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甘肃岷县发生特大
冰雹山洪泥石流灾害。岷县是於
若飞的家乡，正在西安上大学的
於若飞立即请假赶回岷县，做起
了志愿者，为受灾群众发放物资，
给参加救援的蓝天救援队当向导
……正是这次经历让於若飞与蓝
天救援队结缘。

从家乡返回学校后，他加入
了陕西蓝天救援队，开始了公益
救援生涯。急救、单绳索攀降、水
上打捞和高海拔救援等 21 门技
能，他从零开始一一学起。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
发生 7.0 级地震，於若飞和队友

赶赴雅安开展救援工作。
时隔多年，於若飞仍清晰记

得，有一位年轻母亲和她刚出生
3个月的小宝宝在地震中幸存下
来。当这位母亲来给孩子领奶
粉，於若飞拿出一箱奶粉给她时，
她只拿了一袋奶粉。她对於若飞
说：“一包奶粉够孩子喝三四天，
剩下的奶粉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於若飞，
他红着眼圈，掏出随身仅有的
480元钱硬是塞到了这位年轻母
亲的背篓里。

“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个念
头此后便在於若飞的心里生根发

芽。
有人问於若飞，救援的最高

境界是什么？他回答：“拥有精良
装备，快速救人。”对方却说：“救
援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救援。”

这让於若飞认识到：“救灾”
重要，但“防灾”更重要。所以要
做好防灾知识普及，让每个人都
学会自救知识，才能在灾难发生
时自救互救，尽可能减少伤亡。

2013 年 10 月，於若飞发起
建 立 了 兰 州 蓝 天 救 援 队 。 到
2015年，救援队已从最初的4个
人发展到 140 多人。2015 年 5
月，兰州蓝天救援队更名为甘肃
蓝天救援队，并在甘肃省民政厅
登记注册，成为甘肃第一支登记
注册的民间公益性救援队。

於若飞带领甘肃蓝天救援队
面向甘肃省内的高校、企业开展
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工作。

每一次上课前，他都要做大量
的准备工作，课堂上耐心讲解知识
点，与学员互动，“只有完完全全掌
握了这些急救技能，才能真正应用
到实践中。”多年来，甘肃蓝天救援
队已累计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
公益防灾普及课670余场，受益近
30万人次。

於若飞还将大部分精力和时
间用在了钻研救援技能和志愿服
务工作当中，同时多次参加中国
国际救援队、国家地震紧急救援
训练基地等单位的专业救援培
训。“当志愿服务融入生活，需要

的是长久的信念、点滴的善意和
过硬的专业素质。”於若飞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於若飞充分发挥
担任甘肃蓝天救援队队长的优
势，组织带领蓝天救援队伍迅速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甘肃蓝
天救援队对近 2800 家机构及学
校、17000 多辆车进行全面消毒
防疫，消毒面积 2300 余万平方
米。

10年间，於若飞带领的甘肃
蓝天救援队参与大小救援940余
次，拯救幸存者81人，救治6000
余 人 ，累 计 志 愿 服 务 时 间 达
16000多小时……

大学毕业后，於若飞开过服
装店、酒吧……为了让甘肃蓝天
救援队得到更好发展，他将这几
年的收入基本都用在救援队了。

“救援队资金主要来源于政
府采购、社会捐赠、队员 AA 制，
还有我个人投入。我是一名党
员，奉献是应有之义，更何况在生
命面前，钱不算什么，没了还可以
再赚，但生命只有一次。”於若飞
坚定地说。

如今，甘肃蓝天救援队已发展
成为有着千余名志愿者，具有城市
救援、水域救援、山野救援、医疗救
援、空中救援和综合后勤保障等八
个板块的专业救援队伍，还协助建
立了28支青年公益性民间救援队
伍。

截至目前，蓝天救援队在甘

肃武威、张掖、平凉、天水、白银、
金昌、陇南等市州已经生根发芽，
甘肃蓝天救援队的每一步发展都
饱含着於若飞和队员们的坚持和
努力。

在於若飞看来，志愿服务的
第一个阶段是献爱心，第二个阶
段是影响更多的人去献爱心，第
三个阶段是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
来帮助更多的人，但始终需要坚
持的，就是履行党员义务、推动志
愿服务文化发展。

“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其本质
是奉献和服务。共产党员普遍奉
献精神好、服务意识强，在急难险
重任务中能够冲在前、抗硬活。
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下一步我
们要在队伍中吸纳更多党员，实
现履行党员义务与发展志愿服务
事业相统一。”

常常会有人问於若飞，为什
么将应急志愿服务当作自己的事
业来做？

他说，因为一种理想信念、一
颗赤子之心、一份家国情怀。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将以实
际行动践行新时代共产党员的
使命担当，为西部地区应急救援
志愿服务发展作出贡献。用善
行唤醒人心，用新思想引领志愿
服务发展方向，将志愿服务与社
会公益事业坚定地推进下去。”
於若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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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春季的一天，乌鲁
木齐市达坂城荒芜的戈壁滩上，大风吹
过屈指可数的几台风机。这些风机属于
达坂城风电场，武钢前不久刚接任场长。

“无论坏哪个部件，都得干瞪眼等着
从国外买。”武钢回忆说，那时候，我国大
部分风机严重依赖进口，这导致主机价
格高、维修成本高。不实现风机国产化，
风电产业在中国的大发展遥遥无期。

武钢等人于 1998 年成立了金风科
技的前身——新疆新风科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投入到艰苦的风机国产化研制过
程中。他引进、翻译了大量外文技术资
料，审核了上千张设计图纸，通过无数次
尝试，1998 年底，公司生产的首台国产
600千瓦风机在达坂城风电场投入运行，
整机性能与进口风力发电机组相当，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2000 年 7 月，武钢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

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
2005年4月，金风科技研制的1.2兆瓦直
驱永磁风力发电机在达坂城风力发电场
试运行。这是国内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兆瓦级风机，它的问世运行意味

着我国在风机制造领域实现了从模仿、
跟随到超车的跃升。

自主制造高性能国产风机的梦圆
了，但武钢没有停下脚步。今年3月，金
风科技再次实现技术突破，完成国内陆
上首套6兆瓦机组分体吊装。

“利用风能造福人类”这个梦想仍在
不断延展。2021 年 1 月，金风科技北京
园区获得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碳中和”
园区认证。随后，金风科技携手天津港，
打造全球首个“零碳”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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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担任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的
李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
灾害来临时，一次次义无反顾、逆行出
征，诠释着“守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责任使命。

时针拨回到近三年前，新冠肺炎疫
情突然袭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
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19年12月31日清晨，李群和中
国疾控中心同事们第一时间赶赴武汉，
迅速深入疫情一线，为后期流调工作、
全国疫情监测与研判打下基础。

走访定点医院、集中隔离点，开展现
场调研……李群与团队争分夺秒地与病
毒赛跑，不舍昼夜地与疫魔较量，在“疾
控人”的心中，人民的生命安全重于泰
山，时间的意义就是挽救生命。

2020年1月27日，返京仅10天后，
李群作为中央赴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
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再赴武汉，他还担任
中国疾控中心援鄂前线工作组组长和
临时党支部书记，和122名队员一起，全
力投入“武汉保卫战”。

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支部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李群难忘在
援鄂一线召开的第一次临时党支部大
会，8个党小组共同线上参会，在一声声
齐唱“前进、前进、前进进”的国歌声中，
队员们哽咽了、流泪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多次派出精锐力量，参加
全国各地聚集性疫情处置，成立日报专
班，365 天、24 小时运转，截至目前，一
直保持一级响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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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若飞：用专业救援撑起一片“蓝天”

10年来，在抗震救灾、城市救援、野外救援现场，总会看到他“蓝色”的身影；10年来，在他的带动下，有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公益救援队伍……他就是党的二十大代表，甘肃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於若飞。

武钢：
新时代的风电追梦人

“利用风能造福人类，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风机，让中国人造的
风机走向全球。”党的二十大代表、64岁的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金风科技”）党委书记、董事长武钢，谈起30多年前
的“追梦之旅”仍然意气风发。

李群：
与疫魔竞速的疾控“急先锋”

凌晨0：30，李群结束了最后一场疫情分析会。走出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大楼，这位“疾控人”在漫天繁星的陪伴下踏上回家的路。

先后两次深入武汉抗疫前线累计工作102天，有超过380天身处
疫情防控一线，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李群的抗疫时间表。

武钢武钢 李群李群（（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