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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面前，有悲恸、苦痛和哀伤，也有积极、乐观与不放弃。个体太过于渺小，但互助自救，却能
集结起更多的力量。村民自救让人感动，但基层缺少应对灾情训练，缺乏基本自救专业组织，也值
得深思。

昭通强震直击·回望72小时

本报聊城8月6日讯（记者 郭庆
文 实习生 唐宁宁） 从聊城出发，
驾车30多个小时后，聊城蓝天救援队
队员在6日上午到达鲁甸灾区。记者下
午连线灾区的11名队员，他们正前
往震中龙头山镇光明村，为灾区运
送帐篷、食物、药品等物资。

“受到南方持续的阴雨天气影
响，行程被推迟了。”8月6日6点50

分，驾车30多个小时后，蓝天救援队
11名队员到达昭通市区紫光大酒
店，稍作休整后赶往鲁甸，11点左右
全部到达鲁甸蓝天救援队大本营。

得知龙头山镇光明村急需药
品、食品等物资，尤其因为未来有雨
急需帐篷，队员们商量后驱车前往
光明村运送物资。

“通往光明村的是一条刚打通
的路，路况不好。”救援队员们说，到
达光明村后，将排查人口、受伤人数
以及受灾村民需要的物资数量，并
搜寻被困的生还者 ,还要时刻注意
躲避随时可能倒塌的建筑。

本报泰安8月6日讯（记者 陈
新） 新泰一家医用材料公司通过
新泰市慈善总会，向云南地震灾区
捐赠价值60万元的消毒棉片和碘
酒，目前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备货，8

日备齐后即可发往灾区。
6日，记者来到位于新泰市开发

区的山东海燕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
司，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制捐赠物
品。公司从接到生产通知后，连续加
班赶制，24小时不停工。

山东海燕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医用材料的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外向型高新技
术企业，产品主要对外出口。

公司董事长李海燕介绍，得知
云南鲁甸地震之后，第一时间和公
司总经理杜惠燕商议，决定向云南
地震灾区捐赠价值60万元的医用材
料，包括500万片医用消毒棉片和碘
酒。将由新泰市慈善总会和灾区对
接，安排捐赠具体事宜。

据了解，山东海燕医用材料制
造有限公司长年致力于慈善捐助，
依托新泰市慈善总会设立了母本金
1000万元的山东海燕慈善基金，每
年支出40万元用于慈善。

本报潍坊8月6日讯（记者 丛
书莹） 潍坊市慈善总会5日发布捐
款倡议书，6日当天就接到善款近3

万元，其中，潍城区一位低保户捐款
1000元。

6日下午，潍坊市慈善总会办公
室来了一些为灾区捐款的市民，潍
城区享受低保的残疾人李建新捐了
1000元钱。

患有严重小儿麻痹症的李建新
今年59岁，平时只能蹲着走，靠修理
家电组建了家庭。每个月能挣几百
元，吃着低保的他虽然生活不富裕,

但是帮助别人却义不容辞。
据了解，这1000元是李建新一家

人一个多月的生活费，家里人都很支
持他的举动。从2008年开始，李建新已
陆续向灾区捐款近6000元。

8名初中生参与挖出12人，村里买米开“大锅饭”……

有有一一种种自自救救叫叫奇奇迹迹
群山环抱的龙头山镇，降雨和时有发生的高强度余震，致使救援生命线一再中断。灾难中，村民们

艰难开展自救。救援的黄金72小时里，为救幸存者他们竭尽全力，灾难煎熬中，他们苦撑待援。幸运的
是，众多伤者获救；不幸的是，由于缺医少药，从死神手里逃过一劫的一名伤者三日后再度生命垂危。

本报特派记者 田宇 王兴飞

挖出被埋者，8个孩子又夜行40公里送伤员
力台一社和二社是地震重

灾区鲁甸县龙头山镇八宝村下
辖的两个社，距离镇驻地5公
里。地震发生后，八宝村连接镇
上的公路被滑坡和塌方摧毁，
穿山越岭绕行到这两个社异常
艰难。

两社的大部分房屋坍塌成
废墟，来不及逃离的村民被掩
埋在碎石瓦砾之间。

幸存村民们开始自救。
村民翟汉斌说，地震发生

两天后，救援队赶到时，村民自
救已经基本结束，从废墟里扒
出的6名遇难者被安葬，6名伤

员也得到了合理安置，其中两
名重伤员被用担架抬出大山，
连夜送至40公里外的鲁甸县医
院救治。

和其他村庄一样，八宝村
也是被外出务工掏空了的村
子。翟汉斌说，地震发生时，自
己所在的二社除了老人和孩子
外，中年人并不多。

“2名大人和8名初中生就是
救援的主力军。”翟汉斌说，地震
发生的恐惧过后，村民们开始寻
找身边的人，亲人和邻居互相寻
找，发现失踪的就喊来旁人一起
在房屋废墟里搜寻。

“一确定在哪个地方，大家
就一起动手扒，地震当晚就扒
出来12个人。”35岁的翟大兴参
与徒手施救，12个人里有6个人
已经不幸遇难。“3个人是我们
社的，有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太
太和她12岁的孙女，还有一个
从龙井村来走亲戚的。”翟大兴
说，6名遇难者中除了被砸中要
害的，其他人如果救得再快些，
可能会活下来。”

伤者随后被村民抬到八宝
村卫生所进行救治。“有2个人伤
得很重，卫生所治不了，我们拆下
门板抬着把他们送到了鲁甸县

医院。”翟汉斌说，8名初中生是抬
担架的主力，尽管余震时有发生，
山体滑坡和道路坍塌影响道路
通行，两名伤员还是被连夜送到
40公里外的医院救治。

“今天上午，我从龙头山镇
带回村一支医务队，八宝村很
多人都需要。”翟汉斌说，如今，
救援队几次出入他们社，但搜
救工作已经在村民自救下基本
结束。

“中午第一批救援食物也
送到了村里，我们也不用在废
墟里扒大米和土豆充饥了。”翟
汉斌说。

村卫生所救治199名伤员，看病不花钱
银屏村是龙头山镇下辖的

一个行政村。直至8月6日，因为
山体滑坡，通往银屏村的公路
依然难以畅通。当天上午，第一
批救灾生活物资开始向银屏村
输送，但运送物资的车辆只能
停在距离村子5公里左右的山
路上，需要官兵和村民徒步运
送。

没有外来食品救济，地震发
生以后，村民的生活成了难题。

“山多地少，村里多的是核
桃树和花椒树，土豆种得不多，
玉米种得也晚，扒开皮没有一
粒玉米粒。”银屏村汉谷地社村
民胡正军说，房屋在地震里成
了废墟，里面的粮食能扒出来
的不多，村民吃口饭挺难。

幸运的是，村里的商店并
没有在地震中垮塌，商店里还
有一些地震前购买的大米没有
售完。

“村里买下了所有的大米，
集中做饭提供给村民，离村稍远
社的村民也能到这里领米吃，和
烧的土豆一起能吃半饱。”村民
谭绍勇说，有了这些米，村民在
地震后的三天里都有了饭吃。

由于地震，村里几个社建
起来的饮用水水窖也遭到破
坏。为了生存，村民们步行2公
里的山路外出背水，一个人一
次背50斤水，3个人背的水足够

200多名村民使用半天。
银屏村的幸运不仅限于食

物。地震发生前，村卫生所正好
买进了10000多元的药品。地震
后，卫生所救治了199名伤者，村
里早早作出决定，“看病不花
钱”。

“能有这些资源是幸运的，
主要还是村里作出的决定好。”
一名村民称，但是村里的救灾资
源本就不多，“再会过也不行”。

80岁老人获救后再次面临生命危险
80岁的丁长兰（音）是银屏

村下辖的雷家坪社村民，地震
发生当天，她被村民从倒塌的
房屋里救出。除了腰部和腿部
的两处外伤，老人身上并没有
其他伤痕。

然而三天后，这位侥幸逃
生的老人再次面临意料之外的
生命危险。

“她三天没吃饭，也没喝一
口水，人躺着不能动弹了。”老
人的老伴陈新学说，村民和家
人救出这位老人后，都以为“没

事了”，然而，大难不死的老人
却不再吃饭，连水都喝不进去。

没有严重外伤，加上雷家
坪社前往银屏村的山路在滑坡
中被封，村民也未曾想到要送
这位老人就医。

老人44岁的大儿子陈立贵
说，自救后，村民“各有各的忙
法”，或者为了吃的喝的，或者
是为了让搭建的帐篷住起来更
舒服点，人们设法让自己的生
活更好地继续。

让人欣慰的是，6日15点，

送来生活物资的志愿者发现了
老人，并将其送至龙头山镇就
医。

“我们在给村民送食品时
看到了这位老人，她看起来很
不好，三天不吃不喝换谁也受
不了。”6日，18名志愿者临时组
成的志愿团队的队长欧明政
说，老人看起来已经“生命垂
危”。

志愿者用门板抬上老人在
碎石遍布的崎岖山路上坎坷前
行，到达龙头山镇通往银屏村

的公路后，拦下一辆摩托车前
往村里寻找医疗队。

当天17点，老人在进行完
简单护理后被救援队员和志愿
者抬上担架，走了5公里后送上
了在外等候的车辆，将老人送
至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

“她肯定是被吓着了，村民
又没有心理治疗方面的经验。”
欧明政说，村民还停留在救助
身体和生命方面，自救不够专
业，缺少精神安慰，以致老人的
病情进展至危及生命。

聊城蓝天救援队：

赶往震中光明村
运送物资

新泰：

60万元医用材料
明天就运往灾区

潍坊：

残疾低保户
为灾区捐千元

不管谁家有菜或粮食都自愿
拿出来,村民在安置点吃“大锅饭”。

本报特派记者 戴伟 摄

山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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