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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场日出，很美也很震撼。钱

塘江下沙段的江堤边，在众人迎接日出时，我

们记录下了这些身影。

跨年夜，很多市民到钱塘江边放飞跨年

气球、放烟花，喜庆之余也留下了不少的垃

圾。“每年的元旦一直到元宵节，江边的垃圾

清理都格外费劲，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一位在江堤上清扫的环卫大哥说。

清晨5点半就开始清扫江堤垃圾，半小时才能摘完一棵树上的气球

新年的日出里，这些身影不容易

本报讯 清晨 6 点，伴随着站内的起床铃响

起，消防员们迅速起床集合，在指导员许浩峰的带

领下，绕着杭州吴山消防救援站的瞭望塔，一圈圈

地晨跑。

杭州有句俗语“城隍山上看火烧”，就和这座

瞭望塔有关，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望火楼”。

2025 年 1 月 1 日，对于驻守在吴山瞭望塔的

消防员们来说，是无数个日夜中普通的一天。而

这座吴山瞭望塔，也正式迈入守护杭城的第 118

个春秋，它静静矗立，目睹着岁月流转和城市变

迁，也见证着消防使命的传承和接力。

百年“望火楼”
黑科技护杭周全

110 多年前，位于吴山东北面半山腰上的吴

山瞭望塔也被称为“望火楼”。“‘望火楼’的起源可

以追溯到北宋，是中国较早的消防站。”许浩峰说。

从起初的摇旗敲钟，到后来的手摇电话，再到

现在的天眼、无人机，一百多年间的变化，是吴山

瞭望塔的蜕变，也是消防救援力量向专业化转型

的印证。

“现在已经不用人工瞭望了，通过天眼系统

就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起火的区域，并立即调度

消防救援力量。”许浩峰指了指安置在塔顶的鹰

眼摄像机、热成像摄像机等技防设备等。“这些

设备都接入了天眼系统，可以实时观测。”许浩

峰说，摄像头可覆盖半径 30 多公里的范围，几乎

能看清大半个主城区。2 楼平台上，还增设了无

人机机巢，配备一架全方位消防火情侦察无人

机。方圆 7 公里的范围内，它都能第一时间抵

达，并探测火场情况。

每到节假日，这架无人机还能发挥实际用

处。“今天我们就会用无人机多次勘察景区客流情

况，监测客流密集区域，如果有游客受伤，也可以

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一名消防员说道。

00后消防员常驻
新年里的别样守护

早上 7 点不到，装备室内，两名消防员穿上

“橙装”，背起救援背包，带着救援绳，走出瞭望塔，

开启2025年第一天的巡逻。

“我们负责的主要就是吴山这一片。”许浩峰

说，吴山消防站的火情出警量并不算多，日常参与

更多的是一些社会服务和抢险救援。元旦这天，

吴山客流量激增，许浩峰就安排消防员轮流到吴

山上巡逻，以便发生意外时能及时处置。

第一批上山巡逻的是站内最年轻的两名 00

后消防员。

“今年是我在吴山站的第四年了，也是第四次

在这里跨年。”2000年出生的陶嘉洛告诉记者，比

起主城区其他消防站，这里火情不多，更多时候是

监测预警，防患于未然。陶嘉洛说，了解到“望火

楼”的前世今生后，会觉得在这里值守是一件多么

有意义的事。

前段时间，雨下得很大，一名游客在山路上滑

倒了，没法走路。“我们接警后，第一时间把游客安

全送下山。”陶嘉洛说，他的工作日常多是这些“小

事”，“但是用自己的力量默默坚守，也挺有意义

的。”

本报记者 谢春晖 金檬

对于驻守吴山的消防员们来说，元旦只是无数日夜中普通的一天

新年第一天
我在118岁“望火楼”里守望平安

清晨5点半上岗
顾不上绝美日出

“我们5点半上岗开始扫地，主要负责差不多

2.5 公里的江堤段。”环卫大哥提着扫把比划自己

要负责的清扫区域，差不多是从下沙沿江的 850

盘头，一直到下沙围垦公园附近的江堤。

他和搭档负责的这片区域，周边有大学有居民

区，是下沙段江堤人气最旺的区域。“元旦到元宵这

一个多月里，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来，有放烟花、放

飞气球和孔明灯的，留下的垃圾不少。”一位环卫大

姐说，特别是元旦和大年初一，清扫特别吃力。

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江堤上全是市民游客

留下的垃圾：大号的加特林烟花、仙女棒以及各种

烟花的外壳⋯⋯“数量很多，但也没办法，我们得

尽快把这里清扫干净。”新年第一缕晨光下，环卫

工人卖力地清扫着大家留下的垃圾，顾不上看一

眼绝美的晨光和日出，“估计要到中午才能扫干

净。”

由于燃放烟花，江堤上部分扶手、江堤护墙被

熏黑了。比较危险的是，在清扫过程中，一些处于

阴燃状态的烟花外壳复燃，现场还出现了垃圾起

火的情况，甚至还有未燃尽的烟花被点燃，直冲环

卫工人和路人。

本报记者查询发现，下沙江边属于杭州城区

的烟花禁燃区，在江堤的防护墙上，也挂着“禁燃

烟花”的提示牌。

跨年夜放飞的气球哪去了
他们凌晨就开工了

“安全第一，先把安全绳系上”⋯⋯昨天，在杭

州湖滨步行街，陈立一边抬头紧盯着登高车上的

环卫工人，一边拿着对讲机不断指挥着现场工作。

陈立是杭州路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湖滨项目

项目经理。清理步行街两侧树上的气球是他们昨

天的重点工作之一，他们专门从附近的商场借来

了一辆登高车。跨年夜，在湖滨步行街一带，很多

人都通过放飞气球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而经

历一夜的“狂欢”，不少心愿气球都挂在了树枝上。

从湖滨步行街到延安路，再到平海路，沿路行

道树上都挂着不少五颜六色的气球，有的树上挂了

30多个气球。还有少量气球挂到了红绿灯和附近

的路灯上。最高处的气球，距离地面有十余米。

“步行街上的树都比较高，每次去摘，都要不

断调整登高车的高度和位置，清理一棵树基本都

要半个小时左右。”陈立说。

陈立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 4 年，每年跨年夜

后的清理已经成了惯例。去年，他们在步行街上

清理了200个左右的气球，今年预计有四五百个。

在树下站了会儿，第一棵树上的气球总算基

本摘干净。抬眼望去，尚有一长排树还未“动

工”。今天，陈立和同事们还要再来一趟，再花上

半天才能将这些气球完全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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