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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平，来自四川省广元市……”2008年9月8日上午，

李平作为浙江财经学院研究生新生代表发言。没想到，刚一提到
四川省广元市，台下响起了无比热烈的掌声。“我知道，这掌声不
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四川人的。”

“我站在台上，拿着发言稿，泪如雨下，完全抑制不住情绪的
爆发。”他知道，近在身边的浙江同胞和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亲
人，始终血肉相连。

来浙江读书后，温暖接踵而至：学校领导特地到宿舍看望并
送上慰问金；所在学院贴心地为他买来了生活用品；研究生处主
动为他安排了助学岗位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老师们经常问他
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可以这么说，浙江重塑了我，不光是知识上，更多的是人性
关怀。我想留在这个地方。”2011年春天，李平毕业后考入余姚
检察院工作。去年2月，调到余姚市纪委工作。

“2015年，我成家了，妻子是个余姚女孩。2016年12月，我
们的孩子出生了，父母也都来到了宁波。”李平说。

热烈的掌声让他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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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汶川大地震十周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多，李平坐在沙发上，戴着耳机，沉
浸在《甜蜜蜜》的剧情里。这本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悠闲午后。

突然，他觉得沙发往前移动了一下，以为是寄宿在家中的小
表弟在捉弄自己，不以为意。刚坐稳，沙发又狠狠地往前移了一
段距离，他恼火地摘下耳机想回头指责表弟，却发现背后空无一
人，而后面的柜子正冲着他要倒下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确定房间里不安全。”我拉开门，光
着脚往楼下冲去。在楼梯口，看到楼上的阿婆抱着小孩也往下
跑。我停下脚步，接过孩子放在胸前，以最快速度从5楼往下
冲。等到了楼下，发现街边都是人，大家都出来了。

“地震！是地震！”有上了年纪的人扯着嗓子大声喊。时隔
10年，李平印象最深刻的是马路上的电线杆，都东倒西歪。这幅
画面，他10年来时时想起，无从忘却。

5月20日左右，他和几个朋友一起骑着摩托出发去青川，希
望能做志愿服务。“一路的景象真是刺痛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一两个人的无常，你可能遇见过。可是你无法想象，几百人、几千
人突然就这样没了……”他没有再说下去。

亲历者李平
震后到浙江求学并在余姚安家

地震让我知道
什么是生命中

最重要的！
“10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回望5·12。以前只敢站在回忆

的篱笆墙外，匆匆撇上一眼，就赶紧抛开。现在想来，生活中的苦难
总是和温暖携手同行的。”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李平这样说。

1982年出生的李平现在是余姚的一名公务员，老家在四川省广
元市苍溪县。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时，他经历了惊魂的一幕。

伤者家属小欧10年来坚持
给宁波医护人员发祝福信息

割不断浓浓医患情

李平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那一次地震，自己的生活或人生
会是什么样。他可以确定的是，肯定和现在大不相同。

“地震和之后的那段生活经历，彻底改变了我。让我知道，什
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哪些是无关紧要的。最主要的是，让我学
会了感恩。”李平说，他曾经也是个比较虚荣的年轻人。中师毕业
后一个月工资只有200多元，却买了9000多元的摩托车。之后，
对物质的欲望淡了很多，更注重内心平和，更看重自己的存在是
不是让别人觉得温暖。

去年10月，他回了一趟老家，出资3万元在苍溪县新观乡中
心小学设立了“沐为奖学金”，并承诺将坚持助学18年。其实，李
平做公务员的收入并不高，父亲去年查出多发性骨髓瘤需要定期
化疗。“这个助学金的费用，我还承担得起，就去做了。能帮助到
一些困难的孩子比改善自己的生活，更有价值。父母最终也理解
并支持我的决定，妻子也很支持。”他希望在孩子成年时，将这份
奖学金作为特殊的成人礼送给他，由他继续下去。 记者 王颖

去年在老家设立“沐为奖学金”C

一路的景象一辈子都忘不掉A

10年前的那场灾难发生后，300名地震中受伤的四川同胞被
转送到宁波救治。为了迎接他们，宁波的各大医院从衣、食、住各
个细节入手做好服务，只为让伤员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10年后的今天，也许岁月模糊了记忆，却割不断川甬两地间
浓浓的医患情。家住四川德阳的地震伤员家属小欧，10年来坚
持给每位当年救治过他父亲的医生护士发祝福信息。

“真情”微信群维系10年医患情

在鄞州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医生陈磊的微信里，有一个名叫
“真情”的微信群。群里除了医院几十位医护人员，只有一名患者
家属……10年前汶川地震伤员的家属小欧。每到节日，群里每
一个成员都会收到小欧点对点单独发送的祝福。

2008年5月底，作为地震伤员救治医院之一的鄞州人民医
院，接收了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的十几名伤员和他们的家属，其中
就有小欧和他的父亲。

“医院准备得太周到了，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东西都备齐了。”小
欧记得，当时每个房间门口都贴着心形图案，写着“爱心病房”字样，
伤员每人一间。病房里电视、直拨电话、洗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小欧的父亲胯骨骨折，是坐着轮椅来的。来宁波住院2个
月，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出院时行走功能已基本恢复正常。

带着伤痛来，带着温暖走。小欧说，在宁波的2个月，是他一
生难忘的日子。离开宁波前，医院还专门派大巴接送、医护人员
陪同，让所有伤员和家属在宁波市区观光。

回到四川后，小欧留下了地震救治组所有医护人员的手机号
码，每到节假日，小欧都会送上自己的祝福，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2013年，小欧的父亲去世了。过世前，老人还念念不忘救治
过他的医护人员。2016年，由于不少医护人员已经联系不上。
在小欧的请求下，陈磊照着当年地震救治组的合照，一个个打电
话加微信，把所有医务人员的微信凑齐，并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取
名“真情”。

是宁波医护人员让我懂得爱

“10年了，每次看到小欧的祝福，都会觉得暖暖的。”陈磊说，
他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没想到小欧如此感恩，真的很感动。

“是他们让我懂得，只要心中有爱，就会幸福快乐。”小欧说，
他和父亲永远都记得在他们最困难时，医护人员伸出的一双双充
满热情、关爱的双手，让他和父亲走出那段悲伤的日子。

如今小欧在非洲工作，从事建筑行业的他，世界各地到处跑，
每次工作几个月，剩下的时间就回到德阳陪家人。在德阳，凭着
政府的照顾及他自己的努力，他已经重建了家园，日子越过越好。

仔细翻看小欧的朋友圈会发现，这几年他晒工作、晒美食、晒
异国见闻，充实而忙碌。但到了每年的5月12日前后，小欧总会
转发一两条和汶川地震有关的信息，留言的内容或回忆，或感慨。

记者问：“坚持10年给那么多医护人员发祝福，不容易，怎么
做到的？”

小欧的回复简单又质朴：“我没有其他感谢的本事，只好在心
里记住，发个微信。”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郑瑜

李平和孩子在一起。照片由李平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