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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人蒋敏，汶川地震后“最坚强的警

花”，5 年前她失去了包括 2 岁女儿在内的

10 位 亲 人 ，却 依 然 坚 持 在 抗 震 救 灾 第 一

线。现在她过得还好吗？

记者日前在成都见到蒋敏时，她的脸上

写着疲惫。震后第二年，她从彭州市公安局

公民路派出所调到成都公安局反恐支队工

作，现在的工作量更大了。

“选择当警察是我从小的愿望，既然选择了

就不后悔，这是一个比其他工作付出更多的职

业。汶川地震发生时，我相信当时所有的警察都

会这样，像这次芦山地震一样冲在最前方。”

2011 年，蒋敏怀上了宝宝，她希望孩子

健康就好。

2012 年，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现在，孩子 10 个月大了。蒋敏的生活

简单平淡。

蒋敏说：“等儿子再大一点，能理解的时

候，我会告诉他汶川地震中发生的一切。希

望儿子长大后成为正直善良有责任感的人。”

（据新华网）

多难励志 川人不屈
——汶川震区人物五年重访印象

汶川地震后，在举国支援下，灾区百姓以倔强的劲头迅速开启了家园的重建。
汶川地震 5 周年前夕，记者重访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这些汶川地震的幸存者，当年喊出“有手有脚

有条命，天大困难能战胜”口号，靠勤劳的双手重建美好家园，在芦山地震后又毅然冲到一线⋯⋯ ][

廖智原本是四川绵竹汉旺镇的一名舞蹈

老师，拥有一个幸福的家，生活简单平静。汶

川地震打破了这一切，被埋26个小时，她失去

了最爱的女儿和热爱跳舞的双腿⋯⋯

记者日前在成都见到廖智时，她刚刚

从芦山地震救灾一线返回，在那里，她成为

一名志愿者。

眼前的廖智，一袭简单的粉色吊带长

裙，随意披散的长发，身材娇小柔弱，笑起

来像一个孩子。她走起路来和正常人没什

么两样，在她身上看不到地震留下的阴影。

对于廖智来说，生活不但没有在5年前的

5月12日停止，反而越走越美，越走越有力量。

“我曾因为疼痛想选择用轮椅度过余

生，但是家人的爱还有对生活、舞蹈的爱让

我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廖智说。截肢两个

月后，廖智跪在大鼓上翩翩起舞，被誉为

“无腿舞后”。装上假肢的她拼命练习，从

简单行走到最后能自由舞蹈。

“地震把我给震醒了，我找到了生活下

去的意义。”芦山地震发生后，廖智第一时

间奔赴雅安，在抢险救灾一线当起志愿者，

送粮、送衣、送发电机、搭帐篷。

她要以地震亲历者的经验，为救灾出力。

49 岁的石光武是青川县黄坪乡枣

树村村民。汶川地震使枣树村家园尽

毁，余震还在不断发生时，右手残疾的

石光武，就开始带领全家人擦干眼泪、

重建住房。

为了把自家的小卖店经营下去，

石光武每天骑自行车入城进货，来回

要 6 个小时。在他的坚持下，小卖店一

直没有断货。

2008 年国庆节，震后不到 5 个月，

“独臂英雄”石光武一家搬进了重建的

永久性住房。

“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困难能战

胜”——在石光武的带动下，枣树村村

民亲帮亲、邻帮邻，新房子陆续建成，

枣树村成为青川最早完成重建的村

子。

今年 5 月 8 日，记者在重建后的枣

树村见到石光武，他正在自家小卖店

忙碌着。这几天对他来说有特殊意

义，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石青川》

即将公映。

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作家以他的

故事为主线写了一本书；2009 年，他在

全县宣讲，为受灾群众重建家园鼓劲；

2011 年，电视台来拍摄纪录片，请他参

与演出⋯⋯

石光武说，这几年他很忙碌，这是

出名带来的“烦恼”。但是，自己的日

子还要自己过。

“开始只是想赶紧把房子修起来，

日子才能安稳，没想那么多。”他说，

2008 年国庆节搬进新居的那一天，他

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恢复了正常。

随后，妻子获得了公益性工作岗

位，为枣树村新家园做保洁。石光武

和儿子每天都要帮助妻子分担一些工

作。

2010 年，他买了一辆小轿车，用于

小卖店进货。靠着一家人的努力，建

新房所借的钱很快就还清了。他还打

算把厨房和客厅改建成两层小楼，开

办餐饮业务。许多人来石光武家附近

的河边垂钓，他觉得这是商机。

“我守望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地方，一

瞬间（消失）虽然相当快，但是几十年的感情

却永远无法割舍。”青川县东河口村人何先

通对记者说。

5 年前，山坳里的青川县东河口村，被

震塌的山体埋在地下 100 多米深处，全村

780 多人遇难。在外地打工急忙赶回来的

何先通，再也没有离开这里，静静守护着妻

子、亲人、乡邻和家园。

在板房里，看到别人都是一家人在一起

生活，自己却形单影只，他忽然觉得特别难

受。于是，他决定做点事情，“给娃儿弄点上

大学的钱”。

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纪念广场建成后，

何先通在这里开了小卖部，出售鲜花和当地

特产。每当有新的鲜花送到，他总要给已经

故去的妻子送上一束。

震后第一年，何先通在遗址地附近建了

新房，后来他重新组建了家庭。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要好好活。”

为了多挣点钱，除了开小卖部和种地，

打定主意不离开东河口的何先通还贷款买

了摩托车和汽车，给村上出远门的人包车。

他说想再多挣点钱，早点把建新房的贷款还

上，还想给儿子办场婚宴。

2012 年，儿子大学毕业在成都找到工

作。“现在不用给儿子生活费了，有了爱人，

生活也知足了。”他说，“我渴望平淡的生活，

有吃有住，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家人在一

起过好每一天，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北川县中医院医生唐雄，地震后被埋

139 个小时，最终被海南救援队救出。唐雄

先后被送到北京和绵阳医治，并接受了右脚

掌部分切除。震后第二年，唐雄拄着拐杖返

回北川，在板房中为别人治病。

“养病时间太长，没事干，想上班。”唐雄

说，现在，他虽然是残疾人，走路时间一长，

脚就会疼，也不能跑步，但是和被埋 130 多

个小时的绝望相比，他非常知足。

他感谢海南救援队，感谢为他医治的权

威专家，感谢治疗期间陪伴他的志愿者们

⋯⋯

“他们让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现

在我也用这份温暖关心别人。”

现在的病人中，很多是地震中受伤来做

康复治疗的。他在治疗的同时，还为病人做

心理疏导，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2010 年，他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唐曦。

舞者廖智：“我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意义”

重建者石光武：
“有手有脚有条命，
天大困难能战胜”

守护者何先通：“活着的人要好好活”

感恩者唐雄：“现在我也用这份温暖关心别人”

警花蒋敏：“既然选择了就不后悔”

祭

5月12日，“可乐男孩”杨彬带母亲来广州参

加《雅安·汶川地震中的母亲们》摄影展，在自己

的图片前，他对妈妈说“一起好好活下去”。
四川什邡：108“罗汉娃”集体过生日

5 月 12 日，四川省什邡市千年古刹罗汉寺，“罗汉娃”们一起过生日。

当日是汶川地震五周年纪念日，什邡市 108 个“罗汉娃”汇集到他们的出生地罗汉寺一起过生日。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什邡市妇幼保健院被震成危房，相邻的千年古刹罗汉寺成了临时的妇产医

院。罗汉寺内，禅床变产床，厨房成产房，从 5 月 13 日清晨到 8 月 7 日什邡市妇幼保健院板房区建好的两个多月里，医护人员

在罗汉寺临时妇产医院内先后接生了 108 个孩子，这些孩子被人们称为“罗汉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