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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了，孩子们过得好吗
烟台消防官兵的心中，始终惦记着汶川地震时救助过的孩子

大地震后，灾区老乡生活非
常困难。参加救援的军医杨平波
告诉记者，他们在自己供给紧张
的情况下，把食品、药品节省下
来，分发给附近的村民，发电机
拿来给当地百姓照明和充电。

2008年5月20日，烟台救援
队驻扎到黄羊村，村里的群众都
闻讯赶来，热情地帮战士们搬设
备。陈大娘看到战士们十分劳
累 ，就 把 震 后 家 里 唯 一 的 家
当——— 3只公鸡送给战士们补身
体。战士们送回去，她就再送回
来。来回3次后，战士们只好收下
了公鸡，悄悄把钱留在了陈大娘
的家里。

“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救
出双腿骨折的老人；曾撑着摇摇
晃晃的墙，在废墟里挖出去世的
老太太……”杨平波说，灾区群
众声泪俱下地感谢他们，称赞烟
台官兵就是他们的亲人。

本报记者 侯艳艳

从此在四川

多了一门“亲”

隔通讯员 刘明
隔记者 侯艳艳 报道

本报5月10日讯 随着5月12

日的临近，烟台消防支队的官兵
心中一天天越发“憋闷”起来。5年
前，烟台消防支队的50名官兵受
命赶往四川抗震救灾。那些孩子
们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他们
过得还好吗？”

绵阳市安县茶坪镇，一个安
宁的地方，直到2008年5月12日那
天，伤痛打破了这里的祥和。这里
到处是陡壁、悬崖和湍急的河流，
烟台救援队的50名消防官兵就是
受命赶到这里救援。

烟台消防支队办公室主任徐
明珠介绍，在风雨和余震中，烟台
救援队与死神交上了手。救援队
拼上了一切，因为在这场较量中，
所有人都输不起。救援中，烟台救
援队最终成功疏导遇险群众2400

多人，转移震区儿童12人，背出老
人25人。

“战士们脚上磨起了水泡，忍
着；手脚被划伤了，简单包扎后继
续救援。”参与了当时救灾工作的
莱山区消防大队大队长刘玉波
说，灾区群众缺少药物，他们就把
药物分给群众，孩子们顶不住总
吃方便面，战士们就把自带的饼

干送给孩子们。
8岁的女孩玲玲家中的平房

被震塌了，消防战士冒着墙壁坍
塌的危险，一点点抢救出她家里
的财物。战士们休息的空间，玲玲
给战士们唱起了她最喜欢的童
谣。

救援结束后，玲玲和几个伙
伴紧紧地抓着战士们的衣袖，不

肯放手。“当时几名孩子还给我们
送了鲜花。”消防战士吴忠告诉记
者，临走时，战士们纷纷记下孩子
们的联系方式，有的孩子是哭着
送走他们的。

尽管离开了灾区，救援队员
们时刻牵挂着灾区的孩子。吴忠
说，震后的一年时间内，他和几名
战友都与灾区群众保持着联系，

“孩子们听到我们打去的电话了，
抢着话筒和我们说话。”

这两年，震区重建，可能是当
时的群众手机换号了，吴忠与灾
区的孩子断了联系。

雅安地震后，吴忠再次主动
请命，时刻准备去灾区救援，没能
成行。“真的很想见见那些可爱的
孩子，不知道他们过得还好吗？”

隔记者 钟建军 报道

本报5月10日讯 5·12汶川
地震后，烟建集团以令人惊叹的

“烟台速度”出色完成了对川援
建项目。时隔5年，记者10日采访
了烟建集团原白坭乡援建项目
部经理王培建，说起在北川白坭
乡的故事，他常说，“结下的情割
不断，一生都忘不了。”

“知道我们喜欢吃水饺，喊
我们到一家村民家里吃。”王培
建笑着说，到家里才知道他们根
本没包水饺，因为他们不会包，
连白面都很少吃，“面和馅都已
准备好了，我们自己包的水饺。”

王培建回到烟台后，白坭乡
上的人经常托人给他捎来自酿
的白酒，隔一段时间他也会接到
白坭乡人打来的电话。“每次接
到电话，心里都暖暖的，他们都
记得我们。”王培建眼含泪水一
字字说。

北川人对山东人、对烟台
人，同样有割舍不断的情。“(我们
援建的)新楼、新学校建好后，当
地人都穿上最好、最漂亮的衣服
上街庆祝。”他说，以前他们那里

过年都没有这么隆重过。
他说，也许白坭乡人不知道

他叫王培建，但他们都知道、都
认识，有一个烟台的王经理，也
有人称呼他，烟台的王老头。

在北川，他还过了一次特别
的生日。不知谁放的风，白坭乡
人知道他生日后，准备为他过一
次生日。当地人送来了鞭炮、礼

花，办起了篝火晚会，热情的羌
族人为他跳起舞蹈。“我的生日
是阴历五月五，他们按阳历给我
过了，非常感动！”王培建说。记
者注意到，眼泪已在他眼眶里打
转，他扭头向窗外看了看。

王培建说，以后有机会，要
去一趟北川，再去一趟白坭乡，
重新好好走一走。

烟建集团援川的王培建———

北川知道烟台有个王老头

隔通讯员 正毅 曰雷
隔记者 宋佳 报道

本报5月10日讯 眨眼五年
过去了，那些曾经参加过汶川
救援的烟台人对汶川仍有不可
磨灭的情怀。1 0日，通过了解得
知，烟台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一位曾经参加汶川地震灾后防
疫的队员因当时救援，与当地
感情深厚，现已资助灾区一名
学生五年。

“早晨新闻联播中，还报道
陈家坝灾后重建的模样。”1 0日
上午 9点多，在烟台市疾病控制
预防中心公共卫生科，记者见
到了这位曾经援川的防疫队队
员丁尔良。他告诉记者，过去这
么多年了，对有关陈家坝的新
闻还会不自觉地去关注。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第 7天，
烟台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排除
丁尔良一行 1 2人组成防疫队奔
赴灾区。“初到灾区，水、电都没
有，吃了一个周的饼干、咸菜。”
丁尔良回忆说。

援川期间，防疫队被安排
在陈家坝附近一座废弃的学校
旁，由于地方方言听不懂，一名
小学生会说普通话帮助防疫队
工作，承担了“翻译”的角色。

“后来了解到，孩子家里父
母皆是残疾人，家境穷困，姐姐
还是靠当地一位县委书记资助
的。”丁尔良得知“小翻译”的家
庭后，决定资助小男孩及他的
家庭。

丁尔良的想法得到了妻子
张女士的认同，他说，现在 5 年
了，每年过年过节的总要寄点
钱、物过去。“‘小翻译’现在已
经有工作了，他的父母一直邀
请 我 们 去 看 看 ，说 当 地 的‘ 亲
友’都想他们了。”丁尔良说，原
打算今年过去看看，但是赶上
雅安地震，这事只能再说。

张女士日夜担心，担心丈
夫年龄大身体吃不消，终于半
个月后，丁尔良一行安全返程。
张女士仍记得与丈夫见面后，
丈夫说的那句话，“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烟台市疾控中心的丁尔良———

资助灾区儿童五年

隔通讯员 王婧
隔记者 宋佳 报道

本报5月10日讯 提起乡
土，每个人都有一种别样的情
怀。但是有这样一群人，故乡是
烟台，却与汶川有着不可割舍
的感情，毓璜顶医院急救中心
男护士宋明明就是其中一员，
他告诉记者，四川绵阳市漩坪
乡、白泥乡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2008年7月1日这个日子，是

毓璜顶医院急救中心男护士宋
明明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日子。

就是在这一天，宋明明一
行14名医护人员组织的医疗服
务队，进驻四川绵阳市漩坪乡、
白泥乡。当时为了进驻村子，他
们一行医护人员爬了9小时的
山才进了村子。

“与平原不同，那里的邻居
之间距离至少是三四百米，有
的邻居之间住宅的距离有一公
里。”宋明明说，每天的任务就

是需要爬山进到每家每户家
里，为他们讲防疫知识、健康查
体等工作。

“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足以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了。”宋明明说。

在2008年8月1日那天，医疗
服务队与驻地解放军准备离
开，灾民为了感谢他们，筹办了
一顿送别的“宴会”。“那天，为
了表达谢意，村民们几乎把村
里的鸡都杀光了。”宋明明说。

毓璜顶医院护士宋明明———

四川绵阳成第二故乡

烟台消防官兵与灾区儿童合影。 消防供图

王培建仍工作在第一线，身上穿着烟建集团的工作服。 记者
钟建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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