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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温暖“救”在身边
岛城民生领域社会组织为民生福址注入新活力

青岛红十字搜救队>>>

用爱撑起生命用爱撑起生命““蓝天蓝天””

我国将社会组织分
为三类，即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
会。社会团体是由公民
或企事业单位自愿组
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
社会组织，包括行业性、
学术性、专业性和联合
性社团。民办非企业单
位是由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
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
有资产举办的、从事社
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
织，分为教育、卫生、科
技、文化、劳动、民政、体
育、中介服务和法律服
务等十大类。基金会是
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
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
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
金会。

青岛市燃气热力协会由原青岛市供热
协会和原青岛市燃气协会合并而成，2022
年 6月正式揭牌成立。成立以来，协会立
足推动行业协作与地域协作的新使命，秉
持开放合作的新理念，努力成长为一个扎
根青岛、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优秀行业社
会组织。据了解，青岛市燃气热力协会现
有会员单位170余家，业务涵盖能源供应、
市政建设、材料制造、物资贸易、科研创新
等多个领域。

汇聚行业智慧力量

“协会要想长期发展下去，一定要有自
己的造血功能和凝聚起会员的特色。”协会
理事长、青岛能源集团董事长赵海滨介绍，

“把企业聚合到一起，就需要发挥协会的专
业能力来服务企业需求。”

自成立以来，协会着眼国内外清洁供
能发展新趋势，聚焦会员单位实际需求，汇

聚中国石油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青岛市工程
咨询院等高校和专业人才，重点推进燃气保
障、清洁供暖和公益服务事业。

协会副理事长单位青岛新奥能源有限公
司围绕传统燃气行业安全管理痛点，融合多
个数字化系统，并加入数智物联、AI智能、大
数据分析、趋势预判等能力，做到燃气安全管
理从被动整治到主动防范的转变，为燃气安
全工作持续深入推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东亿能源集团推进5台燃气锅炉建设任
务，“项目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重大
决策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11月底将全部具
备点火运行条件，提前 1 年完成攻坚任务”。
协会监事长、东亿能源集团董事长崔军统向
记者介绍。

青岛市启动“煤改气”三年行动以来，金
泽热源厂作为重点改扩建项目，一期二期工
程4台燃气锅炉已全部建设完成。青岛市燃
气热力协会秘书长杨光介绍：“三期工程‘青
岛能源·中联运动广场’现已建成试运营，该

项目是全市首个利用‘煤改气’闲置煤库改造
而成的社区文体中心，项目设计年客流量
500 余万人次，为岛城居民提供娱乐健身休
闲场所，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自成立以来，协会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做好政府的智库和助手，加强与省内外知
名高校、科研单位、设备厂家、燃气热力企业的
交流对接，通过调研走访、数据分析、问题研
究、专家座谈、专题研讨等方式，为青岛市行业
政策实施、燃气热力生产运营、社会公益服务
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着力打造我
市燃气供热行业高质量发展优质平台。协会
运营一年，即成功获评5A级社会组织。

近年来，青岛市燃气热力协会先后主办、
协办了中燃协第八届中国智慧燃气发展论
坛、中热协供热节能经验交流会、岛城“最美
供热人”发布仪式等多项业内重要活动，持续
做大做强政企交流平台、企企合作平台、校企
科研平台，在推动行业共谋共促、助力多领域
交往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郭念礼
受访者供图

15年前，一个风雪之夜，一炉篝火，在
城阳区杨埠寨社区一户居民家中，一个极
具影响力的公益救援组织就此诞生。多年
来，在玉树地震、云南彝良地震、北京水灾、
雅安地震、云南鲁甸地震、土耳其地震等国
内外灾难面前都能看到这支救援队伍的身
影。回看走过的足迹，有向上的方向，有自
强的魄力，有兼包的胸怀，有坚毅的笃定
……正是这些力量渗透到这支队伍的日常
生活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聚沙成塔，成
就了一支愈挫愈勇的“青岛红十字搜救队
（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

一支感动全国的公益救援队伍

200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7位有着相同
公益理想的年轻人围炉煮茶，那一晚过后青
岛红十字搜救队的雏形就此诞生。从此青
岛多了一支“一七五军团”（创队最初名
称）。每一次逆行，他们义无反顾；每一场救
援，他们分文不取。2011年，“一七五军团”
正式更名为“青岛红十字搜救队”，经过系统
化学习，成就了一支感动全国的救援团队。

2014 年 8 月 4 日，云南鲁甸地震发生
后，青岛红十字搜救队在震后22小时抵达
灾区，根据其开展的救援工作，引起社会各
界反响热烈。2014年 8月 10日晚上，中央
电视台播出的《焦点访谈》栏目中，主持人
形容青岛红十字搜救队是一支兼顾了山
地、水域、地质灾害、道路、城市这几项救援
项目的民间志愿组织。他们开启了我国民
间组织救援的先例，并首次成功使用建筑
物坍塌救援装备进行技术救援……

2023 年 2 月 6 日，土耳其发生里氏 7.8
级地震，呼救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2
月10日，青岛红十字搜救队集结23人出发
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将开展震后人道
救援。在土耳其执行搜救任务期间，搜救
队所处救援地点在地震中心区域，灾情最
严重，队员们克服余震、严寒、后勤物资供
应紧张等困难，爬上钻下，争分夺秒地参与

救援，因为他们相信“时间就是生命，多一秒
钟，就多一分生还的可能。”就这样，23 名队
员克服余震、严寒、后勤物资供应紧张等困
难，共搜寻转移遇难人员 21 人，给予他们最
后的尊严。凭借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中国力
量和青岛担当，青岛红十字搜救队和当地政
府、军警以及社会团体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
为两国民间良性交流贡献了力量。

15年为迷途人点亮生命灯光

对于青岛红十字搜救队而言，这次土耳其
震区救援，只不过是他们15年救援之路的一个
瞬间。“所有的东西都源于简单，一开始我们的
初心都很简单。我们团队建立缘起于2004年
印尼海啸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2004年发生
印尼海啸，这让我们感觉到应该为这个社会做
点什么。印尼海啸远隔万里，当汶川地震发生
后，给我们的触动更大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想
用自身所学所能，救助受困于危难之中的民
众。”青岛红十字搜救队队长李延照说。

一次又一次的志愿服务，为迷途中的民
众点亮一盏盏生命的灯火，为奔波忙碌在城
市各处的人们送去更为专业的自救互救技
能。截至目前，队伍共实施国内外救援 984
次，救助人数 1624 人，多次获得国家及省市
表彰。队伍在自然灾害预防及突发事件紧急
救援组织构建中作为B082案例，被纳入中央
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范项目；先后获评首批
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示范队伍、“5A”级社会组
织、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山东省抗击疫情优
秀服务组织、全国社会救援力量技能竞赛一

等奖、青岛市红十字工作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历经磨砺，这支队伍已步入了建队第十

五个年头。团队正规化建设不断加速，各救
援站点分布于岛城各个城区，队伍现已具备
山岳、绳索、岸际、急流与洪水、山火、车辆事
故处置、院前急救、公共安全潜水、地震、冰面
等十类灾害救援能力，成为岛城文明建设的
一张名片，被广大市民称为户外爱好者的“守
护神”。

凝聚新共识向新阶段再出发

“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抚今追昔，回
头看去，曾经的豪言壮语都已经成为现实。
现在，包括我们国家的政策，对社会应急力量
的重视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要把
社会救援做得更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
会和更多的仁人志士并肩前进，一起推动。”
李延照说。

虽然是一名应急救援志愿者，但在李延
照心里，还是希望“出动”的机会越少越好。
所以在紧张的救援之外，他和队友们更多的
是走进学校、社区、企业等，为岛城市民进行
森林防火、防溺水、高空救援等各类型公共安
全知识普及宣讲。

救人要先“救己”，一个救援志愿者首先
要在技能和精神上强大起来，才能帮助别
人。李延照表示，队伍已进入第二个五年发
展规划阶段中，还要一茬接一茬干，一棒接一
棒跑，队伍也在新阶段凝聚新的共识，要向

“新阶段”“再出发”，为实现队伍的既定规划
目标努力奋斗！

青岛市燃气热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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