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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乐观、坚强、毅力、亲情、关怀、梦想、爱……这些平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精神

品格，在绝境中转化成了强大的生命力，如一盏盏明灯照亮黑暗。

对生还者来说，获救那一刻相当于从死亡线上重返人间，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

的时刻。从最深的劫难中重生，获得的不仅是第二次生命，更是生命的净化和升华。

5月，我们重返四川地震灾区，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即将迎来夏收，沉甸甸的麦

穗，饱满的油菜子，还有姹紫嫣红的无名野花，在废墟间顽强绽放。

青山依旧在。希望，美好，属于这片土地上坚强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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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雨航成为消防战士
7日下午3时39分，上海消防总队特勤支队彭浦中队会

议室报警器突然响起——宝山区谭家湾附近有人坠河。21
岁的蒋雨航和他的战友、彭浦中队副中队长周庆阳等立即
整理好装备登上消防车赶赴现场施救。

一年前的5月17日晚，汶川地震的重灾区映秀镇，蒋雨
航被掩埋在一片废墟中120多个小时，正是周庆阳等消防战
士将其成功解救从死神手中夺回，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

“就在我被消防战士从地震废墟中解救出来的那一刻，
我告诉妈妈，我将来一定也要成为一名消防战士！”蒋雨航
说。如今这个愿望已经成真。

2008年12月12日，蒋雨航顺利通过体检和政审双重考
核，正式成为上海消防战士中的一员，加入这个给他“重生”
的集体。2009年5月1日，蒋雨航刚刚从上海市消防总队特
勤支队彭浦中队的新兵部分配到中队抢险班。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消防战士，蒋雨航想尽可能多地帮
助他人。“在地震中，是消防官兵把我从黑暗中救出，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我希望将更多的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他说。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薛枭因为一句
“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冻的”，被喻为“逗乐
了悲伤的中国”，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男孩。如
今，距“5·12”地震发生已近一周年，这个乐观
开朗的“可乐男孩”现在还好吗？

在热闹的成都春熙路街头，薛枭远远
地就向记者挥手，人群中不时有目光投向
他右手空空的袖管，薛枭却丝毫不在意，胖
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腼腆的微笑。

“5月12日我要参加陈岩的婚礼，但现
在我比地震前胖了20公斤，以前的好多衣
服都小了，只好出来买件合适的衬衣。”薛
枭口中的陈岩是他的救命恩人。薛枭等被

陈岩救出的孩子将在5月12日这天的婚礼
上担任“伴童”。

今年 2月 23日，薛枭独自离开家乡绵
竹市汉旺镇，来到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西
区），成为该校的理科实验班——高二（四）
班的一名学生。

今年 2 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理工大学
曾作出承诺，只要薛枭高中毕业后英语成
绩达到相应的托福水平，就可以录取他，并
提供全额奖学金。在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理
工大学商议时，薛枭提出希望读经济学。

“我想做像李嘉诚一样的慈善企业家，这样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可乐男孩”薛枭畅谈梦想

脸上、身上满是灰尘，一双水汪汪的大
眼睛怯生生地望着——2008 年 5 月 13 日
上午 9时，在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武都小
学的废墟中，10岁的杨芹在等待救援。为
了防止碎石砸伤她的头部，救援人员给她
戴上了一顶红色的安全帽。那时起，杨芹
就有了个昵称——“小红帽”。

现在的“小红帽”还好吗？带着思念与牵
挂，记者驱车前往汉旺镇的板房学校，探望在
地震中生还的幸运儿——“小红帽”杨芹。

从一群正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写英语作
业的孩子中，我们找到了杨芹。见到记者
来，杨芹站起身，脚步蹒跚地走了过来，显得
有些羞涩。由于被埋时间过长，杨芹的右腿
坏死感染，做了高位截肢手术，现在已经安
装了假肢。

但很快地，“小红帽”就恢复了开朗的

本性。她特别喜欢笑，同学逗她，她马上咯
咯地乐起来。为了尽快摆脱地震带来的阴
影，现在的杨芹每周都会参加在汉旺镇板
房学校里组织的心理康复课程。在那里，
她和小伙伴们一起大声歌唱，做游戏，跟志
愿者聊天。

谈起新家，杨芹变得很兴奋，她骄傲地
说，自己也参与了新家的设计，以后长大了
想当个建筑设计师。她跑到自己的小屋，
向记者展示了小盒子里400只花花绿绿的
纸鹤，“这些是我新学着叠的，以后要送给
关心我的老师和同学，你也挑三只吧。”杨
芹笑着说，红红的小脸透出光来。

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红帽”一样，杨芹
善良、可爱而又懂事。灾难过后，她绽放的
笑容更加灿烂而珍贵，像一缕阳光，洒进了
记者的心坎。

“小红帽”杨芹重拾笑脸

绵竹人的气节
本报记者 孙志刚 党贺喜 文 李利强 唐 强 图 绵竹专电

从江油到绵竹，沿途翠竹掩映，让人很难与地震暴虐后
的满目疮痍联想到一起。绵竹奋发、绵竹崛起，绵竹人正以

“绵”之韧劲，“竹”之傲骨，自力更生，借社会援助之力加快
重建步伐。

绵竹城南大转盘旁边，一处由蓝色帐篷搭起的“帐篷市
场”格外醒目，市场里热闹非凡。卖鞋的大嫂张宪琼告诉记
者，这个市场是“5·12”地震后自发形成的，大多数商户都是从
垮塌的南大街集贸市场转移来的，因为旁边的灾民临时安置
点聚集人气，生意比在南大街要好多了。

“一天能卖多少钱？”记者问张宪琼。“不多，也就几十块
钱，干活总比耍着好。”张宪琼边摆着鞋边自我解嘲。她说，
地震把她在绵竹市孝德镇石河村的房子震塌了，为了重建家
园，50多岁的她毅然学着做起小买卖，卖些布鞋、胶鞋、凉拖
鞋、袜子等小东西，本钱也慢慢增加了。

昊华磷矿有限公司的“矿工家园”板房内，一派井然。
由于是星期天，矿工们趁空闲料理着家务。65岁的王道银
老人也端着盆在水龙头前揉着衣服，清水细流，老人平静而
悠闲。“老人家，住这儿方便吗？”记者搭讪道。“还可以呀，孩
子上班有班车好多了。”王道银说。从老人口中记者得知，
这个“矿工家园”住的都是昊华磷矿的矿工，他们的磷矿及
职工宿舍楼都被地震震毁，就被临时安置这里。

昊华磷矿距震中汶川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地震中损
失惨重，灾情发生后，他们不等不靠，行动迅速现已恢复了
生产。“矿上生产了，孩子们有活干了，我们矿工家属也放心
了。”王道银舒心地笑着说。

自信是最好的祭奠，崛起是重生的明证。这就是绵竹
人独有的气节！

“友谊”，这是马元江的深切感
悟。地震时，他被埋在了映秀湾水
力发电总厂办公楼废墟下，179 小
时后获救。为什么他能够坚持住？
后来医生分析过，强烈的自我保护
意识、坚强的意志、超常的自我心
理调节能力都是重要因素。但他自
己记忆最深的，是与另一位被困者
虞锦华的生死对话。

当时，他俩被埋位置相距约8米
远，透过砖石的缝隙，可以听到彼此
的声音。在尽量节省体力的前提
下，他们互相打气。

“如果我出不去，看到我的小孩
虞姐你多帮忙。”马元江说。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了，马上
要救我们出去了，千万别泄气。”
虞锦华说。

虞锦华在150小时后获救，但必

须接受现场截肢。她疼得痛苦喊
叫，马元江就对她喊：“一定要撑过
去，撑过去就获救了。”

虞锦华被救出废墟时还挣扎着
对马元江说：“我一定会让他们救你
出去的。”

马元江记着她的话，告诉自
己：一定要挺下去！他又坚持了29
个小时。

马 元 江 如 今 已 经 正 式 上 班
了，虽然左臂戴着假肢，但基本
能够正常工作。他说：“我现在吃
什么都香。既然幸存下来了，就一
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地震中，很多
同事不幸遇难。好好活着，就是对
他们的祭奠，也是对那些帮助过
我的人最好的报答。我要把生活
中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变成刻入生
命的记忆。”

石光武：
独臂撑起幸福生活

5月 9日，四川青川县枣树村村民
石光武在自家副食店门口忙着搬运县
城配送中心刚送来的货物。

副食店门口挂着的一副对联十分
抢眼：一臂独擎，天大困难能战胜；二
人连心，地动山摇何所惧。横批：自强
不息。许多来买东西的客人都会在此
留影，记录灾区人民自强不息的信念。

2008年8月31日，温家宝总理来
到枣树村视察，专程到石光武家看
望，鼓励他们要自强自立，石光武和
村里的乡亲备受鼓舞。而“有手有脚
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这句石
光武自己想出来的口号，后来也被温
总理所引用。

44 岁的石光武右手前肢在 15 岁
时受伤失去，他的妻子张正芳先天聋
哑，且有一子一女。石光武的住房和
副食店在地震中全部倒塌，两天后，
他在路旁搭起了两间过渡房，去年 7
月初，当大多数受灾群众还在忙着搭
建过渡房的时候，石光武拿着政府补
助的2.3万元和小商店赚的钱，买来一
些木材和砖瓦，带领全家率先开始修
建永久性住房。

只有一只手的石光武不等不靠带
领乡亲重建家园的事迹，使他成为当
地家喻户晓的“明星”，并被评为广
元市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模范公民，市
委书记还亲自给他颁发了模范公民的

“金牌”。
如今，石光武家里的生活逐渐好

了起来，虽然还贷了些款，但他对未
来非常乐观：“我还打算养几十只鸡
搞点副业，娃娃再外出打工挣点钱，
全家努力一年后能把钱全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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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灾难中他们重新站起

马元江：坚强走向希望

灾区绽放“妈妈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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