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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歷汶川重創的義工楊洋
感恩之心喚救人之力感恩之心喚救人之力

被免職出名的震區鄉官楊成毅
地震後從未回過家地震後從未回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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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區五一節

頭髮花白、身穿白大褂的魏華興，在蘆山縣城的
眾多醫療隊裡並不醒目。讓人注意到他的，是帳篷外
掛的大紅表揚信：一位叫王利虎的災民感謝魏醫生
治好了母親。

一個小小的鐵盒，鋪潔白的紗布，紗布上插
長短不一的銀針，此外還有幾個火罐，這就是魏華興
的全部治療工具。事實上，更重要的就是他按、捏、
推、揉、搓、掐、抖、拍、點的嫻熟技巧。

原本是航空設計院工程師的魏華興，因世家傳承
，時常會幫同事治療，1995年退休後就開始專門從事
針灸推拿，在圈子裡小有名氣。

20日下午四點多，他在廣播裡聽到蘆山地震的消
息後，趕緊回家收拾東西。甚至來不及和女兒告別，
他直接趕到機場。21日晚上趕到成都的魏華興，謝絕
了志願者協會讓其留在成都的安排，執意要到災區一
線。22日吃早飯時，旁邊一個出租車司機聽說他的安
排，免費將他拉到高速路口，之後又遇到幾個好心搭
載他一程的人，他才能順利到蘆山縣城。

就這樣，原本打算4、5月回斯洛伐克的魏華興留
在了四川。蘆山縣人民醫院的康復科由於病房受損暫
不能使用，魏華興來到了災民安置點。

王利虎的母親朱婆婆就是這時候來接受了治療。

和她同住一個帳篷的 「鄰居」七嘴八舌地 「還原」了
當時的情況：朱婆婆在地震中風濕發作，雙腿僵直，
不要說走路，連抬腳都辦不到， 「上午治療後晚上就
能走了。」

正說話間，魏華興陪朱婆婆從抬高腿到邁開步
，甚至一路小碎步跑回到帳篷前。 「王利虎曾一天給
災民提供了4萬盒免費盒飯，我對他說，你放心去工
作吧，我保證把你媽媽照顧好。」

魏華興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離開蘆山，他只想盡
可能地多做點事。他蹲坐為一名患者膝蓋診治的時
候，邊給患者開玩笑， 「腿不腫了，有進步，我要
給你發朵大紅花。」患者笑嘻嘻地接話道， 「我們才
要給你戴朵大紅花，我們捨不得你走。」

在蘆山縣災區，有一支隊伍的 「戰線」拉得很長
，從提供震後唯一一台X光機，到供應給災區民眾的
第一頓 「熱乎飯」；從讓災區民眾洗上第一個熱水澡
到帶電影、新聞下鄉入村……作為全軍首批應急保
障旅之一，成都軍區應急保障旅旅長張青率領衛生防
疫隊、熱食保障隊、供水淋浴洗滌隊和文化宣傳隊近
300人的隊伍，在蘆山進行繁瑣而重要的工作。

從軍30年，曾參加過老山戰役、汶川特大地震抗
震救災的張青，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指揮者。

在他眼裡，他的每一個兵都是好樣兒的。負責X
光機的張運福，20日晚上九時開始到21日下午六時，
連續拍X光片20多個小時，「最多拍了150、160人，當
時他腰痠腿軟，連飯都不想吃。工作一天相當於平時
三天的工作量，在平凡的崗位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負責衛生防疫隊工作的成都軍區解放軍第42醫院
院長唐偉革，帶小分隊徒步走上1700、1800米的雪
山村雪山組，進村入戶進行救治和防疫工作，張青說
「甚至連蘆山縣人民醫院的院長都沒上到過海拔那麼

高的村組。」
在張青眼裡，災區的每一位老百姓都是可愛的。

「我們的救援小分隊去了寶興縣海拔最高的村組，村
民一定要讓他們吃飯。救援隊走時留了100元錢，誰知

村民們卻走了三個小時送回來。」
從小分隊輪流進村入戶以來，張青每天不管多忙

，都要保證到每個有小分隊駐點的村組看看。夜幕已
經降臨，張青仍在指揮部裡與各分隊的負責人開會，
安排布置第二天的工作，
對他來說，五一節只是一
個和以往一樣忙碌的普通
日子。

在一排或藍色或迷彩的帳篷裡，周平鴿身後的 「兒童歡樂驛站」顯
得有些 「與眾不同」：志願者用彩色顏料繪就的五彩愛心、笑咪咪的太
陽、綠油油的草地，都讓人感到一種生命的力量。

已經60歲的周平鴿，仍然留一頭長及腳踝的長髮，因疲累而略顯
嘶啞的聲音、笑起來就彎彎的一雙眼睛，都讓人覺得很親切。她退休前
曾是自貢外國語學校的執業醫師和高級心理諮詢師，負責學生的身心健
康， 「40多年都和孩子們在一起，一直沒離開過。」

看眼前這群至少經歷過一次地震的孩子，周平鴿的眼裡滿是心疼
和不捨。 「我跟家長交流時，有人說以前活潑好動的孩子現在不敢調皮
了，害怕稍微跑跳用力一點，又會有地震發生；有人說儘管復課了，但8
歲的女兒很牴觸，不願去學校……」

和一般心理諮詢或心理撫慰不同的是，周平鴿帶來了《弟子規》、
《三字經》、《孝經》等國學經典，希望通過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將
孩子們因地震驚嚇而產生的恐慌驅散開。當 「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
，次謹信……」的稚嫩朗誦聲，從蘆山縣體育館安置點的帳篷裡傳出來
時，附近的不少家長都帶孩子趕了過來。

周平鴿說，做得一手好飯菜的老伴兒幾次問她 「災區需不需要做飯
的？」和老伴兒一樣支持周平鴿的，還有她的老姐妹和朋友們。當得知

這次又要到蘆山地震災
區時，她們為周平鴿湊
了7100元錢，讓她為孩
子們買點玩具或是捐到
需要幫助的地方。

周平鴿計劃這次先
待半個月，為 「兒童歡
樂驛站」培養一些有經
驗的志願者， 「我還會
再來的，孩子們的心理
陰影短時間內消除不了
，必須長期做下去。」

聽見廣播說四川發生強震，楊洋立刻對身邊的老
公劉海說想去災區，劉海二話沒說答應了。夫妻倆開
車從成都出發，經過七小時才到蘆山縣城，成為來到
災區的第一對 「85後」志願者夫妻。

其實，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兩人的家都遭
受重創：楊洋的母親在震中去世，劉海的家被地震摧
毀。

從蘆山縣城通往寶興方向的路段震後出現塌方，
四川應急總隊派出一支先遣部隊前往寶興救援，楊洋
和劉海尾隨其中。車隊行進到通往天全縣的分岔路口
時，被迫停止，先遣隊員決定徒步進入寶興縣，留下
副隊長和楊洋、劉海看守車輛。

東方漸漸泛白，楊洋和劉海一起坐在路邊，看
徒步進入寶興縣的救援人員、志願者和忙趕回家的
寶興人。楊洋想起了汶川地震時，自己想方設法回家
的情境，不禁嚎啕大哭。她告訴劉海，想要徒步進入
寶興縣，劉海只說了一句話：你要進去，我就陪你。

夫妻兩人將車扔在路邊，只帶了兩瓶水和一包紙
，手牽手開始往前走。只有一頂安全帽，兩人輪流戴
。 「我說自己頭髮長，讓劉海戴帽子。其實我是覺
得若出事了，他跑得比我快，逃生機會大。」楊洋說
，當時只聽見劉海頭上的帽子被飛下的石塊砸得嘩啦
啦響。

走了將近兩公里，前方遇到一處塌方。突然一塊
石頭砸在他們前邊不到兩米處，兩人都嚇壞了。 「怕
嗎？」劉海問。 「不怕，你呢？」楊洋回答。 「你都
不怕，我怕什麼呀？」兩人相視一笑。

徒步前往寶興縣時，楊洋認識了一位好心的阿姨
，給他們送來進入災區後吃的第一碗粥。當閒聊時得
知阿姨姓胡，楊洋的眼淚又止不住了，因為去世的母
親也姓胡。

回到蘆山縣後，楊洋想給胡阿姨送去一些募集到
的物資，但胡阿姨每次都在電話裡說：家裡不缺什麼
，留給那些更加需要的人吧。而事實上，楊洋曾到胡
阿姨家裡看過，房子出現了裂縫，一家人都住在自家
搭建的帳篷裡。而更令楊洋感動的是，胡阿姨一家地
震後都當起了志願者，阿姨每天把自家的米煮成粥，用
摩托車送給救援人員，而兩個兒子則聯合許多年輕人
組成了摩托車隊，幫忙運送物資或者接送救援人員。

第二次乘大巴來雅安時，楊洋看到路邊有許多孩
子打出 「感謝志願者」的標語，再次淚流滿面。汶川
地震時，她也和這些孩子一樣，舉起感恩標語，將救
援官兵和志願者送出去很遠。

記者見到楊成毅時，他剛從山上的村裡排查險
情回來，身後還跟兩位央視記者。 「我不接受你
的採訪。」這是他被撤職後跟各路記者說得最多的
一句話。楊成毅個子不高，47歲頭髮卻幾近全白，
深灰花紋的T恤外套一件鬆垮的迷彩服，戴一
副像啤酒瓶底一樣厚的眼鏡。

剛剛回到辦公室，還沒來得及喝一口水，楊成
毅的電話又響了，一支從湖北來的免費電影放映隊
來到村裡，楊成毅想盡快安排好放映場地和工作人
員的食宿。 「必須讓他們每天吃飯，哪怕是喝粥，
也不能只吃即食麵。」這來於他的親身經歷，到同
盟村指揮抗震救災時，楊成毅曾連續四天只吃即食
麵， 「當時都要吐了，這東西太讓人難受。」

雖然24日才來到這個地方，楊成毅卻已經和這
裡的人打成一片。無論遇到什麼事，村民都願意跟
他講；他也願意挨家挨戶去叮囑、看望。

每天早晨八點，楊成毅都要在清仁鄉政府開會
，接受鄉政府的安排後，再回村裡給村委會幹部開
會，部署一天的工作；每天晚上七點左右，他才能
從村裡回到鄉政府，總結一天的工作。30日，他將
村裡的幹部分為病情防疫、災情排查及防止村民進
入危房三組，由於昨天村裡下了雨，許多災情隱患
需要排查，因此災情排查由他負責。

楊成毅的家就在蘆山縣城，離清仁鄉政府只有
10分鐘車程，但從地震發生至今，他從來沒回過一
次家，家裡房子受損、半冰箱的臘肉全部分給災民
這些事都是妻子打電話告訴的。

安排好電影放映的事情後，楊成毅只抽了一點
時間給正在讀初中的女兒打電話，告訴她要好好複
習期中考試，不要擔心爸爸的工作，也不要讓媽媽
擔心。

沒時間想免職的事
因物資發放時不在崗、被當場免去職務的原清

仁鄉副鄉長楊成毅，對免職問題諱莫如深，並拒絕
媒體採訪。至於究竟拒絕了多少家媒體，他也記不
清楚了， 「可能有幾十家吧」。

也不乏村民為他叫屈，有村民說，當時楊成毅
在村裡的另外一個組永林組冒雨發放物資，檢查
組所在的共星組，物資發放也很有序。同盟村的村
民任國全更是覺得楊成毅是個好幹部， 「我每天都
到村委會幫忙，楊鄉長工作積極賣力不說，遇到
這種事還沒有任何情緒。」任國全回想以前去
鄉政府辦事時，楊成毅仍是很熱情地接待。

「我確實工作不到位，上頭給的處分我接
受。」楊成毅說，現在根本沒時間想
免職的事，而是一心做好救災，希
望能將災難帶給人們的傷害降到最
低。

至於網絡上流傳的他將 「
官復原職」的說法，楊成毅說
自己並沒有收到縣委組織部的
通知，而且這是上級的決定，
「我現在的任務就是過渡安置居
民，然後幫助村民重建家園。」

他們，或來自不同地方，北京、成都、自貢，
卻在此刻聚在同一地點─雅安蘆山。他們，或從
事不同職業，醫生、基層幹部、大學教授，卻在這
裡做同一件事─援助災區。 「4．20」 蘆山地
震後的第一個 「五一節」 ，當許多人享受難得的
小長假時，他們卻在災區重複十幾天以來一直在
做的事。在他們眼中，假期只不過是和平常一樣忙
碌的普通日子。

【本報記者向芸、甘球蘆山五月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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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軍區應急保障旅旅長張青
每個兵都是好樣的每個兵都是好樣的

退休工程師江湖郎中魏華興
災民需要我留在這裡災民需要我留在這裡

▲蘆山震區首家幫帶醫院5月1日在太
平鎮成立。該醫院由成都軍區總醫院和
蘆山縣太平鎮共同建立，將為災區留下
一支 「永不帶走的醫療隊」 中新社

▲楊洋（左）為孩子帶去玩具和書包 本報攝

▲周平鴿給孩子們教授《弟子規》 本報攝

◀楊成毅登記物資發放
情況 本報攝

▲魏華興陪朱婆婆一路小跑，鍛煉雙腿 本報攝

▶▼孩子們向成都
軍區應急保障旅旅
長張青贈送親手繪
的畫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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