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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亲亲急急需需疫疫苗苗，，女女儿儿千千里里送送药药
震时在外的人们肩扛手提食品药品徒步往家赶

震中龙头山镇，房屋倒塌
面积超过1/3，搜救工作也一直
在紧张进行中。4日上午9时40

分，陆军第14集团军工兵团战
士开展搜救，在一处废墟下，村
民称这里可能还埋有被困群
众。救援战士眼前的废墟原本
是一座两层楼房，因为地震导
致山上一块八方大小的巨石滚
落，两层楼房被碾成碎片。

带着搜救犬，官兵们开始
紧张搜救。因为条件限制，专业
救援器材施展不开，救援队员
们只能用简单的工具挖掘。本
是医务兵的女兵邱泽敏，搁下
药箱，跟男兵一起参与救援，并
通过话语和砸敲倒塌的木材等
意图唤醒被困人员，但一直没
有回应。

中午12时15分，一具蜷缩
的遗体被发现，地震前居住在
这栋小楼中的居民沈亮星潸然
泪下，随后的搜救中，另外三名
遇难者遗体被发现，他们中，最
大的23岁，是沈亮星的老婆，最
小的仅有三岁，是他的儿子，其
他两人是妻子的妹妹。地震发
生当天，沈亮星外出拉沙子，回
来后家已成废墟，他从幸存村
民那里得知，地震前妻子姊妹
三人外出采摘花椒刚刚回家，
喘口气的工夫，地震发生了。

5日上午，青岛红十字蓝天
救援队的队员们在龙头山镇龙
泉社区几个埋压点展开搜救工
作。截至下午3点，已有4名遇难
者遗体被从废墟中抬出，搜救
现场，幸存村民扯起床单为救
援队员遮阳。

妻儿采花椒

刚回家就遇难

震中，鲁甸县龙头山镇。因为突发的地震，这个小小的山城一夜之间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
自4日晚间至5日，通往这里的道路上，车辆难行人流不断。救援队伍、志愿者，漂泊在外的老乡、学生，都缓慢但持续地行进

在回家的路上。千里还乡的大学生带着给父亲治病的疫苗，年轻的打工者背负着大包的生活物品……牵挂，思念，前行行，这里
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愿望，想快点到达那个被地震破坏的地方。

震中龙头山镇位于昭通市鲁甸
县西30公里处，通往这里的道路多
处塌方，8月5日 ,尽管实行交通管
控,但接近龙头山镇的10余公里道
路依然拥堵。受此制约，镇里的食
品、药物等救援物资依然紧缺。

“地震发生到现在，我只喝了8
碗稀饭。”汪坝村村民李杰说。地震
时他住在龙头山镇老街上。此刻，他
正带着两幼女默默走在回家的路
上，随身背篓里放着一箱方便面、3
瓶水，这是父女三人一整天的口粮。

位置偏远的村庄食品匮乏更为
严重，龙头山镇龙泉村郑家坪社

（队）有着58户居民。5日上午10点，30
岁的村民左吉富告诉记者“我们社一
共发了25件（箱）方便面、2件面包、10
件水。“这是他们社第一次领取生活
物资，这些也是全社居民一天的口
粮，平均到每个村民，每人一顿饭还
分不到一盒方便面。“分配物资的人
说，这些都是几小时前连夜送来的，
现在道路又被塌方中断，只能这样
发。”左吉富说。村民们优先分给伤
员、老人和孩子，青壮年分到的就吃
点，分不到的就自发去山上找玉米、
挖土豆，“虽然还没到成熟季节，但煮
熟了也可以充饥。”左吉富说他们昨
天就是靠吃玉米和土豆度过的。

“地震那晚下雨我们只能给孩
子撑起一把雨伞，结果大人孩子都
湿透了。”地震破坏了村里绝大部分
房屋，村民只能在几根竹竿上搭塑
料布遮雨挡风。村民们对帐篷、棉被
等物资的渴望超过了食品，左吉富
说：“缺少帐篷，我们58户只有一顶
帐篷，十多个人在里面挤。”

药品供应也同样不能满足治疗
需要。地震后，龙头山中心卫生院医
生组成一个治疗点，专门为轻伤员
简单处理包扎。一医生说，现在他们
所使用的药品都是从废墟中刨出来
的，但伤员不断增加，相对来说药品
缺乏严重。据悉，昭通监控中心准备
了一批防疫药物，也苦于道路不通，
最终只能让村民用单车带进灾区。

救援物资匮乏

挖土豆掰玉米充饥

本报特派记者 田宇 王兴飞

塌方堵路，不少人弃车徒步数十公里

“地震后家里电话一直
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了还
听不到声音。”张志强是龙头
山镇翠屏村村民，地震时，他
和妻子带着孩子在昆明打
工，留下母亲和岳母看家。

“我岳母身体不好，还有
些痴呆，幸运的是我们后来
得知两位老人都还活着。”张
志强说，他们立即踏上了回
家的路，驾驶着的小车上装
了满满一车食品。“4日晚上
通电话说家里已经没有吃的
了。”他们想把这一车食品抓
紧送到亲人面前。

可由于路段多处塌方，他
们行驶到村庄所属的小寨镇
就被拦了下来。在车上苦熬三
个小时后，张志强夫妇合计了
一下，决定抛下车辆带部分食
品徒步回家。5日凌晨5点多，夫
妻俩肩扛手拎着成箱的方便
面和面包等物品徒步踏上回
家的最后一段路，为了多带些
食物，他们没带一瓶水。

上路后他们发现，这条
路上不乏同行者，他们或背
或扛或挑或拉，每人都带着
大量生活用品，一步步行走
在回家的路上。“人数和春节

返乡差不多吧，不同的是以
前是喜气洋洋，现在是心情
沉重。”张志强说，和全国其
他村庄一样，这里的青年人
也外出务工。

路上，张志强听到了一
个坏消息，妻子二哥一家4人
在地震中死亡。

“县城有很多车，但交警
说前面桥塌了不能通行，反正
坐车回家没指望，徒步回家远
点，但心里还好受些。”一名背
负着满满一编织袋食品的年
轻人说，家乡已经受难，但他
们希望快些回到那里去。

女儿求得一支疫苗，还带来了医疗队

22岁的封月波是云南玉溪
市师范学院一名大四毕业生，
老家就在震中龙头山镇，如果
没有地震，此刻的她应该正忙
着找工作、写论文。对家人的挂
念让她放下了这一切，地震发
生当晚就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随身的行李中还有治疗破伤风
的疫苗，这是她特别珍视的。

封月波老家在龙头山镇龙
泉村，在龙泉中学的后面，以前
是栋美丽的多层砖木建筑，可
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坐上

火车之前，封月波听到了一个
坏消息：父亲在已成废墟的家
中寻找生活用品时，不慎踩中
倒塌木梁，反转的木梁砸中了
他，两个长长的钉子刺入右腿，
由于缺少药品的消毒处理，他
的伤口恶化发炎感染，急需一
支破伤风疫苗。无情的地震让
疫苗成了稀罕物，这个消息让
封月波坐立不安。

到鲁甸县城时已经是晚上
9点，封月波走遍了鲁甸县所有
的医院，寻找破伤风疫苗，“我

求他们给我一支药，我可以拿
出身上所有的钱。”最后，一家
医院在了解到封月波的情况
后，答应派救护车和志愿者，跟
随她到灾区。

“灾区缺少医疗卫生保障，
受伤了得不到救治，没有药只
能忍。”封月波说，她和医院医护
人员乘坐的车也曾被堵在长长
的车辆大军里，直到前方坍塌
道路在抢修中恢复，4日凌晨4点
多，帐篷里的父亲终于用上了
药，封月波的心里敞亮了很多。

村里40多口人遇难，八成是孩子

龙头山镇营盘村是个有
4000多人、二十多个社（以前生
产队俗称）的大村庄，由于居住
在龙头山镇三公里外的群山
里，受滑坡和道路坍塌影响，震
后救援队伍很长一段时间里难
以进入，村民们徒手自救。

村民朱明君是退伍军人，
地震后他和本社村民在废墟中
徒手救出十多名村民。“我们社

里村民受伤的有很多。”朱明君
说，龙头山镇盛产花椒，这段时
间正赶上花椒收获季节，大人
们大都在山上采花椒，老人也
在户外摊晒花椒，只有一些孩
子留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学习。

“在山上干活不比平地干
活，我们都不想孩子受这份
罪。”朱明君说，正是这一爱护
孩子的想法，致使不少孩子遭

了灾。“我们营盘村在地震中一
共死亡了40多口人，有八成以
上是未成年的孩子。”朱明君
说，这些孩子大的还在上初中，
小的则还在嗷嗷待哺。

八宝村的小学教师朱兴琴
说，她已经得知自己所在小学
有七名小学生遇难。“死者中儿
童占很大一部分，这是事实。”
朱兴琴说。

5日，在前往龙头山镇的路上，外出打工的人们纷纷往家赶。 本报特派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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