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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迷彩服，挺拔的身姿，如果不了解
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搬运救灾物资的胡
金龙是一名士兵。实际上，曾为中校军官的
他，几年前已转业到淄博民政系统。昭通
6 . 5级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从淄博辗转
来到龙头山镇，做起了一名螺丝钉式的志
愿者。

“我当了22年的兵，现在又在民政系统工
作，到了灾区怎么也能有用着我的地方。”4

日，正在休假的退伍军人胡金龙就坐不住
了。胡金龙今年42岁，17岁入伍，39岁转业。这
次前来灾区，是下了飞机后才和家人说的。

当时飞往云南的机票已经售罄，他辗
转前往成都，又从成都转机昆明，从昆明飞
到昭通，随后步行赶往受灾最严重的龙头
山镇。单程的三张机票用掉了他一个月的
工资。

由于胡金龙有着部队后勤和民政部门
的工作经验，指挥部决定让他带领志愿者在
龙泉村骡马口社的物资集散中心接收和发
放救援物资。

“退伍哥，有一个社的几户人家来领救
援物资。”7日上午11时，一位志愿者喊道，
这个“退伍哥”正是胡金龙。

“虽然没来过灾区，但是我知道在这里
没有什么比秩序更重要了。”胡金龙说，由
于救援物资是统一发放到村下面的社长手
中的，群众自发来领是不能提供的。“老乡，
要是单独给了你们，秩序就乱了。你们要是
饿了，就先到旁边的供应点吃点饭，等下午
社长来了，物资再一块背走。”胡金龙赶紧
解释。

这样的场景从5日他来到灾区后不知道
出现了多少次，6日一天他同志愿者一道接收
了上百吨救援物。胡金龙的感受是：“在灾区，
拒绝是残酷的，但也是必须的。”7日中午12点，
救灾物品一车车到达，临时划分的存放区域
显然不够用了，胡金龙只好再去寻找一块空
地。这时他发现一辆运输车停在物资山旁不
走了，他猜测司机肯定遇到麻烦了。

原来这辆货车柴油用尽了，司机到处找
人借柴油，但地震之后资源短缺，柴油也就成
了紧缺货。这时胡金龙想到了驻扎在集散点
旁的成都军区联勤部22分部，在他的协调下，
部队慷慨拿出了仅剩的15L柴油。

鲁甸县纪委干部郑华远也在骡马口物
资转运中心负责协调物资。他说，“刚开始
我们只有四名专门协调的，车多物资多忙
得团团转，他来了后我们压力小了很多。物
资转运中心白天晚上都有大量车辆进入，
经常一忙就忙到凌晨。这几个晚上他都睡
得很少，最多一个晚上也只睡三个小时。”

山东“退伍哥”
一天只睡仨小时

人物侧记

“规定10日这里的帐篷都得挪走，各
志愿者队伍将在外面选地方安设帐篷。”
中国狮子联合会一志愿者说，腾空的学
校场地将被用来搭建临时板房。但8日当
天记者在现场看到，龙头山镇中心小学
校园里面搭建的帐篷并没有减少。

“这些板房是为了给开学的学生
准备的临时教室，新教学楼也会在这
里重建。”这名志愿者称。问起这所将

要动工的抗震希望小学，该志愿者表
示学校建设资金已由青基会提供。

县政府派驻银屏村一抗震救灾督
导官员称，学校楼房已成危楼，县政府
在想办法。据了解，此次地震共造成乡
村中小学校教学楼及学校用房受损
218所，危房18608平方米。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1 . 4亿元。

“学校重建已开始考虑，镇上的小

学重建已提上日程。”鲁甸县政府一负
责人称，由于现有道路资源还只能保
障救援物资输送，建筑材料还难以立
即运送，但小学重建已在运筹。“建设
小学需要不少时间，9月开学，除了镇
小学，学生会根据当地情况入学，有条
件的可暂时盖一些活动板房当校舍，
实在不行对学生分流，可能到城里的
学校读书，也可能到就近其他县城。”

3 灾区学校可能原址重建

因为地震，龙头山镇的多所学校都
严重受损，新学期能否顺利开始成为灾
区学童和家长们非常关心的话题。

6日下午，位于龙头山镇的中心小学
残破的校门前挂上了红色横幅“抗震希
望小学建设工地”。校门里面，是已垮塌
的教学楼主楼。

“我不知道开学是不是还能在这里
上学，我们班有人永远都不可能上学
了。”11岁的张礼琴住在小学南侧的灾民

帐篷区，地震发生前，她就在这所学校就
读四年级。在帐篷里度过的这几天里，她
几乎每天都要到学校门口看一看。“我的
教室在垮掉的那半个教学楼里。”

地震中，震区银屏村小学里仅有的
两栋三层教学楼成为危楼，当地村民甚
至不愿意靠近楼房10米以内。“看看一楼
那些大窟窿，搞不好哪次余震就倒了。”

一名小女孩在母亲陪伴下驻足观
望。“我上五年级，我们班的李慧彩(音)、

白发菊(音)都不在了，还有一个受伤的，
他叫王兴华(音)，还问我学校怎么样
了。”12岁的熊天敏头上包裹着白纱布。
地震中，她的头部被房梁打中，幸好母亲
胡正彩将她救出。

“我来学校这边的村委会领食物，她
一定要跟来，来了老大一会不说话。”胡
正彩摇着头说，女儿成绩不错，这几天念
叨最多的就是学校和同学。“孩子很想上
学，不知道9月份还能不能上。”

2 倒塌的教学楼前，女孩沉默很久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
浪……”8日上午，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
村灰街子社安置点里，在震后第一次传
出歌声。10多位孩子围成圆圈，中间站着
一名六七岁左右的女孩正在唱歌。

“虽然地震中大家都不同程度地
受到了损失，但大家都很坚强，现在就

要把悲伤暂时收一下，把它放进心中
保险箱。”原来，武警云南省总队医院
的心理咨询科医生周晓斌，正带领大
家做心理减压。

在周医生的引导下，大家分享自己
曾经做过的最骄傲的事。互动环节，输者
要表演节目，歌声正是由此而来。

周晓斌说，针对灾区青少年儿童
的心理咨询从8日开始，前几天工作主
要以救援为主，等群众的生活稳定后
才能开始心理干预。他们主要做的是
情绪稳定化的工作，然后发掘群众自
身力量，调动自身资源帮助自己。“围
成一个圆，给大家带来安全感。”

1 手拉手做游戏，一起止住悲伤

安安置置点点传传来来女女娃娃歌歌声声
震区心理干预和学校重建正在逐步落实

“退伍哥”负责分发物资，有时要劝说
分散前来的乡亲们不要独自领物资。

震中鲁甸县龙头山镇有多所中小学教学楼在震后成为危楼，而随着9月中小学开学日期日益临近，灾区学
生能否按期入学成为当地民众普遍关心的话题。鲁甸县政府部门相关人士表示，灾区学校重建已经提上日程。

武警云南省总队医院心理医生到安置点和居民做游戏，小女孩在医生的鼓励下唱起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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