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 5月 17日 17

时 12 分， 在被压在废墟

下近 125 小时后，20 岁的

小伙子蒋雨航在汶川地

震重灾区映秀镇被上海

消防特警救出生还。

2008 年 6 月 13 日，

蒋雨航在家乡贵州凯里

顺利跑完近百米的北京

奥运火炬传递。

2008 年 12 月 12 日，

蒋雨航和来沪报到的消

防新兵共 90 多人一起抵

达上海，成为上海消防特

勤支队彭浦中队一名武

警战士；这位特殊的新兵

站在新兵队列的第一位，

胸牌上写着 001号。

2009 年 4 月 29 日，

经过 2 个多月的消防科

目学习，蒋雨航被分配到

上海消防特勤支队彭浦

中队抢险班。

2009 年 5 月 7 日，在

上海市庙行镇场北村谭

家湾的西弥浦水闸附近，

一男子落水失踪，蒋雨航

第一次参与救人的搜救

行动……

这是汶川大地震幸

存者蒋雨航一年来的大

事记。

去年这个时候，来自

贵州黔东南区凯里市的

蒋雨航，大专毕业刚被分

配到汶川县高速公路管

理处工作。 汶川大地震发

生后，蒋雨航的母亲龙金

玉心急如焚，就和其他亲

人从家乡来到了成都都

江堰。 大路断了，无法通

行机动车，她就徒步往山

里赶。 数十里山路，她连

走带爬地赶了十几个小

时。

14

时许，龙金玉终于

赶到了映秀镇。 当她听说

废墟下有生命迹象，而幸

存者的名字竟是自己的

儿子时，她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终于在被压

在废墟下

125

小时后的

5

月

17

日

17

时

12

分，蒋

雨航被上海消防特警黄

江和周庆阳等武警官兵

成功救出，得到重生。

成为一名消防战士，

这是蒋雨航的一个人生

目标，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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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愿望在去年年

底得到实现，成了那支挽

救自己生命的队伍中的

一员。

4

月

30

日，蒋雨航

下连来到彭浦消防中队，

和四名新兵一起被分配

到了抢险班。 抢险班是个

充满挑战的地方， 大火、

重大抢险中都是冲在最

前面的排头兵。 而此前蒋

雨航已经多次表示，下队

后希望自己能够进入抢

险班，和救命恩人们一起

并肩作战。

5

月

7

日

16

时，蒋雨

航和战友出警，这次出警

是搜救打捞任务：庙行镇

场北村谭家湾的西弥浦

水闸附近，一男子落水失

踪。 消防队很快到达现

场， 但由于报警太迟，男

子在河中已失踪

１

个多

小时。 蒋雨航很快投入搜

救工作，穿上了救生衣做

好下水搜索的准备。 在队

长的指挥下， 约半小时

后， 落水男子被打捞上

岸，但已不幸身亡。 蒋雨

航和战友们用雨布将遗

体包起来，放到岸边。 蒋

雨航表情凝重，处置中有

那么两三秒时间，蒋雨航

轻轻地转过头。“抢险救

援总会碰到这些事，也做

过心理准备，但是感觉冲

击力还是很大，我会想起

汶川的事。 ”蒋雨航轻轻

地说。 汶川地震对蒋雨航

而言，可能是心中永远的痛。

蒋雨航所在的彭浦

中队是个优秀的团队，蒋

雨航说，“要成为像他们

一样的优秀士兵，我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充满

信心！ ”他还表示，将在平

凡的消防岗位上努力工

作，以出色的成绩，回报

党和人民，回报社会。

地震幸存者蒋雨航———

从被救者到救人者
新华社记者 赵昀 江宏景

汶川地震一周年前夕，

在杭州就读的

６４

名青川县

学生到大明山风景区度假。

为让一个名叫黄婉的青川

女孩过好在杭州的第一个

生日，景区一名负责人没有

回家陪自己的孩子过生日。

他说：“他们都是我的孩

子。 ”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

一句朴实中彰显爱心的话，

让灾区和非灾区没有了距

离， 也让人们记起去年此

时，当四川震中地带山崩地

裂， 数万个生命永别家园

时，中国人爆发出的一句呐

喊：“我们都是汶川人！ ”

川之伤，国之痛，“我们

都是汶川人！ ”于是，一场

“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的

宏大战役迅速打响。

一年了，人们没有忘记

那些令人痛彻心肺的灾难

镜头，更没有忘记那些令人

热泪盈眶的救灾场面。

一年后，我们仍是汶川

人。 浙江对口援建青川县的

重建工地上，

６０００

多名建筑

工人夜以继日，熬红双眼也

要为灾区同胞建成震不垮

的房子。 农业科技专家奔忙

在乡村田间地头，手把手向

当地群众传授农业技术。 我

们深知重建的艰难，不但要

修建房屋道路，还要制订新

的经济发展计划；不但要有

资金输入、物资输入，还需

要智力输入、 人才输入；不

但要争分夺秒，更要保质保

量。 但这些都不能让我们退

却，因为我们仍是汶川人！

除了身处灾区一线的

重建者们， 远在他乡的人

们，心也和灾区人民连在一

起。 一年来， 已到位的

１８６

亿多元援建资金，已开工的

１１００

多个援建项目，都凝结

着全国人民的心血和汗水。

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就是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

有一种爱叫作认同。 地

震发生的那一刻，我们感受

到了什么叫作骨肉亲情；地

震一年后，我们仍在感受着

中华民族血脉相通。

一年前，河南籍消防战

士荆利杰在即将倒塌的废

墟前哭得像个孩子，跪求战

友：“别拉我，我还能再救一

个！ ”这份承诺喷薄如虹。当

共和国的国旗首次为遇难

国民而降，

１３

亿人在同一时

刻驻足默哀，这份承诺庄重

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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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在一起的365天

鹤壁·汶川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8

时，都

江堰城北馨居板房区心理

援助机构“妈妈之家”里，一

群特殊女性显得比往日忙

碌了一些。“我们要在今天

推出自己手工做的纸玫瑰

‘妈妈之花’，感谢这一年给

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各界

人士。 ”

说这句话的女人叫赵

小青，今年

３７

岁，怀孕

７

个

月了，是这批地震中丧子高

龄再孕妈妈的代表。 当天她

穿着紫色绸料孕妇裙，头发

束成马尾绑在后面，和几位

同样挺着大肚子的准妈妈

们一起仔细地编着纸玫瑰。

赵小青是四川省达县

人，

１９９８

年跟老公来到都江

堰市做小生意谋生，卖菜卖

小食品。“如果不出那个事

情，我儿子今年可以上中学

了。 ”赵小青一直不愿提地

震这个词，也不愿回忆当时

的情节。 她孩子去年

１２

岁，

是都江堰新建小学六年级

的学生， 在地震中不幸遇

难。

在赵小青家里，我们搜

寻了一下，没有发现孩子的

照片，“原来外面放着娃儿

的照片，后来他爸爸见不得

就收起来了。 我们娃儿长得

好乖，他爸爸最喜欢他了。 ”

“我是去年

１２

月知道

自己重新怀上孩子的，当时

和老公相当高兴。 ”赵小青

告诉记者：“怀这一胎跟以

往不同，经常觉得累，睡觉

也不踏实，翻来覆去地觉得

身子痛，还是年纪大了的原

因吧，不过我还是要把身体

调养好，好好地重新做回妈

妈。 ”赵小青摸着鼓鼓的肚

子缓缓地说。

当她得知同行的人里

有懂中医的，赵小青连忙招

呼着替她和其他妈妈都把

把脉，看看是男是女，开玩

笑说是要提前给孩子准备

衣服了。“孩子预产期是

７

月初， 我倒希望是个女孩

儿，不然难免跟原来的娃儿

比较，那样太痛苦了。 ”

据四川省人口计生部

门震后统计，灾区子女死亡

并有生育意愿的计划生育

家庭共计

６０００

余个， 然而

再孕之路并不顺畅：不断的

余震、非正常生活、失去家

园和亲人的伤痛再加上相

对的“高龄”，令她们再孕困

难甚至流产。

“在地震灾区，最脆弱

的是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

也最应该被关注。 从失去孩

子的母亲到再孕妈妈，她们

活在强烈的角色冲突里，丧

子的哀伤与得子的欣喜，双

重心理使得她们的情绪波

动很大。 这对肚子里的新生

命会造成很大影响。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来自河北经贸大学

的心理咨询师、援助志愿者

刘猛针对都江堰部分再孕

妈妈，在当地首创了心灵港

湾———“妈妈之家”。

“妈妈之家”门前写着

“我是妈妈，这是我家。 天天

快乐，为了腹中那个可爱的

他（她）”，具体的日程安排

有音乐放松胎教；自由经验

交流；孕育知识放映……进

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鼓

励再孕妈妈们的一句话：

“这就是妈妈的伟大———用

悲痛中的快乐，换来宝宝一

生的幸福。 ”

一张茶几， 一张桌子，

三个沙发，几张椅子，沙发

上还放有玩具熊，宁静的淡

绿色墙面显得温馨洁净。 这

位从地震后就坚守在灾区

的心理咨询师认为，现在妈

妈们表面已接受了现实，逐

步开始新的生活，但那抹不

去的伤痛肯定永远存于心

底。“‘妈妈之家’要做的是

帮她们塑造轻松愉悦的心

境，让她们重拾信心面对生活。 ”

一天的采访在愉快地

聊家常中结束，临走时记者

买了

９

枝纸玫瑰送给赵小

青，希望她能长久幸福。 她

一只手握着那束花，一只手

抚着肚子走在回家的路上，

笑得很开心。

我们要再做一次妈妈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秦晴 郝同前

一年后，我们仍是汶川人
新华社记者 黄深钢

地震幸存者———蒋雨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