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您辛苦了，来，喝碗稀饭再忙
嘛！”天全县人民医院内，贾文娇笑着给刚
从帐篷里走出来的医生和护士一人递上一
碗热气腾腾的稀饭。

贾文娇是天全县始阳镇人，今年 26
岁，是中国电信天全公司的一名普通员
工。4 月 20 日地震发生时，她正和同事前

往成都开会的途中。
“一晓得是这边发生地震了，我们就调

转车头回来，一心就想回来帮忙。”贾文娇
一边盛稀饭一边说。记者注意到，她右手
臂上贴着“巾帼志愿队”的蓝色标志。

“我们昨天回来就问有没有啥子要帮
忙的，那边受灾不严重，救援的人都够了，

所以我们赶到县里来帮忙，昨天晚上我就
报了名。”贾文娇说。

在雅安通往芦山的公路上，随处可见
背着登山包的志愿者。他们的背包里满是
食品和药品。有时候没有顺风车，他们宁
可徒步，也要将这些物资送到灾区。记者
在到达雅安市区的当晚，就曾在雅西高速

雅安南站遇到两名千里迢迢而来的志愿者
并和他们搭乘同一辆顺风车。

“你叫我阿韬吧。今天早上我们在云
南昭通听说芦山地震后，就一路搭车过来
了。”阿韬告诉我们，自己和同伴能顺利到
达雅安，一路上也是因为好心人的搭载。

到达雅安市区后，阿韬和同伴准备下
车。来自江西的司机热心地帮他们卸下行
李，并让他们从自己的后备厢里多拿些水
装进行李。

“多拿点，你们也是做善事。”司机说。
当记者要问司机名字时，司机笑笑说

不必了。“我们都是志愿者！”司机边说边上
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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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上午 9时，四川省芦

山县太平镇兴林村 20 岁孕妇杨

艳，在家人的护送下走了 30 里山

路，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医疗队

救治点。

10 时 16 分，随着“哇哇”的哭

声，婴儿顺利降生，母子平安。杨

艳的婆婆拉着医院政委姚榕的

手，热泪盈眶，“解放军是孩子的

救 命 恩 人 ，您 一 定 给 孩 子 取 个

名！”征得杨艳家人意见，姚政委

给太平重灾区首名地震婴儿取名

“程爱军”。

田 华摄影报道

本报近日报道了武警少校工程师宋永
科的伤情。23 日下午，在征得医生同意后，
记者进入重症观察室探访。宋永科头上被
厚厚的纱布包裹，右眼还有些浮肿，已比刚
入院时有了明显缓解。

宋永科的战友朱海涛告诉记者，他们
所在的武警交通三支队驻地位于四川省江
油市，主要负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
抢险任务等。在平日相处中，大家都感觉
宋永科作风实在、业务过硬，亲切地称他

为“军中老黄牛”。地震发生后，为尽快
抢通芦山县城通往宝盛乡的生命通道，他
们冒着余震危险，勘查道路受损情况。面
对突发的滑坡，为了掩护群众，宋永科和
支队六中队三班班长燕凯凯被飞石砸落到
路基护坡下。朱海涛表示，燕凯凯颈椎轻
微骨折，受伤相对较轻，目前伤情已趋于
平稳。

病床前，宋永科的妻子胡莉轻轻地掖了
一下丈夫身上的被盖。她和丈夫的老家都

在江苏省新沂市，接到出事的消息后，她坐
卧不宁，22 日晚上终于赶到成都。为了不
让家里担心，直到现在她也没敢把消息告诉
84岁的公公和 10岁的女儿。

这位坚强的军嫂告诉记者，虽然听到
消息非常难过，但也觉得在意料之中。在
胡莉眼中，曾在西藏等艰苦地区锻炼过的
丈夫憨厚、正直，总是先人后己，把危险
留给自己。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总把部队的

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但嫁给了他，我一
点也不后悔。”胡莉说。

据医生介绍，宋永科目前生命体征较
为平稳，但身体极度虚弱，仍需要不断观
察。最后，当记者问到他是否因为救灾受
伤而后悔时，宋永科艰难而又果断地摇了
摇头。他用微弱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因
为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保护群众的生命安
全是光荣责任，党员就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始终冲在最前面。”

23 日下午两点多，宝兴县城穆坪镇灯光球场旁的长
廊边已开始冒起缕缕炊烟。3 口红砖垒起的大灶一字排
开，上面架着直径不下 1 米的特大号铁锅。长廊里的条
桌上，一人难以合围的几口大木甄叠在一起，长廊一角，
几袋 50斤装的大米码放成高高的一堆。

淘米、洗锅、加水、添柴、架火，只见 4 位老妈妈冒着
细雨在大灶旁麻利地操作着。

“看着这些家什挺吓人吧！”见记者挂着照相机在一
边好奇地观察，旁边有人说道，“这里要管 1000 多人吃
饭呢！还有这 4位老人，很值得你们报道报道。”

4 位正忙碌着的老妈妈发现有记者在一旁要采访，
顿时拘束起来，一个个朝后退让着。

“你要采访，就采访她吧！我们都是在她的带动下给
大家做饭的。”3 个人联合起来推出年纪更大的一位，“她
叫高美英，75岁了，1958年入党的老党员，还当过生产队
长，儿子媳妇孙子加起来有 20 多口，孙子都很大了，在家
里很享福，这次主动来为大家义务服务。”

“她比我值得你采访。”高美英老妈妈也一边往后退
一边拉出身旁的一位，“她叫魏志杰，57 岁了，家里有 12
口人，一大家子，她是主心骨，上有 84 岁的老妈，下有才
两个多月的小孙子，但这次地震后，她也是主动站出来为
大家煮饭。”

魏志杰也推让着说，“我家里老人身体好，还有老公
照看着，孙子有儿子媳妇管着，我不用操心。要说有老
人，她才值得你采访，她的老父亲 87 岁了，身体又不好，
但她还坚持要来。”魏志杰不愿接受采访，又推出另一位
老妈妈当“挡箭牌”。

旁边一位怀抱小孩的大姐告诉记者，“这位记者，她
们几个真的值得你采访。她们每天早上 6 点多钟就要起
来，先是给旁边安置点的 1000 多人烧开水，9 点多钟就
开始一锅一锅地煮饭，11 点开饭。下午两三点钟又开始
做晚饭，一直要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安置点休息。你
看见这几个大甄子没有，这一甄就是 60 斤米，每天她们
要用 400多斤米，才能满足这 1000多人吃饭⋯⋯”

在宝兴县一处安置点——

4 位老妈妈 日做千人饭
本报特派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又找到一块腊肉！”4 月 23 日中午，四
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太平镇春光村村民高全
袁从外面回到了临时安置点，将一大块腊
肉递给了正在做饭的几位妇女。

这 两 天 ， 村 里 的 12 户 村 民 这 家 出
米、出盆，那家出柴火、出炉子，聚在一
起开伙做饭。

高全袁一出现，旁边一位大爷就说话
了，“地震当天，是高全袁组织大家搭起
了能住我们 12 户、76 人的简易帐篷。”高全
袁则坚持说是“大家的主意”。简易灶房，
紧挨着帐篷通铺，挤挤可住上百人。记者

注意到，他们的帐篷用脚手架做支撑，床垫
与地面有了一定距离，能够防潮。

等不及外界的救援物资一一发放，高
全袁打算钻进自家楼房找点东西。突然，
余震袭来。他回忆说，家里的两层楼房是
5 年前修建的，自己搬进去才 4 年。可是
底楼的墙壁上，一条裂缝从侧面的墙上一
直延伸过来，一直到正面对的墙，几乎沿
着房屋拦腰裂了一圈。

尽管如此，高全袁还是从家中抢出了
大米、柴火，“全国各地那么多人都来帮助
我们，我们芦山人自己也要努力，一定要相

互帮助的。”他说。
这两天正是茶叶收获季节。“我们正

在组织大家采摘茶叶，基本上是一户出一
人。现在鲜茶叶的市场价是 50 元一斤，
我们要多收茶叶，自力更生！坐在帐篷里
等救济可不是我们四川人的风格！”高全
袁说。

春光村面朝玉溪河，后倚马牛山，全村
茶叶已发展到 3000 亩。“按今年市场行情，
一亩茶叶收入可以达到 4000 多元。”村支
书王文智证实，下一步春光村的灾后重建
就指望这茶产业了。

穿过一条小河沟，只见村民高光能夫
妇正在自家两亩多的茶园里埋着头采摘茶
叶。常年在成都打工、刚赶回来的高光能
尽管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但很认真，一个上
午就采摘了将近一斤鲜茶叶。

高光能从成都背回来的足有 5 岁小孩
高的蓝色牛仔布包和一个捆扎好的电饭
锅后，来不及打开就忙着搭帐篷、上山采摘
茶叶。

“不回（成都）去了，不回去了！”高光能
摇着头对记者说，“我们要留下来，重建我
们的家园。”

“ 留下来，重建我们的家园”
本报特派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 我 们 都 是 志 愿 者 ！”
本报特派记者 代 玲 夏先清

“ 我 们 都 是 志 愿 者 ！”
本报特派记者 代 玲 夏先清

总把危险留给自己的“军中老黄牛”
——记在抗震救灾中负伤的武警少校工程师宋永科

本报特派记者 杨开新

那碗热腾腾的折耳根稀饭
本报特派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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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四川芦山县太平镇，一名护士正在

调节输液瓶中液体流速。在塑料布搭成的简易医

院里，医护人员用空运的药品配合“自制”的仪器，

为受伤的灾区群众诊疗。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4 月 23 日下午，记者见到宝兴县教育
局局长郑继伟时，他已经累得不愿意再多
说一句话。

地震发生时，郑继伟远在雅安市区。
“看到地震了，我急得很，穿上鞋就往宝
兴跑。”郑继伟靠着搭便车到芦山县，再
坐着村民的摩托车赶到飞仙关镇，随后从
大老路步行，于 4 月 20 日下午到达宝兴
县灵关镇。

“到了灵关镇，心里稍微踏实一点，
大部分校舍虽然受损，但没有垮塌。但有
两个村的小学，现在还让人放心不下。”
郑继伟所指的是大鱼村小学和磨刀村小
学，土砖结构的房屋出现大面积垮塌，尽
管两个村小学一共只有 20 多名学生，可
他们复课的事还是让郑继伟一筹莫展。

“最快的方法是到临近乡镇的中心校
搭帐篷，把学生安置到帐篷里上课，可接
送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郑继伟揉了揉
紧皱的眉头。

查看了灵关镇各个学校的灾情并指挥
学校帮助百姓搭建好临时安置点的帐篷
后，郑继伟一刻也不敢停。4月 21日，天刚
蒙蒙亮，他和重庆市消防部队的官兵徒步
3个小时，赶回宝兴县。

顾不上休息，郑继伟穿着一双满是泥
泞的鞋子奔走在宝兴县的各个学校。

“说实话，看了宝兴县的学校，我觉得
有点欣慰。房子没塌、操场基本都成了安
置点。”郑继伟随后召集各校校长开了碰头
会，对各校的受灾情况进行了统计。

4 月 22 日，郑继伟迎来了对校舍进行
应急鉴定的专家们。“宝兴县两组、灵关镇
一组专家对校舍展开鉴定。灵关中学大楼
主体没有问题，稍作维修后，可以很快复
课，宝兴县城里的学校，情况更乐观一点。”
郑继伟说。

统计宝兴县下辖乡镇的受灾情况、不
定期召集校长碰头会、协调复课时间⋯⋯，
每天早晨 8 点不到，郑继伟便开始工作，直
至次日凌晨。

郑继伟介绍说，4 月 24 日，宝兴县
186 名高三学生将正式复课，全县初三学
生力争在 4 月 28 日复课。目前，全县有
近 1200 名学生正在等待复课，解决好学
生和老师的吃饭问题，是自己下一步工作
的重点。












“饭做好了，赶紧过来装车！”这些天，每到饭点，
曾在芦山县公安局旁开餐馆的付明芳便拨通熟悉的电话
号码。

这是中铁二局一位抢险队员的电话。
地震后，付明芳的餐馆垮塌了，但看着驻扎在公安局

里的中铁二局 30 多名抢险队员一日三餐只能吃干粮、喝
矿泉水，她便坐不住了。“无论如何要给大家做点热饭吃。”

4 月 20 日中午，付明芳做起了准备工作，折耳根、咸
菜，大米⋯⋯。当天下午，付明芳就在帐篷外临时搭起的
灶台边忙碌开来。

早上折儿根稀饭、热饼、鸡蛋，让抢险队员精神倍
增。中午晚上也是折耳根稀饭，一个素菜一个荤菜。付
明芳不好意思地向大伙解释说：“条件简陋，没有办法煮
干饭，大家凑合着吃。”

然而，恰恰是这碗折耳根稀饭让大家赞不绝口，因为
吃了两天的干粮，喝了两天的矿泉水，一碗折耳根稀饭胜
过任何山珍海味！

现在，每到吃饭时候，付明芳就给中铁二局抢险队员
打来电话，中铁二局的皮卡车作为专用送餐车接送热餐。

热餐车一到，抢险队员们和付明芳便一起邀请周围
的武警官兵、消防战士、记者们一块儿吃饭。

大家对折耳根稀饭赞不绝口，更是对付明芳乐于助
人的精神竖起了大拇指。

一位教育局长的72小时
本报特派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