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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映衬着青砖灰
瓦，街巷曲折点缀着朱门绿藤，
在北京西城区大栅栏街道铁树
斜街社区的樱桃胡同，十步一
景，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
此时，4名身着红色T恤的老人
出现在胡同中，她们走走停停，
可眼神并没有锁定美景，而是
在观察屋顶杂草是不是太多、
院墙外有没有飞线、院子里有
没有电动自行车和废纸壳……
这 4位老人是铁树斜街社区
“女子消防队”的成员。这支成
立于2006年的消防志愿服务
队伍主要由社区居民组成。走
过18个年头，她们早已成为胡
同里街坊四邻的“消防热心人”
和“贴心人”。

走街串巷防微杜渐 18年守护街坊平安

胡同里有支“奶奶消防队”

从成立时队员们的平均年龄50岁
左右，到扩编时的60岁出头，再到现在
接近70岁，18年间，“女子消防队”慢慢
变老。队员们互相调侃着：“我们已经从

‘妈妈消防队’变成‘奶奶消防队’喽。”
改变的不仅仅是队员们的年龄，

还有社区消防环境、设施以及居民的
安全意识。

“当年还允许燃放烟花爆竹，每到
除夕夜，我们就拎着灭火器走街串巷，
就怕噼啪作响的烟花爆竹落在屋顶
上，等居民们燃放完烟花离去后，我们
还上前扒拉扒拉，没有熄灭的话，就再
浇上一桶水，有时要到凌晨两三点钟
才能回家休息，那几年没吃过一顿完
整的年夜饭，没看过一次完整的春
晚。”杨淑萍回忆。

随着西城区胡同片区腾退工作的
开展，近些年铁树斜街社区的人口密
度在下降，而消防设施却在增加。为
了解决消防车开不进狭窄街巷的问
题，西城消防部门在街巷里增加了不
少“干式消火栓”，方便消防水带直达
火灾现场。

不仅如此，西城消防部门还在大栅
栏消防救援站的基础上，建设了两个小
型消防站：和平门消防站和杨梅竹消防
站，消防救援力量更加壮大，分布更加
合理。烟感报警器、一键直连报警器等
装备也装进了重点人群家中。

不变的是“女子消防队”参加公益服
务的信念。今年80岁的提桂芳奶奶是
队里最年长的队员，她在2013年入队时
就已经69岁了，“现在腿脚变慢了，但脑

子还算清醒，只要队里有活动，我都不落
下，这些年学的消防知识不能荒废了。”

除了因为腾退而搬走的队员，其
他队员一直都在，“女子消防队”能够
坚持18年，不仅在于队员们都是“闲不
住”的热心肠，还在于这支队伍让她们
找到了归属感，在人生的“银龄”阶段
还能发光发热。

“退休后我又被返聘，在单位干了
几年。一天，我在家休息时正赶上‘女
子消防队’来我们院宣传，一下子就吸
引了我，这是好事啊，做的都是善事。
2013年她们扩员，我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张松铭回忆道，“‘女子消防队’是
我们的第二个家，我们都以姐妹相称，
大家一起为社区居民做点实事，充实
又快乐，满足又自豪。” （北京晚报）

“用煤气罐做饭呢？旁边就是一
道布帘子，这可不行啊。”

“蚊香下面怎么也没放个托盘，直
接摆桌子上，烟灰掉落可有危险。”

“这插线板用了好多年了吧，该换
一个了。”

……
每走进一个平房院落，眼尖的“女

子消防队”总能第一时间发现隐患。正
值午后，不少居民正在午休，如果恰好
遇到出门的居民，她们就上前唠叨两
句；如果院里没人，她们就把隐患记下，

“别在午睡的时候敲门入户，居民容易
反感。再说了，有些隐患我们不提醒个
三四次是改不掉的。”张松铭悄声说。

铁树斜街社区老年居民多，有些
老人有拾荒换零钱的习惯，还有些老
人恋旧，不舍得将废旧用品丢弃，这也
是“女子消防队”遇到的最常见的火灾
隐患。杂物堆积不仅堵塞逃生通道，

也极易发生火灾。同时，老人的逃生
自救能力也相对较弱。

杨淑萍印象最深的是帮助独居
又爱拾荒的刘老太消除隐患。刘老
太不仅把屋里堆得满满当当，院里也
成了她的储物仓库，很多邻居都抱
怨、投诉。

“我们所有队员几乎都去劝过老
人，她总是说‘这是我妈留下的，那是
我婆家传下的’，拒绝清理
杂物。后来，我们就改
变策略，每次去先
帮着老太太整理杂
物，把纸箱、塑料
瓶码放整齐，之后
再帮老人打扫卫
生，一起坐着聊
会儿天。”

杨淑萍说，
街坊邻居间总有

情意在，尤其是老街坊，熟悉彼此的脾
气秉性。时间一长，刘老太接受了队
员们清理杂物的请求。“我们提前找好
收废品的人，定了一个高于市场价的
收购价格，差价由社区补上。等院里
的杂物被清理一空，大家心里别提多
亮堂了。”

为了让消防宣传和隐患排查更
有的放矢，“女子消防队”在消防员

的指导下，将整个社区分片、分
区、分组，把片区内的独

居老人、空巢老人、高
龄老人等重点人群
登记造册，把废品收
购站点、大杂院等重
点隐患点位列入防
火工作台账，每个
月协助消防员挨
家挨户开展安全检
查。

在居民中开展火灾预防，单靠热
情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得学点儿真
本事。“女子消防队”成立之初就把附
近的消防队——大栅栏消防中队当成

“进修学校”，请消防员当“培训老师”。
队员入队之后，不仅要学习消防

安全常识、家庭防火、初期火灾扑救以
及火场逃生等自救知识，还在消防员
的指导下，接受使用消防栓、接水带、
打绳结、灭油锅等专业训练。年轻点
儿的队员还制作了铁树斜街社区消防

器材点位图，清晰准确地标注了辖区
内的消防栓、消防箱和灭火器的具体
位置，便于在有火情发生后及时到位，
微小火灾抬手就能灭。

2013年，“女子消防队”扩员，新增
队员25名。今年70岁的张松铭正是
那时候加入了“女子消防队”。一开始
她对消防一无所知，经过这些年的培
训学习，现在的张奶奶已经是队里的

“消防知识和技能达人”。
“比如说如何正确拨打119火警电

话，加入消防队之前，我觉得应该是赶
快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在最短的时
间内都告诉接警员，但和消防员学习之
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做法不科学。”张
奶奶说，“正确的做法是，听接警员的引
导，他问什么，你答什么，因为人在慌张
的时候可能说不清楚状况。”

张奶奶还补充说，如果胡同里起
火，报警人最好能在巷子口引导消防
员，“这些都是抢时间的关键点，节省
一点时间就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铁树斜街社区的辖区面积
不大，只有0.12平方公里，但在
7条胡同里，平房院落多，且有
观音寺、五道庙、梨园会馆、谭
鑫培故居等区级文保单位，消
防安全是头等大事。

“现在好多了，您没瞧见
20年前，我们这儿的火灾隐患
可不少，大杂院里住户多而杂，
有的院子里住着50多户人家，
电线年久失修，电表时不时跳
闸，院子里的杂物、煤球都是隐
患。”61岁的杨淑萍说话干脆
利落，走路脚底生风，退休前她
是铁树斜街社区的一名工作人
员，“那时候就怕发生火灾，一
烧一大片。”

当年胡同里的消防灭火设
施也不完善，消防车无法开进
狭窄的街巷，更不要说进入大
杂院了，一旦着火，该如何救援
呢？2005年的夏天，时任铁树
斜街社区居委会主任的江萍正
在上班，突然接到同事电话，一
处大杂院的电表起火了。问明
地址后，江萍猛地意识到这个
院落有几十户居民，要是门口
电表起火引燃房子，那居民将
很难逃离。

好在这场火被及时扑灭，
冷静处置这场火情的是一名具
备基本消防安全常识的居民：
断电、报警、灭火。赶来救援的
消防员一句话让江萍恍然大
悟，“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消防
隐患，关键在于如何提早预防、
及时发现、科学处置。”

这场火情也让江萍意识
到，居民身边缺少一支懂得消
防安全常识，会辨别常见火灾
隐患，可以帮消防员将火灾防
范的触角伸到胡同院落每个角
落的志愿者队伍。2006 年 5
月，在江萍的组织下，一支由
12名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组
成的“女子消防队”成立，这也
是北京首支女子消防志愿服务
队伍。当年43岁的杨淑萍成
为“女子消防队”的第一批队
员，她也是队伍中较为年轻的
队员，“当时队伍的平均年龄在
50岁左右，大家干劲十足。”

组建队伍

突发火情让大家心有余悸

增进本领 70岁奶奶成“消防达人”

工作心得 排查隐患别伤了邻里和气

队员感言 一起做点实事充实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