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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者】兄弟
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 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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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邹丽娜

31人，其中男性18名，女性13

名，都是20岁出头。从去年至今，

他们已经在灾区度过了将近一年

的时间。当一年快到头时，他们中

间的大部分人，选择了考公务员，

也有很多选择了续签。或去或留，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对记者说

“绝不遗憾曾来过这里。”

他们，只是18万灾区志愿者中普

通的一员，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

字———湖南志愿者。

湖南人与“兄弟连”
“好克木， 来帮帮忙！”4月30

日，当记者来到四川理县下孟乡时，

路边上，一个身着衬衫、体形微胖的

青年正大声地呼喊着同伴。 听到他

的呼唤， 两个身材瘦削的青年赶紧

赶过来， 帮着他一起推着一个老人

的水泥板车。

把水泥拖进老人的家， 帮着下

水泥，在墙边垒好，不到五分钟，三

人的身上都涂上了一块一块的脏

痕。在藏族老人连连的“吐尔西兰多

(藏语‘谢谢’)”声中，三人相视一笑，

又忙碌别的去了。

这个穿衬衫的青年， 名叫王发

文，来自于湖南。他的两名同伴好克

木和石凯，则分别来自新疆和山西。

三个人， 汉族的王发文和哈萨克族

的好克木、回族的石凯，是志愿者队

伍中小有名气的“兄弟连”。

同一天到来、同住在一起、同时

做着工作、 同时在闲暇时间帮助着

灾区群众， 也在这个时候同时选择

了续签，除了吃饭经常不在一起外，

他们时常是一个整体。“没办法，大

家分属三个民族， 饮食习惯合不

来。”王发文告诉记者。

志愿者救人成了本能
睡帐篷、过沼泽、翻雪山、吃野

果、 把灾民的女儿从余震中的房子

中背出来……5月9日， 通过网络，

志愿者李亮和记者说起他这一年的

经历时只有两个字：“值了！”

地震后， 刚刚从湖南师大毕业

的李亮放弃了正准备签约的一份工

作， 成为一名志愿者来到了四川理

县，在海拔2700多米的夹壁乡政府

工作。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统

计全乡所有房屋的受损情况， 虽然

全乡只有300多户人家，但很多都在

1000多米的山顶上， 手脚并用爬上

去，一天下来也只走了30多户人家，

鞋底破了，脚上全是水泡。

2008年8月5日， 李亮和往常

一样，正在乡下调研。突然，地动

山摇，地震了！他脑海里马上闪出

了这个词语。他告诉记者，当时他

吓得动都不敢动，片刻，才惊醒过

来，拔腿就往开阔的地方跑，可刚

跑没几分钟， 就看见村民泽朗甲

家的房子已经倾斜了。“快， 救我

女儿！”泽朗甲满脸是血地对他吼

着。他愣了一下，马上冲进了即将

倒塌的房子， 把残疾的女孩背了

出来。“出来后， 我才发现衣服都

湿透了，不是不怕，而是救人成了

本能。”

震区来的藏族姑娘报名参加“快乐女声”

“爸爸， 马上就到六一儿童

节了，你会回来陪我过吗？”面对

电话里女儿充满期待的要求，电

话这边的父亲满是无奈。 作为父

亲， 陪女儿过个儿童节这么简单

的要求都满足不了， 王国栋只能

沉默。

“干个四五年”
日历上重重的勾画着“2008年

7月31日”，这是王国栋到达湖南的

第一天，当初，匆匆离开家乡，只拿

了几件换洗衣服和这张照片，虽然

现在能经常跟女儿通电话，但为了

节省电话费，大部分的时间，王国

栋只能静静地望着女儿照片中灿

烂的笑容。

“我是主动报名要求来湖南工作

的，现在也没后悔。”就这样，王国栋

第一次远离家门来到湖南，经过一

个月的培训，成为了长丰猎豹星沙

基地的一名汽车装配工。除去每个

月仅有的一点生活费，王国栋将大

部分工资都寄回了家里，“我还是

想安心的在这里学点技术，干个四

五年，如果可能的话，以后把妻子

和女儿也接过来。”

“可以一起穿”
与王国栋家毗邻的上孟乡22

岁的藏族姑娘安红常常给大家带

来欢笑。“我刚到湖南时，只带了几

件单衣服，天气慢慢转凉，几个女

同事都把自己的毛衣、外套拿过来

说‘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一起

穿’，犹如亲姐妹。也经常有同事从

家里给她们带油、带菜。”说这话的

时候， 能明显看到安红微笑的脸庞

上泛湿的眼眶。

安红还笑着对记者说， 她已经

报名参加了今年的“快乐女声”。“我

希望当天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挑

战自己，也希望远在他乡的妈妈能

在电视上看到女儿灿烂的笑容和

勇气。只希望不要那么快被淘汰就

好啊，哈哈……”穿着特意从家乡

带来的藏族服装，活泼的安红爽朗

地笑着。

44个真苹果
见到师大附中高一理县班班主

任杨老师的时候，他手里正把玩着一

颗珠子串起来的红苹果，原来这是他

们班的学生上劳动技术课做了送给

他的礼物。

张桥和廖洪玲这两个分别来自

理县杂谷脑镇和朴头乡的姑娘，

腼腆地笑着说， 杨老师在收到苹

果礼物后， 高兴地给班上44个同

学每人买了一个苹果，"那天上午

考试完后， 学校组织我们去常德

玩，坐在车上，同学们都舍不得吃

手中的苹果，后来吃的时候，感觉

特别香。"张桥说，现在，这颗珠子

苹果每天静静地呆在杨老师的电

脑上，过往师生看到它，都会发出

会心的一笑。

■记者刘燕娟实习生曹真真

4月30日下午，四川理县下孟乡，王发文、石凯和好克木兄弟三人趁着休息时间，搭乘便车去乡下给村民义务劳动。在这一带，乡亲们都知道他们三
个是志愿者中间的“兄弟连” 特派记者杨抒怀摄

国有难，湘人在：18万志愿者里的湘版记忆

手足之城，复活之城

□希望·第二个家

□建设·湘人在川

■特派记者邹丽娜

最近，廖帅文老是失眠。

从今年2月15日主动放弃长沙青少

年宫的工程， 到如今已经整整两个半月

的时间， 他所负责的四川理县中学工程

已全面开工进展顺利。可廖帅文“一想起

那些学校孩子在地震中的遭遇”，就感觉

“鼻子酸， 心里不塌实， 睡不安稳。”5月1

日，在理县中学工地上，他告诉记者：“我

只想凭良心去修好这座学校。”

除了工程负责人的身份，他更喜欢

记者提及他另一重身份： 湖南对口支援

理县灾后重建工作队，代建单位的一员。

“理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两

千多万， 湖南援建队带来了20亿，

这对于理县来说， 相当于一步一百

年了。”4月30日， 四川理县组织部

副部长、 下孟乡党委书记欧阳平概

括了湖南援建工作对理县的意义。

湖南援建队负责人介绍，今年4

月21日， 省对口支援灾后重建领导

小组原则同意并通过针对理县的三

年总体援建计划，共涉及9大类24个

项目，三年援建资金约为19．62亿元。

湖南援建队20亿再建理县
“只想凭良心去修好它”

■记者肖雯栎

熟练地扯掉果柄， 剥出内核，抖

落些卤水渣，一枚槟榔干果送进嘴，慢

慢咀嚼，贵州汉子龚开连做这串动作

已熟练得像一个地道的湖南人。在一

支“湘军”队伍里摸爬滚打了12年，他

笑称自己已是半个湖南人。5月8日，记

者来到位于四川江油的武都引水工

程二期武都水库建设工地，这座被称

作“第二个都江堰”的引水工程，承建

方正是有“水电湘军”之称的中国水利

水电第八工程局。

“槟榔在我们八局是畅销产品，

累的时候嚼一口，特别提神。”从2007

年起就进入武都水库工程的周晓慧，老

家在湖南澧县， 她说在水电八局的武

都水库工地上，不管是四川、贵州、

福建还是湖南人， 有哪个出差到湖

南或是回长沙开会， 大家都不会忘

记嘱咐一句：“记得带些槟榔回来！”

去年10月29日， 水库工程复工，成

为震后四川全省第一个正式复工的大型

水利工程，一直到今年3月，地震给武都

水库大坝造成的伤痕才修补完毕。

“武引二期建成后，将新增灌溉

面积100多万亩，水库同时能发挥蓄

洪、发电、旅游等多重功能。”龚开连

介绍， 这项引水工程控灌川西北绵

阳等4市8区县的228万亩农田，受益

人口达1000多万。

水电湘军再造一个“都江堰”
“记得带些槟榔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