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亘在这个重组家庭面前的最

大难题， 似乎并不是融合的问题，

而是迫在眉睫的生活出路。

现在， 母琼贤为了照顾两个读

书的女儿，专门在家做饭。而邱大海

因为没有技术， 就只能给人家打零

工，到山上扛木头什么的，60元/天，

还经常没事可做。

这种担忧在朱云会的心中更

为强烈。 老人家今年60岁， 今年3

月，她到工地上做小工，帮忙搬搬

砖，30元/天，可没做几天，鼻炎犯

了，风湿也疼得厉害，就回板房了，

而她65岁的老公还在工地上做事。

“人家嫌弃我们年纪大， 手脚慢。”

老人家一直怀念以前的生活：那时

住在山上，每年喂四头猪，种点玉

米，凑合着也有几千元收入。

母琼贤透露，她已和丈夫邱大

海商量好， 等生活稍微稳定一点，

他们就出去打工，到长沙、到广州

都可以，苦点累点都无所谓。“天天

呆在板房，头都是晕的，出去打工

至少也有条活路。”母琼贤说。

在洗涮的空隙，邱大海告诉记

者，尽管两人现在结婚了，可经济

上还是彼此独立的。“毕竟时间还

短，彼此还需要磨合。”他说，慢慢

地，钱肯定会合到一起的。

而对于小女儿朱红的热情和

大女儿朱利的冷漠，邱大海倒是很

看得开：“结婚四天了，她们还是叫

我叔叔。小孩子嘛，只要我对她们

好，她们慢慢也会对我好的。”邱大

海丝毫未和记者提及自己的失亲

之痛，但他告诉记者，要是有可能

的话，他也希望能再生一个。

他也对记者表示，对于母琼贤

原来的公公婆婆， 他也会像对自己

的父母一样对待。而对于两个女儿，

只要她们会读书， 他再苦再累也会

供她们。“都是地震中活下来的，不

容易。”说到这里，邱大海似乎想起

了离去的妻儿，脸色黯淡了下来。

“他人还不错， 我自己带着两

孩子两老人，彼此也只能将就着过

吧。”谈及两个家庭的融合，母琼贤

伤痛中带着冷静。

“现在的爸爸对我们也好，给

我们买了新衣服。” 在任家坪板房

17区的405号板房内， 母琼贤的小

女儿朱红快言快语。

近午， 邱大海从山上归来，母

琼贤也开始为一家人准备午饭。她

忙着涮锅， 邱大海就赶紧洗菜。朱

红似乎跟新爸爸感情比较好，当邱

大海切好土豆丝时，朱红赶紧端来

了一个盘子。

不多久，一桌子饭菜就准备好

了，邱大海走到隔壁，跟母琼贤前

夫的妈妈朱云会打着招呼。老人家

犹豫了一下，走了过来。饭桌上，邱

大海不停地给老人和两个女儿夹

着菜，不时有些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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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孤儿群体

姑侄间上演

“战争与和平”

■特派记者 邹丽娜

5月7日，雨，四川省绵竹市汉

旺镇牛鼻村二组。

13岁的杨堃正艰难地踏着自

行车回家。上完一个坡，再过一段平

路，就是杨堃的新家了。

这个新家，确切地说，是杨堃姑

妈杨广琴家的新家。地震中，杨堃的

妈妈被倒塌的围墙砸中，不幸遇难。

当天开车上山的爸爸，迄今仍没找

到尸体，小杨堃因此成了孤儿。

“我也希望他被领养”

来自四川省民政厅的统计数据

显示，5·12地震中共有630名孤儿。

在这个群体中， 除了12名被领养

外，其他的大都如杨堃一样，和亲属

们生活着。

“他不愿意被领养。” 杨广琴告

诉记者。一对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教

师夫妇曾提出领养杨堃，杨堃跟着

他们去了。两天后，他又回来了。

“我姐姐（杨堃的大姑妈）家庭

情况更不好， 他就一直住我家，我

能怎么办呢？”杨广琴说，当时，她唯

一的儿子也曾反对留下杨堃，可她

也实在是硬不下心肠来。

“如果还有人愿意领养，他也

愿意去， 我也希望他被领养。”说

到这里， 杨广琴的眼睛里闪动着

泪花。

“不敢打也不敢骂”

“自己的孩子，爱打就打爱骂就

骂，可他，我不敢打也不敢骂啊！”在

杨广琴的记忆中：去年年底，绵竹市

民政局给辖区孤儿每人发放了

1200元救助金， 杨堃拿回家后，就

嚷着要买自行车和玩具，杨广琴不

同意。“晚上，我丈夫就回来了，打了

他。”倔强的杨堃顶撞着姑父：你凭

什么打我？

之后， 做姑姑的也学乖了。一

次，杨堃逃学，杨广琴直接找来村干

部调解。 村干部斥责杨堃说：“你还

不听你姑姑的话，你想怎么样呢？”

那一次，杨堃低下头来，后来就懂事

多了。

长大后让姑姑过好日子

“我也不想和她吵架，只是有时

候觉得很气愤，吵完后又总觉得很

后悔， 现在就姑姑和我最亲了。”直

到带着记者走进自己的房子，杨堃

才说出心里话。

“我很喜欢玩CS和穿越火线。”

说到游戏，杨堃眼前一亮。说起游

戏，还衍生了姑侄间进一步的“和

平”： 杨广琴怕内向的侄子憋坏

了，也就允许他一星期玩几次；而

杨堃再不用偷偷摸摸玩游戏后，

也理解了姑姑的苦衷，从来没有沉

迷过游戏。

而自从读懂姑姑后， 杨堃为了

省钱，已不住校了，每天骑车来回，

一个来回将近30里。“我会好好读

书的， 长大后就让姑姑过上好日

子。”杨堃说。

天灾中他和她都失去了自己的一半，灾后，两个一半走到了一起

再见，往事！你好，家庭

■特派记者 邹丽娜

“以前，老想着攒钱，根本就舍

不得吃舍不得花。 现在想开了，这

人呐， 珍惜生活就得善待自己。”5

月2日，在四川朴头乡小学，学校李

老师和记者说起去年的一次旅游

时仍兴致勃勃。他告诉记者，现在

朋友中存钱的人都少了，毕竟活下

来都不容易，大家都不想对自己太

刻薄。

在地震中， 李老师的房子、家

人都没事。 可触目所及倒塌的房

子、 淋漓的鲜血都让他触动极大。

去年底，他就带领老婆、孩子去西

双版纳旅游了一趟。“花了一万多

块钱，是我一年的工资，可我觉得

值！”5月2日， 他翻出照片时感慨：

以前儿子一直嚷着去西双版纳，我

舍不得， 幸好儿子在地震中没事，

不然我会遗憾一辈子了。他告诉记

者，有机会他还会出去四处看看。

“以前绵竹奔驰车并不多，这

一年新奔驰至少多了十辆。”5月5

日，在绵竹市，的哥黄文指着擦身

而过的奔驰感慨：大家都不太想存

钱，还是活着享受实在一些。

“不再想起攒钱，珍惜生活是善待自己”

“奔驰”急增，消费巨变

5月4日,北川任家坪板房区,邱大海和母琼贤正准备补拍结婚照,调皮的

小女儿朱红不时的从帘子后面钻出来捣乱, 调皮的神态惹得夫妻俩高兴不

已。2008年5月12日，邱大海的妻子和母琼贤的丈夫都在地震中离去,今年的

五一前夕,他们重新组合在一起。母琼贤的两个女儿朱利和朱红慢慢地认可

了这个新爸爸 特派记者 杨抒怀 摄

■特派记者 邹丽娜

母琼贤结婚了。 见到母琼贤

时， 她正在北川县任家坪板房区2

区的609室内忙着擦拭桌椅。 一个

鲜红的“ ”字醒目地贴在窗户上。

“这是我丈夫家， 我家在17区

呢。”说起这个，36岁的母琼贤脸上

掠过一丝少女般的羞涩。4天前，她

和35岁的邱大海结婚，母琼贤带着

两个女儿、前夫的父母，和孤身一

人的邱大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喜喜

母琼贤是北川县东溪沟村人，

地震中，丈夫遇难。邱大海则是该

县朝山沟村人，地震中，父母妻儿

都不幸遇难，剩下他一人。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见

过几次面，彼此感觉都还行，就凑

合着过吧。” 母琼贤回忆， 尽管如

此，两人商量结婚时，还是感觉有

点“害羞”，所以没有参加县政府4

月26日组织的集体婚礼， 而是在4

月30日悄悄领了证书。

“没搞什么仪式， 就是在两家

的窗户上贴个‘ ’字，约了几个亲

戚朋友吃了顿饭， 算是结婚了，毕

竟大家条件都不好，都要把日子过

下去。”母琼贤说。

喜喜

□震后心情

大家都要把日子过下去

相互尊重，相互扶持

希望能再生一个最好

稍稳定点就出去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