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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昔日救援路
回忆一幕幕映入脑海

“昨天刚回到济宁，你不
知道现在的安县(今安州区)
建得有多漂亮，百姓们都住上
了三四层的新楼房，驻扎地木
板搭建的农家乐也盖成了4层
砖混结构的小楼……”9日，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济宁
市公安消防支队见到了31岁
的邓运力。他是当年济宁50名
消防抗震救援战士中的一员。
谈起这次的重走救援路之旅，
他言语中不时流露出喜悦与
兴奋。

“当年的吊桥、两座山之
间排水的小水坝都在，只是再
也找不到那条疏散群众的崎
岖山路了，这十年间，那里的
变化实在太大了。”邓运力告
诉记者，安县与映秀仅一山之
隔，同样属于重灾区。当时他
们驻扎在安县小坝镇，任务是
疏散23公里外茶坪乡(现茶坪
镇)数千名群众安全撤离。由
于地震造成的地壳运动使茶
坪乡两旁的两座山合在了一
起，不少灾民被困在了里面，
而小坝镇通往茶坪乡唯一的
一条山路也在地震中尽毁。在
应对余震的同时，还得把被困
群众平安救出难度可想而知。

“登了7个小时的山，才爬
上了三分之一的高度，那绝对

是一次对体力与耐力的双重
考验。”邓运力说，那时自己和
其他5名战友是这支营救队伍
中的开路小分队，负责在前方
固定绳索开辟道路。由于山体
垮塌后已无路可行，他们必须
将绳索固定在树上，做出“扶
手”，再用工兵铲做出简易的
台阶方便被困人员撤离。由于
当地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所
以被困人员中大部分为“老弱
病小残”。面对不时袭来的余
震，为了尽快撤离，他们几十
个人只能抱着小的，抬着伤
的，扶着老的蹒跚前行。在行
进的途中，也留下了不少感人
的瞬间。

山体垮塌水源也受到了
污染，被困山中多日的百姓见
到救援队伍时，已是饥渴难
耐。“执行任务前，计划每位战
士每天有三瓶水、三包方便面
的配额，但我们知道这几天交
通不便，身上带的水粮肯定是
不够的，只有在很渴时才会喝
上几口。”邓运力说，看到正被
饥渴所困的灾民，他和身边的
很多战友都默默将粮食和水
分给老人、孩子以及受伤的灾
民。“后来我们大多人身上只
留了一瓶水，也只是在饥渴难
耐的时候拿出来抿上一小
口。”他笑称，11天的救援任务
结束后，战友权其凯接过工作
人员递上的牛奶时， 饥渴交
加下，竟然一口气喝干了一桶

3升装的牛奶。

故地巧遇伤员老魏
如今已儿孙绕膝

9日下午，记者来在济宁
市公安消防支队太白湖大队，
见到了同样刚从四川归来的
梁开仲。他坦言这次重回安县
最开心的是遇到了两位曾经
营救过的故人，最重要的是他
们如今生活得都非常幸福。

“那天见到老魏时，他一
眼就认出了我们，紧紧握着我
的双手激动地都有些颤抖。”
梁开仲介绍，老魏是十年前他
和战友们苦战了11个日夜从
茶坪乡营救出来的近3000名
被困群众中的一员。当时老魏
的腿受伤了，好在伤的不重还
可以自己行走，但他的朋友却
因肋骨骨折动弹不得。最终是
梁开仲等人用当地的竹子做
成了担架四人一组踏着泥泞
的道路，冒着山体滑坡的危险
将其抬下了山。正是经历了这
段生与死的考验，让他们结下
了不解之缘。

“老魏现在都当爷爷了，
那会儿他的大儿子还没娶媳
妇呢！”梁开仲开心地告诉记
者，这次他们还被老魏热情地
拉到了家里。这才得知老魏家
原本所住的村庄已经迁到了
十多公里外的另一处村庄，改
名为同心村。在这里一幢幢四
五层的小楼拔地而起，不仅周
边绿化好，交通也非常便利。
如今最令老魏自豪的是自己6
岁的小孙子，他指着新居内一
整墙花花绿绿的奖状颇为骄
傲地告诉梁开仲他们，这都是
他孙子获得的，自己的生活也
重新燃起了希望。

“那时，在我们感觉无依
无靠的时候，突然就有了依
靠。”老魏悄悄告诉梁开仲，无
论是救援还是灾后重建，他和
劫后余生的村民们都深刻感
受到了来自党和人民的温暖。
因此，自己震后也积极申请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成为
了党小组组长，带领村民们承
包经济林共同致富。未来，他
要和村民们一起共同努力，将
重创后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

好。
除了巧遇老魏，梁开仲还

遇到了驻扎地小坝镇开农家
乐的一位大姐。原来农家乐是
两层的竹木结构的小楼，如今
眼看砖混结构的四层小楼即
将封顶。“没有你们就没有我
们的今天。”这位大姐对梁开
仲说，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每
当看到橘红色，心里总会莫名
升起一抹温暖。大姐说，自己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在崎岖
的山道上，一个个十八九岁稚
气未脱的年轻战士怀抱哭喊
着找妈妈的孩子。为了安抚小
家伙们的情绪，小伙们还不时
轻拍着有些受惊吓的小身躯，
满满都是爱。

在即将离开时，大姐专门
留下了战士们的联系方式，说
今后安县有喜事会第一时间
给恩人们报喜。梁开仲说，在
和老魏和大姐交流后自己发
现，他们是有回忆的，但并没
有沉浸在那段悲伤的记忆中，
而是积极投身到了再建家园
的行动中，自己也被他们的坚
强和百折不饶的勇气所深深
的感动着。

残垣废墟变成公园
共同植下平安树

与邓运力和梁开仲不同，
济宁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王
坤亮十年前参与救援的是汶
川映秀镇，这个全国人民都
熟知的重灾区。在连续救援
的近30个小时里，他所带领
的小队，在垮塌的楼板下，成
功救援出了2个年轻的生命。
10上午，记者在济宁市任城
区五里屯一处地震救援演练
现场见到王坤亮。作为本次
演练的总指挥，他正有条不
紊地指挥着战士们开展模拟
营救，口中强调最多的则是

“安全”两字。
“现在那片废墟已经变成

一个大公园，非常的漂亮。”演
练后在与王坤亮的交谈中记
者了解到，这次重返映秀时，
他不仅被映秀如今的变化所
深深震撼到了，也有幸见到了
那场地震中曾和他们一起并
肩救人的幸存者，并与之携手

植下了一棵象征富贵平安的
桂花树作为纪念。“说起来真
巧，我还见到了老杨。”说话间
他眼中不禁露出了赞赏的神
情。

“震后72小时是黄金救援
期，我们赶到时已经是15日的
中午了，眼看时间紧迫一秒钟
也不敢耽误啊！”王坤亮回忆
道，当时他负责救援的是映秀
发电总厂的一处宿舍楼，里面
还有两名幸存者被困。由于现
场缺少大型机械，救援中有很
多不便。这时，老杨开着自己
的吊车出现了。“后来我才知
道，在那场地震中，老杨刚刚
失去了自己的妻子。”王坤亮
说，在大灾面前，很多人都急
着逃离这片余震不断的区域，
而他却来不及处理妻子的后
事就开着吊车和战士们一起
救人，并且胡子邋遢不管不顾
的一直连续工作了六七天。他
说，如今的老杨在映秀开了个
震中饭店，吃饭、住宿于一体，
临来时还塞给自己了一张名
片。

说起被困人员的解救，王
坤亮说那就是一场生死时速
的较量。至今他还清楚的记得
被救的两人一个叫王倩、一个
叫周荣。“王倩二十多岁，周荣
也就三十多，两个人都被困在
建筑的底层。”王坤亮说，王倩
和周荣都是发电厂的职工，均
被埋在一层，他们需要打通五
层楼板才能把她们救出。而且
地震倒塌有别于我们常见的
建筑物倒塌，各种结构错综复
杂，稍不留意就有可能危及被
困人员的生命。同时震后余震
不断，很容易造成建筑物滑
塌，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另一方面，被困人员由于
长时间缺水断粮，生命体征也
比较微弱。为了顺利将两人救
出，他们首先花了6小时在两
人附近打通了一条侧道，为两
人供上了牛奶及食物。最终，
王倩于震后94个小时被成功
救出，周荣也随即被救出。

这两位被困人员刚被救
出，一波余震袭来，之前的救
援通道很快就被掩埋了。他说
能把两个年轻女士救出来，现
在想想都觉得庆幸。

济宁消防支队5名抗震官兵重返5·12震区

十十年年，，再再见见故故人人为为他他们们骄骄傲傲

“昔日的残垣断壁处

一座座小楼拔地而起，曾

经痛失家园的绝望伤者

如今已挥别阴霾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喜悦……”5

月4日，在5·12十周年前

夕，济宁消防支队五位参

加过5·12抗震救援行动

的官兵，利用三天时间重

返汶川、北川、安州区等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回

忆往昔、巧遇故人的同

时，他们也见证了震区重

建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报记者 李蕊 通
讯员 梁宁

时隔十年，五名消防官兵重返汶川。

昔日救援路艰辛却充满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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