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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那头备受煎熬，救援
人员这头也在经历着最艰难的
救援。3月19日，夏邛派出所
所长扎西泽仁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当天在接警
后，考虑到情况严峻，他立即向
巴塘县公安局进行了汇报。“因
为他们已经被困了一个晚上，
车上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
车内开着空调保温很费油，我
估计撑不了多久。”

在接到扎西泽仁的汇报
后，巴塘县副县长、公安局长吕
建平高度重视，积极联合应急、
消防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队
和熟悉地形的夏邛派出所民警
辅警等救援力量，备好防高原
反应药物、救援车辆、照明工
具、御寒衣物、热水食物等救援
物资，火速上山开展救援工作。

“我们已经开上了公安局
最好的车，但上山时雪太大了，
到达半山腰的时候车子还是走

不了了。”扎西泽仁说，当时雪
山上有一个施工队，吕建平便
去协调了一辆推土机，在推土
机司机的帮忙下，救援人员一
行爬到了海拔4000米左右的
位置。但随着海拔升高，风雪
越来越大，道路也结冰了，再往
上走难度极高，风险也更大，面
对如此险峻的情况，推土机司
机不愿走了。

“没有推土机铲雪，我们更
没法前进了。”扎西泽仁爬上推
土机，表明自己派出所所长的身
份，恳切地对司机说道：“如果你
打了退堂鼓，我们救援会失败，
上面还有8条生命在等我们，请
你一定要给予支持。”说罢，扎西
泽仁就站在推土机旁边的梯子
上，陪同司机一起前行。

最终，在推土机的帮助下，
救援队伍来到了距离垭口四公
里的地方，而这最后的距离，也
迎来了此次救援中最难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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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晚7点，历经9个多小时，
救援人员终于抵达距离垭口三四十米
的位置，有4名被困游客发现了他们的
身影，于是率先下来与救援队伍汇
合。其余4人后续也被成功救援。“他
们看到我们就哭了，我们一直悬着的
心也终于落了地。”扎西泽仁说。

在给被困游客吃了缓解高反的药
物后，大家沿着来时已经被清理出来
的路，将8名游客安全送到了县城。

在休整恢复后，第二天，8名游客
一同前往公安局向救援人员表达了最
真挚的感谢。王先生说：“我们连下都
下不来，更不要说上了，但没想到他们
真的上来了！他们是用生命在拯救我
们，真的非常感动！”

扎西泽仁也坦言，这次救援是他
从警20多年以来最难的一次救援。

“以往大多都是开车上去救援，但这次
遇到了很多意外，风雪也特别大。我
们下来后，有民警的手都动不了了。”

扎西泽仁说，这次救援能够成功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如果没有推
土机的帮忙，整个救援队伍根本前进
不了；第二，如果没有局长带队，现场协
调指挥和鼓励民警，救援也没法成功。

“所有车子都走不了了，连推土机
都陷入了旁边的沟里。”扎西泽仁说。

实在没办法了，救援队伍只能在
这里成立临时指挥所，由吕建平指挥
救援，部分民辅警、消防救援人员等开
始徒步上山寻人。此时已是下午，雪
足足有五六十厘米厚。“走都走不太
动，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每一步都很艰
辛。在齐腰深的雪中，我们30米就走
了一个多小时。”扎西泽仁说。

这时，民警穿的警服也已经被冻
硬了，有年轻民警问扎西泽仁会不会
造成失温，他回答道：“我们多动动就
不会了。”

虽然这么说，但扎西泽仁心里也
有些忐忑：“没想到这次这么难，带的
装备也不是特别足，我们的体力已经
快到极限了。”看到前路白茫茫的大
雪，扎西泽仁虽然感觉艰难，但救人的
念头一直支撑着他们继续前进。

由于通讯不佳，不能确定游客的
位置，为了尽快找到游客，救援人员边
爬边不断呼喊，灌进嘴里的寒风，也让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嘶哑。

齐腰深的雪中
连滚带爬30米路走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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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一次救援
游客称他们“用生命在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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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事准备找纸笔，给
家人留遗言了。”说起被困格聂
南线巴塘县莫拉山垭口的经历，
王先生感慨万千。

海拔 4900 米的雪山上，风
雪交加，车辆动弹不得，来自云
南的王先生与其余7名游客被
困近一天一夜。燃油即将耗尽，
电话没有信号，同行的人已经产
生高原反应，绝望笼罩在大家心
头。而就在这时，风雪中隐约传
来呼喊声，希望刺破了黑暗……

3月18日，甘孜州巴塘县公
安局接到一个用卫星电话打来
的求救信息，对方称有多人被困
莫拉山垭口。接警后，当地警方
立即联合应急、消防等部门上山
开展救援工作。

40 多公里风雪路，车辆无
法前行，救援人员连滚带爬，花
费9个小时，终于抵达垭口，将
被困游客救下。

巴塘县公安局夏邛派出所
所长扎西泽仁直言：“这是从警
20多年来最惊险的救援。”被困
游客王先生感叹：“他们真的是
用生命在救援！”

3月17日下午，来自云南的
王先生一行人驾车从理塘出发，
准备翻越格聂南线莫拉山垭口，
到达时天色已晚，积雪没过膝
盖，车辆无法前行。

这时，他们发现还有另外两
辆车也被困垭口，三辆车相距不
远，加起来一共8人。于是大家
合计在垭口停一天，等第二天雪
停下之后，再开车下山。当晚，
大家在车里度过了一个艰难的
夜晚。

想法是美好的，可第二天风
雪不但没有停下，反而越来越
大，车辆也逐渐被雪淹没，大家
的心里开始着急。

“因为想着只是过路，车里
没有太多食物，油也快耗尽
了。”王先生说，游客里面有几
个是玩户外的，有一部卫星电
话，虽然成功报警，却也得到了
不太好的消息：当地的铲雪车
去另外的地方救援，暂时没有
大型的工程器械。

报警时间是18日上午9点
左右，等待的时间无疑是煎熬
的。卫星电话信号时断时续，对
于救援人员多久能够前来，大家
心里丝毫没底。眼看时间一分
一秒过去，雪仍下个不停，而车
子的燃油与车上的食物在一点
点减少，游客中已经有人产生了
高原反应，这一连串不好的消息
接踵而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游
客心中蔓延。

“我们估计凶多吉少，所以
我和同事准备找纸笔，给家人
留遗言了。”王先生说，在他看
来，没有机械的情况下，人力几
乎难以到达垭口，所以有写遗
言的打算，最后因为没有找到
纸而放弃。

8人被困雪山垭口
绝望之际准备给家里留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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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多部门营救
推土机铲雪护送救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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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中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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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救游客被送到酒店后，向救援人员鞠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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