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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处置纵火事件 深航机组获奖250万

7月26日零时40分，深圳航空公司
ZH9648台州至广州航班发生一起机上
纵火事件。机上9名年轻机组成员临危
不惧、协同配合、果断处置，成功扑灭明
火、稳定客舱秩序、制服犯罪嫌疑人。零
时58分，飞机安全着陆，确保了机上97
名乘客生命财产安全和飞机安全。

民航局通报表彰深圳航空ZH9648
机组，记集体一等功，奖励人民币30万
元，奖励2名见义勇为旅客人民币各3
万元。

中 航 集 团 决 定 给 予 深 圳 航 空
ZH9648机组安全专项奖励人民币60
万元。

国 航 股 份 决 定 给 予 深 圳 航 空
ZH9648机组当班机长蔡小戈、乘务长
周晨菲、安全员王浩鹏、杜福、乘务员董
雪琼记大功；给予第一副驾驶杜欣、第二
副驾驶袁成雨、乘务员张小匆、刘莉记
功；奖励ZH9648机组人民币80万元；
对于两名见义勇为旅客给予人民币5万
元，享受终身白金卡会员待遇。

深国际决定给予人民币60万元奖励。
深圳航空决定给予ZH9648机组、

两名见义勇为旅客及相关单位人民币
100万元奖励。

经深航综合统筹考虑，决定：给予
ZH9648机组当班机长蔡小戈、乘务长
周晨菲、安全员王浩鹏、杜福、乘务员董
雪琼共计各人民币30万元奖励；给予第
一副驾驶杜欣、第二副驾驶袁成雨、乘务
员张小匆、刘莉共计各人民币25万元奖
励；给予两名见义勇为乘客陈金彪、张学
美共计各人民币15万元（税后）奖励。

据了解，本次航班的3名飞行员均是
80后，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他
们显现了“超龄”的成熟与冷静。32岁的
机长蔡小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能
够带领机组沉着冷静地处置，得益于机
组成员与旅客的默契配合，更与日常公
司高标准、严要求的专业训练分不开。

深航公司有关领导介绍，“7·26”机
上纵火事件，从发现异常，客舱、驾驶舱
内分别进行紧急处置，到飞机安全落地
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在短短的13分钟
内，一个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密配合，为
机组最终制服歹徒，顺利平安落地提供
了基础，而乘客的有序配合则是机组制
服歹徒的坚强后盾。

深航5日举行表彰大会，
对成功处置“7·26”机上纵火
事件的9名机组成员进行嘉
奖，机组人员共获奖250万元
人民币，两名见义勇为乘客
各获奖15万元人民币。

空姐董雪琼回忆道：“7月 25日午夜，
深航ZH9648航班从台州起飞后，飞行过程
一切正常，直到一丝汽油味打破了深夜的
平静。”5号乘务员董雪琼在客舱服务过程
中，闻到后舱部位有疑似汽油的味道，立即
向乘务长报告，这引起了乘务长周晨菲的
重视。

周晨菲悄悄地安排安全员、乘务员分工
检查巡视。董雪琼在巡查时发现本应空着
的最后三排座位上，有几名旅客，便走到后
排，微笑着请旅客们坐回原位。其他旅客相
继起身，坐在25C的男子却不为所动。在董
雪琼的再次提醒下，那名男子才离开座椅，

向客舱前部走去。董雪琼在整理25排座位
时，闻到有刺鼻的汽油味且发现25排A、B
座位上下和壁板上都有明显的液体痕迹，立
即将此情况告知安全员王浩鹏和兼职安全
员杜福。就在此时，25C座的那位男子跑到
前舱点着明火，两名安全员立刻从机舱后部
赶上前去制止。

此时飞机已经开始降落，面对突如其来
的火情，董雪琼一下子冲到客舱中间，高声喊
道：“请大家坐好！坐好！！请相信我们！相
信我们！！我们有能力的！！”在董雪琼和其他
乘务员的安抚下，旅客都回到各自的座位坐
好，避免了机舱内慌乱情况的发生。

王浩鹏和杜福是执行此次航班的两名安
全员，都是 90后，他们是直接面对纵火者
的。王浩鹏回忆说：“25日晚上，作为机上安
全员，像每次执行航班一样，我们和乘务组提
前进行了航前准备会，按照惯例将反劫机预
案、爆炸物处置预案着重进行了准备。万万
没想到，正在等待我们的是一段用生命来守
卫旅客的航程。”

着火后，歹徒欲向头等舱旅客行凶。

王浩鹏二话不说，冲上前去与歹徒展开搏
斗。“他有刀，都往后退！让我们来！”王
浩鹏正面迎击歹徒，争取时间让随后赶到
的杜福与乘务组协同灭火，让可能受到歹
徒威胁的前排旅客撤到后舱。“前排旅客
往后退，我们受过专业训练，请相信我
们！”他的手臂被歹徒突然拔出的利器刺
伤，鲜血直流。

明火被扑灭后，王浩鹏与杜福跟歹徒对

峙。歹徒挥舞着尖刀，阻止他们靠近。他们
用身体挡在旅客前面，手持警械保护着前排
旅客撤离。随后，王浩鹏、杜福与乘客张学
美一起，成功控制歹徒，直至飞机安全降
落。航班着陆后，安全员持械警戒保护旅客
撤离，并将歹徒制服移交机场公安。被问到
搏斗时是否紧张，王浩鹏说，因为受过空防
安全的专业训练，所以有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的心理准备。

事发时，飞机头等舱只有一名旅客陈金彪先生，
坐在头等舱第一排靠窗座位。他正听从乘务组的广
播做着下降准备，正要扣紧腰间安全带时，闻到后排
座椅传来浓重的汽油味。陈金彪转身看到后排座椅
已经起火，马上拿起手边的矿泉水浇了过去，站在座
椅旁的歹徒挥舞着尖刀向他靠近，他拿起枕头与歹徒
对峙。“安全员赶来扑向歹徒，让我后退。虽然情况混
乱，我都顾不上看安全员一眼，但还是非常感谢他的
英勇尽责。”

坐在11排C座的旅客张学美先生看到经济舱前
排一名身材矮壮的黑衣男子突然点燃了明火，在客舱
安全员追上去制止他时，该名歹徒更欲对乘务员和其
他旅客行凶，他连忙上前帮忙，“我想伸手把他按住，但
他手上有凶器，划了我胳膊一刀，受了点伤。”他不顾胳
膊上的伤口，举起经济舱的行李向歹徒扔了过去，配合
安全员，控制了歹徒的进一步行动。张学美表示，在当
时的情况下，这是本能的反应。“我们都是一个飞机上
的，不把他制服，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危险。”

在遇到机上有人纵火的危急情况，飞行员是如何
应对的呢？驾驶舱内观察员袁成雨回忆说，从客舱监
控系统的显示器上发现异状后，立即向机长蔡小戈报
告“客舱发现明火！”。机长蔡小戈立即启动紧急程
序，沉着应对，与副驾驶杜欣密切配合。

蔡小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所有人坐好，飞机开
始紧急下降”，并向客舱进行驾驶舱广播，稳定旅客情
绪。“机组各就各位！”零时58分，在空管和机场等方
面的密切配合下，航班比原定时间提前10分钟在广
州机场安全着陆。当飞机脱离跑道稳稳地刹停在滑
行道上时，机长蔡小戈下达命令：“紧急撤离！紧急撤
离！！”安全出口随即打开，旅客按照乘务员的指挥撤
离后，机长蔡小戈最后一个走下飞机，他带领机组成
员进行全机检查，清点旅客人数，查看旅客情况，条理
清晰地进行着后续工作。

凌晨两点多，机组人员配合公安机关做完笔录，
直到此时，副驾驶杜欣才拿出手机，给怀孕五个多月
的妻子发了一条报平安信息：“已落地，等我回家！”

（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马特洛索夫和黄继光有不少共同点。马特
洛索夫在俄罗斯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正如黄继
光在中国是一个影响几代人的名字。不少人把
黄继光称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

1943年2月，卫国战争一场争夺战中，马特
洛索夫所在部队在进攻时遭德军火力阻挠。他
匍匐靠近德军碉堡掩护下的火力点，投掷手榴
弹后仍未消灭敌人，最终奋力扑上碉堡，以身体
挡住机枪射击。部队冲锋取胜，马特洛索夫壮
烈牺牲。

那么，对于“中国的马特洛索夫”，俄罗斯人
是否了解呢？新华社记者在莫斯科采访过军人、
军校学员、莫斯科中央军事博物馆工作人员、二
战老兵、普通市民，他们对黄继光都不甚了解。
不过，听记者讲述过他的事迹后，不少人表达钦
佩敬仰。

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用血肉之躯为战友
开辟了前进道路。在连续炸了敌人两个碉堡、投
完最后一颗手雷后，这名年仅21岁的通讯员伸
开两臂，扑向敌人喷着火舌的机枪……

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回忆，一次，
部队播放讲述马特洛索夫事迹的苏联电影《普通
一兵》。黄继光连看三遍，之后对万福来说：“连
长，马特洛索夫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我也会像
他那样去做的。”

质疑英雄或为发泄不满

黄继光和马特洛索夫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在
于，他们堵枪眼行为的真实性都曾受质疑，他们
的英雄形象都曾遭到诋毁。

在俄罗斯，质疑马特洛索夫堵枪眼的声音不
是主流，却曾引起舆论热议。在中国，一段时间
以来，调侃抹黑英雄形象的言论似乎成为某种

“时尚”。“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
系虚构”等离谱言论不断被炒作。

记者与一些俄罗斯民众探讨马特洛索夫和
黄继光的壮举。俄罗斯人对英雄的理解，颇令人
深思。

问：你认为马特洛索夫会舍身堵枪眼吗？
答：当然会，战争打红了眼的时候，什么情况

都有可能发生。
问：你怎么看待有人质疑马特洛索夫堵枪眼

的事情？
答：有人不懂战争，所以才会认为这是不可

能的，他们会认为正常人干不出这样的事情。他
们可以质疑，但大多数人不会相信他们。

问：有人认为，从物理学角度来说，人体是堵
不住枪眼的。

答：当然有可能堵不上，但是并不能说明战
士没有主观扑上去的动机。而且机枪在装弹的
间隙，人是有可能有数秒时间堵住枪眼，造成敌
人视界障碍，给进攻赢得时间的。

问：你认为中国人会不会出现马特洛索夫一
样的英雄？

答：当然会，每个军队里都有自己的英雄，这
些英雄都来自于战争之中。

问：你怎么看有些中国人质疑黄继光的真实性？
答：我们国家也有人质疑马特洛索夫。这可

能与当时的宣传有关系，有的情节可能会很夸
张。也可能是借质疑发泄不满。

问：你觉得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质疑声音？

答：可以做很多调查，还可以做很多实验。
比如有人说人体堵不住枪眼，完全可以用物理实
验来证明啊，不能光靠计算。

问：你怎么看待一些中国人不相信黄继光堵
枪眼的事情？

答：你们离开战争太远了，我相信中国有英
雄，东方人本身就视死如归。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今年的5月9日，在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
庆典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有一段
动情演说。他说，我们缅怀所有那些再也没能从
战场上回来的人们，我们缅怀所有那些已经无法
再陪伴我们的人们。

战争年代，马特洛索夫的事迹家喻户晓。他
被追授英雄称号，他所在的团以马特洛索夫命
名，他的名字永远留在第一连名单上。时至今
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马特洛索夫雕塑前鲜花
不断，军事博物馆里对马特洛索夫的介绍细致全
面。一些城市建有马特洛索夫纪念碑，一些村镇
以马特洛索夫命名。人们对英雄的缅怀体现在
点滴细节、融入日常生活。

民族的凝聚力常源自历史现实中英雄人物
和英雄行为的激励激荡。一旦英雄形象崩塌，民
族的向心力可能遭到破坏。解构历史，消解崇高
的行径，让人心寒心惊。为国家民族牺牲奉献的
人不受尊重反遭诋毁，则是一个民族的危险和悲
哀。捍卫英雄，守护记忆，就是传承民族的精神
基因，凝聚民族的向心力。

肖登良是黄继光的战友和老乡，也是黄继光
牺牲的见证人。到2007年去世时，他已经做过
200多次报告。他说，就像打仗一样，只要还有
最后一口气，就要让人们知道这段历史。

有人曾问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源于什么。万福来回答：人
的生命是宝贵的。但当他把祖国的荣誉、人民
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这宝贵的生命就
让位了。

他说，像黄继光一样把祖国荣誉和人民利
益看得重于一切的人“虽死犹荣，永远活在我们
的心中”。 黎云

俄罗斯人眼中的黄继光：壮举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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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旅客
这是本能反应

机长蔡小戈 临危不乱

黄继光生前战友李继德老人参观黄继光纪念馆，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