，赶紧
联合同事将车主抬下车，放到平地上后，匡新刚立刻跪在地上
做人工呼吸。
“虽然我参加的心肺复苏培训比较多，但真正操作还是头
一次，其实自己心里也挺没底的，但当时顾不上那么多，只能
硬着头皮上了。”匡新刚深知抢救前几分钟的重要性，所以他
不敢停下来，一边人工呼吸一边近距离观察车主的反应。“人
不呼吸的话嘴巴是不动的，因为我就在眼前，所以看得特别清
楚，在120的指挥下，施救几分钟后，车主嘴巴微微张开往上
返气，那一刻别提多开心了。”
120急救车赶到后，匡新刚配合将车主抬到车上，自己和

另外一名同事、黑龙江北路站长孙福江也跟着上了救护车，俩人
一起将车主护送至医院。送医后，他又跑前跑后帮忙办理入院手
续、通知家属等，一直等到将车主彻底安顿好了才放心离去。
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匡新刚一再强调“只是尽了份内职

责，做好事不愿留名”，“车主一切安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
谢，也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马喜宝
施救后，每个人的工装都湿透了
马喜宝2011年入职中石化，目前是市北片区的一名非油

品管理员，日常办公就在振华路加油站旁边的片区办公楼内。
8月31日下午，他在二楼等候站长们前来开会时，也听到了这
声异响。“我赶紧朝楼下望，看到几个同事着急忙慌往异响处
跑去，本以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于是赶紧下楼查看，没想到有
人心梗。”马喜宝回忆，当他赶到车旁时，着实吓了一跳。“车主
面色青紫，眼球上翻，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脉搏，整个人僵
在车里。”从没见识过这种场面的马喜宝克服内心的恐惧着手
救人，“公司曾经进行过应急救援方面的培训，我简单回忆了
下动作要领，便在车里开始做人工呼吸。”待车主被抬下车后，
他又配合其他同事测脉搏。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天，马喜宝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仍有些紧张不安。“施救几分钟后，车主有了微弱的呼吸和心
跳，我便喊他，希望他能有回应，在场的人都紧张得不敢出
声。”没有参与心肺复苏的同事则跑到马路旁边站成一排，盼
着救护车到来，大老远听到了救护车的鸣笛声便不停地摆手，
生怕救护车跑过。”
待救护车离开后，他和同事们来到洗手间清洗才发现，每

个人都满身大汗，工装都被湿透了。恐惧、紧张、担心……多种
情绪交织在一起，大家沉重得说不出话来，沉默之下，互相用
眼神表达疲惫。
休整过后，推迟的会议照例举行，马喜宝和同事们依旧不

愿说话，待医院传来抢救成功的好消息后，他们才卸下压在心
底的石头，放松地交流起来。

于海强
20年前救过人，呼吁心肺复苏普及
在五人团队急救的照片中，有一位戴帽子的“加油站小

哥”非常引人注目。画面中，他绷直胳膊，双手叠加，做按压状。
这名“加油站小哥”叫于海强，是金水路与夏庄路站长，他和黑
龙江北路站长孙福江俩人轮流实施胸外按压。“胸外按压要求
姿势标准到位才有效，胳膊必须绷直，这个动作坚持一会儿就
特别累，所以我俩交替执行。”于海强说，这事真是赶巧了，我
当时正往办公楼赶，听到同事喊我“过来救人”后，我先是懵了
一下，反应过来后便迅速跑了过去。
胸外按压对于海强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在模型上练习过，

但在真人身上操作还是头一次。为了保证效果，虽然胳膊很
酸，但他不敢停下，只盼着车主尽快苏醒。“短短几分钟的施
救，我们就把车主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这说明我们的动作有
效，也让在场的每个人都体会到心肺复苏的意义重大！”为此，
于海强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学习并掌握心肺复苏这项救命
技能。
“该伸手的时候伸手，该帮忙的时候帮忙。”朴素的话语折
射出于海强善良温暖的心。相比其他四位救人同事，于海强多
了些许经验，因为这次并非他第一次救人。早在20年前，他就
参与过。那时他刚参过工作，出差时跟朋友路过一所学校，正
好有位接孩子的老人心梗。他二话没说便加入了救人队伍，凭
借简单了解的急救技能挽救了老人一命。“没想到，时隔20
年，我又一次参与了施救，越发感受到心肺复苏的重要和必
要。”

孙福江
遇上这事就得上，尽最大努力救人
18岁参军，30岁退伍，孙福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兵。

早在部队，他就学习了心肺复苏，没想到时隔十多年，派上了
用场。他回忆，当时他刚停下车，看见对面围了一圈人，走近一
看有人昏迷，他便将手机和开会记录用的笔记本往旁边的石
台上一放，加入救人队伍。抢救心梗车主过程中，他负责胸外
按压。“谁也不想碰上这种事，一旦碰上了就得上，当时心里憋
了一股劲，就是尽最大努力把车主救回来！”待通力合作让车
主恢复心跳，120救护车也赶到后，孙福江又协助急救人员将
车主抬上救护车。随后，他自己也跟着上了救护车。
在救护车上，他帮助急救人员扶设备，亲眼目睹了急救人

员对车主实施电除颤两次，眼看车主的痛苦模样，他在心里默
默祈祷“一定要好起来！”待顺利送医后，他才放心地准备回站
里开会。这时他才发现，由于走得匆忙，手机钱包都没带，怎么
打车？他只好跟出租车司机说明情况，并承诺到站后付费。就
这样，司机将其送回。
虽然退伍多年，孙福江一直秉持着军人的优良作风，助人

为乐。“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加油站，尽我绵薄之力、力所能及地
帮助别人是我应该做的。”孙福江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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