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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这是事关 617 个生命的时间赛跑。
救护车上、急诊室里、手术台上、重症室

里……连日来，3500 多名医护人员、70 多名医
疗专家，争分夺秒抢救伤员，与死神赛跑，尽最
大努力防止因伤致死致残。

惊心动魄，“抢救的每一秒都

很宝贵”

仪器的滴滴声、医生研究病情的低语、护士
记录的沙沙声……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室里，安静的气氛中透着紧迫。事故发生以
来，部分医护人员至今还未回家，困了就在值班
室眯一会，没有固定饭点，抽空扒拉一口就匆匆
回到岗位。

“医生查看病情、出诊疗方案，护士负责吸
痰、口腔护理、病情观察、生活护理等全方位照
顾，每小时记录一次情况。家属进不来，就把病
人‘托付’给我们了。”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说。

为争取抢救时间，检查、评估、术前准备、手
术等交叉进行。“抢救的每一秒都很宝贵，21 日
晚上我们科室四台手术同时进行。”该院神经外
科主任医师万政强 3 天只睡了五六个小时，眼
含血丝却精神抖擞。

“一个伤员送来时头部多处重伤，我们在显
微镜下手术 4 个多小时，清理出 20 多块碎玻
璃、碎骨头，终于把这条命抢了回来，目前病人
病情稳定。”万政强一边介绍救治情况，一边忙
着给重症病人检查病情。

截至 23 日 7时，盐城全市 16 家医院共收
治伤员 617 人。为了让每一位伤员得到及时救
治，医护人员全力以赴。

走廊里放着几张加床，床边或站着或坐着
病人的家属。“麻烦让让，麻烦让让”，响水县中
医院病区的护士拿着棉签、药水等，走路带着小
跑，抓紧为病人进行护理。

掏出手机，该病区一位护士的运动软件显
示，21 日她步行 4 . 3 公里。护士长李响告诉记
者，得知事故发生后，所有在外的、轮休的医护
人员全都回到岗位上坚守。

众志成城，“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张：2、17；王：3、19；杨：1、8、15、12”23
日下午，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黑板
上的一串数字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数字代表病
人，姓氏代表医生，一张黑板上记录了“生命的
托管”。

问起病患情况，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邹
其银脱口而出：1 号，多发伤，主要为右上臂骨
折，凝血功能障碍；2 号，脾破裂……

3 天来，邹其银一直战斗在救治岗位，困
了就在值班室躺一会。23 日中午 12时，他匆
匆赶回家吃了两口饭，换了件衣服，13时 20
分又赶到医院救治伤员。

让邹其银欣慰的是，医院收治的几十位
伤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邹其银告诉记
者，医院紧急动员了 100 多名医护人员，腾空
40 余张专用床位，为每一位伤员各配备一名
医生和一名护士，专家会诊制定个性化治疗
方案，无缝衔接整个救治环节，确保为伤员提
供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不仅盐城本地医护人员团队作战，国家
卫健委和江苏省卫健委还抽调各地专家到现
场指导救治。

滴滴，滴滴……江苏省人民医院一位被
安排到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手机的
震动几乎没断过。汇报情况、上传片子、在线
会诊……这名支援医生忙碌之余打开一个名
为“盐城爆炸救援”的微信群，消息不停上移、
上移，“几分钟不看就新增上百条工作消息。”

“很多伤员都是复合伤，既有爆震伤，又
有灼烧伤、呼吸道损伤，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
次损伤。”第一批赶来的专家、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孙青
芳说，为了让治疗更加科学精准，多学科专家
团队联合会诊，为每一位伤员制定专门救治

方案。
为组织最强力量全力救治伤员，国家卫

健委 23 日再次派遣由 3 位院士领衔的专家
团队赴江苏盐城，为危重症病人会诊，提出下
一步治疗措施。

“整个看下来，这次救治组织严谨、抢救
及时、医疗准确，整体上病情比较稳定。”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院士说，
当晚他们还将上手术台，对多台手术进行现
场指导。

一人一策，“不仅挽救生命，

更要增添希望”

“我们来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问题，可能
会有点疼，但我们手上有数，不会对你造成伤
害。”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里，江
苏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张薇玮将敷贴轻轻地
贴在病人眼睛上，涂好耦合剂，开始做眼部 B
超，确认玻璃体是否积血。

“这个病人要重点关注视神经管，左眼眼球
下方有些水肿，情况平稳后可进行眼部探查。”
张薇玮根据检查情况，提出下一步治疗建议。

另一边，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李健一
边会诊，一边记录病情，“所有病人的情况都要
记录，晚上进行汇总，确定下一步诊疗方案。”

作为第二批赶往响水的医护救援力量，

张薇玮、李健 22 日抵达响水，“好多人都是在
外地开学术会议，接到紧急通知后，各自从所
在地奔赴响水。”

“我们不仅要挽救伤员的生命，更要给他
们增添希望。”张薇玮告诉记者，经过前期生
命抢救之后，很多伤员对眼睛损伤的关注度
提升。一方面，心理干预非常重要，尤其重点
病人要进行重点的心理干预。另一方面，在情
况允许下及早进行二期手术。

“目前工作重点逐步由急救期转向恢复
重建期。”江苏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朱宝立表
示，下一步将对职业人群、应急处置人员、周
边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对事发地及周
边地区的饮用水、食品、空气进行监测，对伤
员进行疾病监测。同时，还将对受伤人群进行
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

连日来，一些事故中受轻伤的群众陆续
出院，与家人团圆成为抚慰伤痛的最好“药
品”。

“这几天每天都有轻伤者出院。”响水县
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桑友荣说，轻伤者大多是
切割伤，经过清创缝合，很多病人恢复良好。

截至 23 日记者发稿时，所有救治的 617
个伤员中，已出院 23 人，143 人留治观察。通
过治疗，重症人员数量在下降。

(记者凌军辉、邱冰清)
新华社响水 3 月 23 日电

为了 617 个生命的赛跑
江苏响水爆炸事故伤员救治一线实录

响水化工厂爆炸事故

据新华社响水 3 月 23 日电(记
者沈汝发、秦华江)23 日上午 7 点，
一名 52 岁的马姓男子被消防救援
人员救出。此时距离“3·21”响水天嘉
宜爆炸发生已经过去了 40个小时。

“老公还活着！”幸存者家属喜
极而泣。

“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被救出
的生命。”消防救援人员王诗尧说。

40 小时，无食无水，他

终于等到消防救援人员

一直到 23 日下午 4 点，马先生
的妻子和丈夫视频，才相信自己的
老公真的还活着。躺在响水县人民
医院 ICU 的马先生体征平稳。

“专家会诊时，能自主和专家对
话，自主叙述病情，做了 CT 等各种
检查，除了有些脱水，腿和头部有些
轻微创伤，其他都无大碍。”主治医
生贾士成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对
于砸埋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来说，可
说是“奇迹”。

时光倒回到两天前，响水化工
园区之江化工厂，马先生经历了一
场生命的噩梦。21 日下午 2 点 48
分左右，距离不远的天嘉宜化工有
限公司发生爆炸，他被砸埋在坍塌
的铁板钢筋废墟中。

无食无水，一天两夜。一直到
23 日上午 7 点，响水消防救援大队
救援队员发现他。

爆炸发生 30 分钟后，响水消防
救援大队战斗班班长王诗尧和队友
就赶到现场开展灭火救援。22 日
晚，他们在之江片区搜救了一整夜，
身体已经很疲乏。“但我们不想放弃
任何一个可能被救出的生命。”王诗
尧说。他们一遍一遍地毯式反复搜
索，反复呼喊、击打建筑，看有没有
幸存者的回音。正是这样的坚持，成
就了生命的奇迹。

凌晨 6 点多，在之江片区西部，
王诗尧和 4 名队友的呼喊，得到了
回应，循声找去，马先生被发现了。

由于道路狭窄，车辆无法进入，
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又不敢使用大
型器械，王诗尧和队友就用手扒开
废墟，经过半个小时营救，终于把马
先生救了出来。

“我们来救你了，我们救你回
家！”消防救援队员们一边安慰，一
边背起他，将他安全地送到了救护
车上。

危化品气体、液体蔓延，他们在险境中

寻找幸存者

王诗尧从事消防工作已经 8 年，这是他遇到的最严重
的一次事故。此次响水爆炸发生在化工园区，截至 23 日上
午 7 点，已造成 64 人死亡，21 人危重，73 人重伤。

“每个化工厂原料、生产物料各不相同，爆炸区域充满
危化品液体、气体。”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参谋长、事故处置
现场指挥部副总指挥陆军说，消防救援人员在灭火过程中，
奋不顾身，把抢救生命和财产作为职业的第一要责。

爆炸区域 3 个罐，其中 2 个苯罐，1 个甲醛罐，将近
4500 立方米的物料，同时燃烧。头上被大火燃烧过的建筑
物晃来晃去，中间是爆炸后开裂的墙体，脚下是酸类、碱类
等各种不知名的化学品液体。这就是王诗尧们面临的险境。

“肯定有危险，万一被砸到就完蛋了。”21 岁的消防救
援人员杨忠旭说，“但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一丝
希望，我们就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搜救，不抛弃、不放弃。”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江苏 930 名消防救援人员，184
辆消防车展开地毯式搜救。

“不放过一个区域，不漏掉一个人。”陆军说，消防救援人
员划分为 13 个片区，65 个网格，已搜救疏散近 300 名群众。

“你一定要平安！”

21 日下午，响水爆炸发生后，24 岁的消防救援队员陆
凤吉立即投入灭火搜救的战斗。当日晚上 10 点 41 分，女友
微信他：“还在忙吗？”11 点 11 分微信：“你一定要平安啊！”
11 点 34 分：“你看到消息不管多晚都要给我打电话，我手
机一直开最大声音！”

看着微信，陆凤吉幸福地笑了，眼眶有些湿润。
他的队友杨忠旭，手机中同样是亲人深深的牵挂。21

日晚 8 点 18 分，姐姐微信他：“结束了没”；晚 10 点 32 分，
在没有收到回复后继续微信了一个问号的表情；22 日 11
点 59 分微信：“看到回电，担心”。

王诗尧、杨忠旭、陆凤吉、张帝、覃安极……他们冒着失
去自己生命的风险，拯救出被困 40 小时的群众的生命。

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这是生命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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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江苏盐城 3 月 23 日电受习近平总书
记、李克强总理委派，国务委员王勇率国务院有
关部门 22日紧急赶赴江苏响水指导天嘉宜公司
“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看望遇
难者家属和受伤群众，慰问抢险救援队伍。

20时许，王勇抵达后立即赶往盐城市第一
人民医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探望受伤群众，嘱
托医护人员全力施救。随后来到事故现场，察看
事故情况，详细了解救援进展。23时，王勇在事故
现场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
批示要求，听取江苏省、盐城市和有关部门应急
抢险救援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王勇要求，江苏省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与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
同志批示要求，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
度，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一要把抢救
生命放在首位，组织最好的医疗资源和医疗
专家，最大努力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因伤
死亡、因伤致残。二要拉网式搜救遇险人员，
反复排查，不留死角、不漏一人。三要做好现
场清理工作，抓紧处理剩余危化品和污染物，
加强空气、土壤、饮用水源等环境监测，严防
发生次生事故。四要妥善做好伤亡人员家属
安抚和转移群众安置工作，及时准确发布权

威信息，回应群众关切，保持社会稳定。五要
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彻查事故原因，坚决依法
追责。同时，要深刻汲取惨痛教训，举一反三、
立即行动，全面排查危化品安全隐患，坚决遏
制类似事故发生。

23 日，王勇前往响水县人民医院看望伤
员，再次赴事故现场研究后续救援处置措施，
并专程来到遇难者家中慰问家属。

据新华社响水 3 月 23 日电(记者叶昊
鸣、朱国亮)记者 23 日从国务院江苏响水天
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
故调查组了解到，此次爆炸事故中，一些地方
和企业在改进安全生产工作上不认真、不扎

实，走形式、走过场，事故企业连续被查处、被
通报、被罚款，企业相关负责人仍旧严重违法
违规、我行我素，最终酿成惨烈事故。

在当日召开的国务院江苏响水天嘉宜化
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
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
人指出，要扎实细致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尽快
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要按照“科学
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
不放过”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对事故发生的经
过和原因进行分析判断；要依法依规认真履
行职责，严格遵守事故调查纪律，加强对调查
组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

王勇赴江苏响水指导天嘉宜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时强调

全力以赴救治伤员 扎实做好善后工作
国务院“3·21”事故调查组事故企业连续被查 相关负责人严重违法违规

大家都习惯了天气预报带来的便捷服务，
但是否知道目前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多高？它的
“前世今生”怎样？未来的天气预报会如何发展？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给大家
做出了解答。

预报准确率可达 80%

曾庆存介绍，目前的 3 天预报，在全球范围
可达 70% 至 80% 的准确度，如果是一定区域，
比如我国华南地区的 3 天预报，准确度能高于
80% 。同时，国际上天气预报的有效性已从早期
的 1-3 天提高到 5-7 天。

“天气预报达到‘十报九准’甚至‘十报十准’，
目前来说不大可能。”曾庆存说，天气有偶然性，
它不在人工实验室里，也不被人为控制，是预报
总会有偏差。

相当准确的预报，帮助我国实现了多个登

陆台风的零死亡。曾庆存说：“如今，我们已经
能把台风牢牢控制住了。”

曾庆存举例说，近年来，多个台风的 24
小时预报登陆点和实际登陆点相差 50 公里
左右，“台风半径是 1000 公里，看相对值的
话，50 公里已经是很小的误差范围了”。

从“凭经验”到“算数值”

“古人看云识天：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
淋。这是过去的天气预报——— 凭个人经验。”

曾庆存说。

到了 20 世纪，人们已发明和应用了气象
仪器来测量大气状态，气象学开始进入“科学
时代”。特别是无线电的应用，使各地气象观测
数据能及时汇总到一个中心，绘成“天气图”，
但天气图还是严重依赖预报员的主观判断。

20 世纪上半叶，科学界提出用描述大气

运动的原始方程组作定量天气预报的构思，
但方程组非常复杂，无法直接求解。

1961 年，曾庆存在深入分析天气演变过
程的理论基础上，首创半隐式差分法，在国际
上首次成功求解大气斜压原始方程组，画出了
世界上第一张用原始方程组的天气预报图。我
国科学家创造的半隐式差分法和此后又创新
的平方守恒法，至今仍在国际上广泛应用。

“简言之，气象监测已从单纯的‘站点监
测’变为包含气象卫星遥感的全球监测，气象
预测已从经验预报发展到数值天气预报。”曾
庆存说。

未来能预测几十年后气候

天气能预报，气候也能吗？曾庆存回答：能。

曾庆存举了个例子：如果要预报几天后
的天气，我们只需考虑大气，但如果要预测几

年甚至几十年后的气候，我们还需要考虑海
洋、陆地植被、太阳活动等等。

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发
展出短期气候预测系统，并将最终建成研究
和预估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变化的“数值模
拟装置”。

曾庆存表示，预测未来一个月、一年，甚至
几十年的气候，关系到国民经济建设方方面
面，如夏季洪涝、冬季雾霾、农业规划、能源布
局等，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预测愈显重要。

2009 年，曾庆存与其他科学家就萌生了
建立地球模拟器的想法。在数百位科学家的
共同努力下，“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于
2018 年在北京市怀柔科学城破土动工，并将
于 2022 年完工。该装置将为国家防灾减灾、
应对气候变化、大气环境治理等重大问题提
供科学支撑。 (记者岳冉冉、董瑞丰)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天气预报为何越来越准了？
院士带你了解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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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吃不饱，穿不暖，白天是农奴主的牲口，为
他们拼命干活；晚上是农奴主家的狗，睡在牛圈里看家护
院，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老人说，哪怕是生病
了也只能忍着，几乎无法得到医治，一些身体差的农奴年纪
轻轻就丧生于繁重的劳动，“根本不指望长寿，更不敢想长
命百岁。”

西藏民主改革让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放。巴珠老人也
分到了土地、住房和牲口，同时当上了顶嘎村“朗生互助组”
组长，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之后，巴珠老人娶妻生子，成
家立业，成为远近闻名的“能人”。

60 年来，老人一家五口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几年前，西藏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老人家盖了新房，住
上了宽敞明亮的藏式小楼。按照政府的惠民政策，老人还享
受合计每年 1 . 3 万多元的补贴，生活安宁而幸福。

老人说：“如今，西藏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每个人
都希望健康长寿。”

“我已经很长寿了
希望我能活得更长久
我祝愿西藏
社会安定
人民幸福
祝愿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扎西德勒！”
在 99 岁生日这一天，巴珠老人许下了美好的愿望。

翻身农奴的 99 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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