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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5·12”汶川特大地震中的
“敬礼娃娃”郎铮吗？

10年前，这个在地震中左臂受伤的
3岁男孩，被部队官兵从废墟中救出后，
躺在简易担架上，向救他的解放军叔叔
敬了一个礼。这一幕，感动了亿万国人。

如今，这个被救出的男孩郎铮已长成
一名身高1.7米的阳光少年。10年间，他
跟灾区其他孩子一样，过着快乐而平凡的
生活，懂得了坚强，学会了感恩。10年间，
他从未忘记当初救他的解放军叔叔，他与
救命恩人的故事一直在延续……

瞬间

在郎铮家客厅的电视机柜上，至今
摆放着他当年获救时敬礼的照片。每当
看到这张照片，他便想起 10年前的那次
地动山摇——

2008年 5月 12日，大地一阵剧烈的
摇晃后，他眼前一片漆黑，左手被压住动
弹不得。外婆的声音就在不远处，可他
哭了很久，却不见外婆来哄他抱他。

又过了很久，他听到外面有人在大
声喊叫，于是赶忙哭喊：“救救我……”

不一会儿，一位叔叔奋力刨开残砖
碎石，从缝隙中爬到他身边。叔叔伸手
抱他，他压住的左手被牵扯着，痛得他哇
哇大叫。

外面的几位叔叔立即找来木棒、钢
钎，合力撬起压着他的水泥板，趴在他身
边的叔叔顺势将他拉出抱起，另两位叔
叔轻轻蒙住他的眼睛、护着他的头，小心
翼翼钻出废墟。

一位身背急救箱的叔叔迅速上前检
查，发现他左前臂受伤，立即用夹板固定
包扎。看着这些身穿迷彩军装的陌生
人，他却一点不害怕，奶声奶气地说：“鞋
子，我的鞋子掉了！”

几位叔叔四处寻找，只找到一只红
色小鞋。“过几天叔叔给你买一双新的，
好不好？”一位叔叔轻声安慰他。他回
答：“好！”

叔叔们就地捡起一块木板作为担
架，用一条绷带将他固定好。担架被抬
起时，他缓缓抬起右手，向救他的叔叔们
敬了一个礼！

这个敬礼的瞬间，被《绵阳晚报》记
者杨卫华用相机定格下来，并通过媒体
迅速传播、广受关注。小小少年在灾难
面前的举动令人动容，他因此被称为“敬
礼娃娃”。许多人看到照片后说，一个 3
岁的孩子，在还不懂得什么是灾难的年
纪，就学会了感恩！

这个敬礼，成为汶川抗震救灾的一
个经典瞬间、一段集体记忆，也成为百折
不挠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带给人们温
暖和力量。

寻找

郎铮获救后被送往绵阳 404医院救
治，后又转到原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
院。郎铮的父亲郎洪东、母亲吴晓红，
对救出郎铮的部队官兵一直心存感
激。郎铮住院期间，他们一边陪孩子治
疗，一边托人寻找救
命恩人，可一直没有
准确消息。

6月中旬的一天，
郎洪东无意间看到全
国抗震救灾先进事迹
报告会的电视直播，
一位大校军官正讲述
部队官兵在北川抗震
救灾的事迹——

大校军官名叫王
凯，时任原成都军区
某红军师师长。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他
带领所属某装甲团
1500 名官兵，冒着余
震危险挺进北川县
城，连夜展开救援，从
废墟中救出包括郎铮
在内的数百名伤员和
幸存者。

未听完王凯的报
告，郎洪东的脸上已
挂满泪水。全家人一
直在寻找的救命恩
人，应该就是这位师
长和他率领的官兵。
郎洪东与妻子商定，

尽快找到王师长，当面表达对救灾官兵
的感激之情。

这一天很快到来。2008 年 6 月 30
日，中央电视台举办迎“七一”暨抗震救
灾文艺晚会，王凯和郎铮一家同时受邀
出席，并相聚在央视的舞台上。

那一天，郎铮虽是第一次见王凯，但
一点不怯生。当王凯伸出双臂时，他高兴
地扑入王凯怀中，亲昵地搂着他的脖子，
温暖的画面给无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晚会结束后，通过王凯，郎洪东很快
联系上救郎铮的红军师某装甲团官兵。

彼时，装甲团官兵仍奋战在灾区一
线。接到郎洪东打来的电话，团长唐保
东很意外：“什么？‘敬礼娃娃’是我们团
救出来的？”

看到通过手机彩信发来的照片，唐
保东仍拿不准：照片中除一名干部外，其
他救援者全是背影。不过，当他找来登

有组照的报纸，发现救援时间、地点都对
得上。
“一定要核准！”唐保东安排作训参

谋白杨民、组织股长梁伟拿着照片全团
查找。

团卫生队士官查万军看到照片，一
眼就认出来：“我给他包扎的伤口，左前
臂！他是坦克二连班长陈德永、修理连
班长安贵荣、战士陈龙一起从废墟里救
出来的！”

再问陈德永、安贵荣和陈龙，他们的
回答是：他们在曲山幼儿园的废墟中救
出来好几个孩子，救出后就交给后送组
送往救护点，不记得有没有这个孩子。

找到担负后送任务的一营战士李
帅、赵兴满，得到的答复是：“当时忙成一
团，担架一上肩就赶着往救护点送，小孩
敬没敬礼，谁也没注意……”

犯愁之际，有人灵机一动：每件迷彩
服的纹路都不相同，可以按图索人！

一个、两个、三个……通过这个办
法，照片中救援郎铮的几名战士陆续被
确定。

在确认“敬礼娃娃”就是他们救出的
之后，装甲团官兵的心从此和郎铮紧紧
连在一起。听说郎铮还在西安住院，陈
德永、李帅专门前往看望。细心的陈德
永还兑现当时的承诺，买了一双漂亮的
运动鞋送给郎铮。

重逢

灾后重逢，让红军师官兵与郎铮一
家从此结缘。

2009 年 5月，在汶川特大地震一周
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王凯代表红军师官
兵回访北川，其间专程带着一些玩具和
学习用品，看望了郎铮一家。看到郎铮
伤势已基本恢复，王凯十分欣慰。

10 年来，王凯的岗位几经变化，但
他始终挂念着郎铮。他时常给郎洪东打
电话，了解郎铮的健康和学习情况。最
近 5年，他先后 3次到北川看望郎铮。看
到郎铮一天天长高，脸上始终洋溢着笑
容，王凯十分高兴。他说，从郎铮身上，
他看到了北川的希望。

唐保东、白杨民等装甲团官兵也与

郎铮一家保持着联系。得知郎铮因为在
废墟中掩埋的时间较长，有些惧怕黑暗，
唐保东曾专门抽时间到北川看望他，鼓
励他向解放军叔叔学习，做勇敢的小男
子汉。

在解放军叔叔和父母的鼓励引导
下，郎铮渐渐战胜了内心的恐惧。2013
年芦山发生地震时，他不仅没有害怕，还
积极参与学校和北川组织的公益活动，
为地震灾区奉献爱心。

在郎铮心中，解放军是最亲的人。
震后一周年，郎铮和“芭蕾女孩”李月等
受邀到装甲团驻地做客。郎铮再次见到
救他的几位叔叔，他将自己亲手制作的
几幅泥画送给他们。李帅还抱着他登上
威风的坦克，那天他开心极了。

时光流逝，几名救援郎铮的战士先
后退伍，郎铮一家和他们的联系一度中
断。今年 3月，郎铮向父亲提出要找 10
年前救他的解放军叔叔，他在作业本上
写下这样一段话：“你们是我的救命恩
人，却在救出我后，抹抹汗，马不停蹄地
去拯救另外的生命。而我，只能用一个
微不足道的敬礼，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敬
意……眨眼间，10 年过去了，我多想再
与你们见一面，哪怕一分钟，一秒钟。解
放军叔叔，你们在哪里……”

寻找恩人的消息发出后，郎铮一家
很快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陈
德永、李帅、赵兴满等老兵。

电话里，郎铮和叔叔们聊得十分开
心。他说，期待与几位叔叔再次相聚，到
那时，他一定再给叔叔们敬一个礼。

郎洪东告诉我们，如今郎铮已是初
中一年级学生。他学习努力，成绩优异，
热爱运动，先后被市区评为“优秀学生干
部”“三好学生”，是所在学校评选的“最
美少年”。

郎铮说，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将
来能当一名解放军，像救过他的叔叔一
样，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随着
年龄的增长，这个少年已懂得敬礼的真
正意义。

（上图由郎铮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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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懂了敬礼的真正含义
—“敬礼娃娃”郎铮与抗震救灾官兵的十年故事

■刘励华 钟 伟

张弘扬，一名震后呱呱坠地的“帐
篷男孩”，自降生起，就有解放军第 85
医院医疗队 17位兵妈妈的呵护。我是
其中的一位兵妈妈，也是一名新闻人，
有幸经历并记录了这段特殊的“母子
情缘”。

地震 10年，弘扬 10岁。当初医疗
队的兵妈妈们虽已大多脱下军装，但她
们的心始终与小弘扬相连。

时针拨回到 2008年那段举国悲恸
的岁月。5月 15日下午，一座野战医院
在什邡市罗汉寺外的空地迅速搭建。
“快，快，有名高龄产妇！”5月 16日

下午 4点，我随医疗队刚巡诊归来，就
碰上一名高龄高危产妇急需实施剖宫
产手术。

产妇叫杨启菊，45岁，患有妊娠高
血压。她家住洛水镇灵江村，赶来时已
经开始宫缩。一场战斗在野战医院打
响。16时 30分，杨启菊被推进手术室；
17时 10分，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划破
这片悲伤的天空。
“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护士长许淑

娟将婴儿递给杨启菊的丈夫张贵昌时，
他脱口而出：“就叫张弘扬，让他把解放
军的精神弘扬下去！”
“我的妈妈在电话里。”这是小弘扬

对兵妈妈最初的记忆。当兵妈妈回到
上海后，一根电话线成为传递关爱的纽
带。
“妈，妈……”2009 年的一天，当听

筒里传来小弘扬断断续续的童音时，兵
妈妈们兴奋得手舞足蹈。“愿小弘扬健
康成长！”“你答应妈妈，以后学习要用
心。”声音，是小弘扬对兵妈妈最温暖、
最熟悉的记忆。

小弘扬周岁后，识字卡片、益智玩
具、科学读物、新书包、新衣服，从未间
断地从黄浦江畔寄往巴蜀之地。

兵妈妈惦记着弘扬，弘扬一家也
情系兵妈妈。2009 年元旦刚过，我收

到杨启菊从洛水镇发来的包裹。包裹
里有几双鞋垫和小弘扬的半岁照。我
给杨启菊打电话致谢，她说：“你们对
我们这么好，快过年了，我和弘扬他爸
想来想去不知怎么表达心意，就想给
每名队员绣双鞋垫，但是现在眼睛不
行了，绣得好慢，只绣了 8双，先给你们
寄过来……”

3岁后，小弘扬开始缠着母亲要找
兵妈妈。5岁时，美术老师让班里每个
小朋友画一幅《我的妈妈》，小弘扬一口
气画了 17 个戴军帽的妈妈。这一回，
夫妻俩实在拗不过小弘扬，决定陪他千
里寻亲。

2013年 5月 10日下午，列车缓缓驶
进上海站。站台上，小弘扬看到兵妈妈
就立刻飞奔过来。杨启菊一见到我，便
从包里取出几双鞋垫：“现在视力模糊
得很，绣得更慢了，麻烦你跟没有拿到
鞋垫的队员解释一下。”“好的!”我爽快
地答应了，但我没告诉她，那些鞋垫我
没有发给队员，唯有把它们放进医院院
史馆，才是最好的归宿。

5年后的重聚，外滩、东方明珠、锦
江乐园、海底世界，都留下了小弘扬和
我们的欢声笑语。我们还把各自的孩
子领来，一起给弘扬过了5岁生日。
“明天就带弘扬来上海看眼睛，费

用我们出。”2016年 5月，当兵妈妈从电
话里得知小弘扬患有严重的远视、弱视
和散光时，心急如焚，她们下命令般要
求杨启菊马上带弘扬来上海就医。

今年除夕，小弘扬从四川打来电
话：“孙妈妈，新年快乐！”从他嘴里，我
得知他们搬进了政府新建的安居房，家
乡的变化日新月异，母亲对他的学习抓
得很紧。
“我们一定要教育好弘扬，对得起

解放军的恩情。等他 18 岁，我们就把
他送到部队。”这是张贵昌夫妻俩如今
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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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之际，许多

当年的亲历者在回溯往事时都提起一

位老兵——

2017年2月25日，一个寒冷的春

日，一位61岁的退伍老兵在四川成都

静静走完一生。“向你致敬！老兵，一路

走好！”许多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他的

事迹并留言。他，就是汶川特大地震抗

震救灾志愿者、退伍老兵史业宽。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史业宽得知

震区灾情严重，便立即赶到银行取出自

己辛苦打拼积攒的几十万元存款。5

月13日一早，他在老家山东烟台和一

批志愿者一起，自发组成一支百余人的

救援分队，带着价值200多万元的药品

和救灾物资，跟随原济南军区部队赶往

受灾严重的绵竹市汉旺镇。

救人！救人!救人！在这场生命与

时间的赛跑中，年过半百的史业宽手套

磨破就徒手扒砖头，手指磨破也顾不上

包扎。他和队友们连续奋战3天3夜，

先后从废墟中救出60余人。

“国有殇，见担当！”来自西昌的严

庆龙，曾跟史业宽在同一个志愿者团队

救灾。“史大爷是个踏踏实实、默默无闻

的真汉子。”严庆龙回忆，当时灾区缺

水，镇上只有一个固定的供水点，离志

愿者住地有一段距离。每天早上，史业

宽总是第一个起床，徒步到供水点打

水，为大家煮饭。

史业宽出身于中医世家，有一手好

医术。在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后，他发起

成立一支志愿者医疗小分队，免费为受

灾群众看病。

胡会英是绵竹市广济镇皮家湾的

村民，地震中她的家人全部遇难，她伤

心欲绝，一度想轻生。史业宽和队里一

名医生十余次到她家里耐心开导，帮她

干农活、收花生。胡会英的情绪渐渐稳

定，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2008年10月，史业宽获得四川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

灾纪念奖章。此后3年间，他一直留在

绵竹市，先后在汉旺镇、广济镇、金花镇

等地提供志愿服务。为帮助灾区群众，

他耗尽积蓄，一边卖馒头维持生计，一

边走村串巷义诊。直到2011年，史业

宽才离开绵竹市，到成都一家公司当保

安，一干6年多。

2017年2月4日，史业宽因罹患胰

腺癌住进医院，经济拮据的他无力支付

治疗费用。消息传来，当地公益组织开

展网络筹款行动，先后有近万人参与。

不幸的是，不久后，史业宽还是走

了。生前，他已决定捐献遗体。当晚，

四川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史业宽举

行简短庄重的告别仪式后，他的遗体被

送往成都大学医学院……

在整理史业宽的遗物时，他的家人

在一个包裹好的塑料袋里发现“抗震救

灾志愿者”红袖标、“共产党员服务队”

红袖标、黄丝带、抗震救灾纪念证书及

奖章等。这些物品，见证了一名老兵牺

牲无悔、大爱无我的赤子之心。

抗震无悔 长眠四川
■雷 兹 何宗卯

灾难面前，是什么给人力量？

回首10年前那场山崩地裂，许多人说，当在废

墟中看到身着迷彩的身影，便看到了希望，心随之

安定下来。

是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支军队，比这支人民

的军队更热爱人民，更懂得担当，更值得托付。

就像今天我们分享的 3个故事。当“敬礼娃

娃”已闻名全国时，救出他的官兵却未曾注意到自

己也被定格在镜头里，因为彼时他们只有一个念

头：去救更多的人。白衣天使们将“帐篷男孩”迎接

到这个世界，使命本已完成，她们却在后来的10年

里一直关爱着他、牵挂着他、照顾着他。山东籍老

兵史业宽已退出现役，没有救灾义务的他，毫不犹

豫地捐出积蓄、志愿服务，自此再未离开那片土地，

直到去世。

“敬礼娃娃”从未忘记救出自己的解放军叔叔，他

自强上进，懂得了立志报国才是最好的致敬；“帐篷男

孩”执意去找17个兵妈妈，爱的种子在他心里生长，

父母说教育好他才对得起解放军的恩情；四川人民也

没有淡忘老兵史业宽，在他危难时纷纷伸出援手。

军民同心，无往不胜；军民鱼水，人间真情。

真情是照进灾难的阳光，孕育出坚强，酿造出希

望，生长出力量。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新汶

川，还有无数像“敬礼娃娃”和“帐篷男孩”一样的阳

光少年。他们，带着明天的梦想，点亮今天的大地。

也因此，10年后，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

满感念，也充满力量。

真情·希望
■邵 薇

郎铮被官兵救出。 杨卫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