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責任編輯：黃雲濤　版面設計：陳雲㞒 2012年6月27日(星期三)

2012年5月27日凌晨零時許，四川名山縣百丈鎮
農民羅振海，像往常一樣，駕駛自家的三輪載貨
摩托車，載㠥妻子劉仁秀，到鄰縣丹稜購進水
果。而夫妻倆唯一的17歲女兒，在成都打工的羅
惠月，在忙完一天的工作，此時剛入睡不久。
作為一個五口之家，羅振海的父母、女兒和夫

妻倆同住一起，是一個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
家庭。而夫妻倆平時在鎮上經營水果攤，則是全

家唯一的收入來源，「運氣好的時候一年能掙一萬多
元」。當地政府出具的一份貧困證明顯示，羅振海的父
親羅玉方癱瘓在床，需長期服藥，母親熊成英年老體
弱，且疾病纏身，而妻子劉仁秀因患有高血壓，同樣
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由於家庭貧困，他們唯一的女
兒羅惠月高中未畢業便輟學到成都某餐館當服務員。
這份貧困證明最後寫到：羅振海、劉仁秀夫婦家庭經
濟十分困難。

一聲巨響　夫婦同遭車禍
凌晨2點30分，駕駛三輪載貨摩托車行走了2個多小

時，羅振海夫婦來到蒲江縣大興路。坐在身後的妻子
正靠在丈夫的身上打盹，10分鐘過後，一聲劇烈的撞
擊聲，開始了他們不幸的遭遇⋯⋯

2點40分，在駕駛中的羅振海突然發現前方一道強光
閃過，一輛迎面而來的越野車，闖過路口紅燈、越過
道路中心雙實線，飛快地朝自己衝來。來不及躲避，
劇烈的碰撞過後，羅振海夫妻當場暈厥，昏迷不醒。
身受重傷的羅振海夫婦被人送到蒲江縣人民醫院搶
救，並雙雙被下了病危通知書。由於傷勢嚴重，夫妻
倆連夜被轉送到成都華西醫院搶救。
當日凌晨三點，正在睡夢中的羅惠月被一陣急促的

鈴聲喚醒：「羅惠月，你爸媽出車禍了⋯⋯」羅惠月
告訴記者，當時聽到這句話，她的大腦一片空白。

一度危殆　愁煞年少女兒
27日早晨6時，羅惠月趕到成都華西醫院，見到渾身

是血的父母。據醫生診斷，羅振海左股骨頸骨骨折、
雙側肺挫傷伴雙側胸腔積液，而劉仁秀則是全身多處
粉碎性骨折，並伴以失血性休克，兩人均傷勢危重，
華西醫院再次下達了病危通知書。
搶救父母需要花很多的錢，而這筆錢對羅惠月來說

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貧困的五口之家，本來已有兩
個老人長期臥床，而現在又有兩人出車禍，搶救費、
藥費、護理費等各種費用都要雙份開銷，17歲的羅惠
月每天都為這些費用發愁。

在羅惠月及其親屬一再追討下，肇事司機勉強拿出1
萬元，作為羅振海夫婦的醫療費用，而之後，電話便
再也打不通。無法向肇事司機索賠，「當時真的感到
很絕望」，羅惠月告訴記者。

一聲歎息　先救爸再救媽
27日下午，羅振海、劉仁秀夫婦被轉送到成都華西

醫院的分院——成都華西上錦南府醫院繼續接受治
療。而在這裡，僅入住重症監護室的母親，每天的花
費就要5,000元左右。羅惠月告訴記者，家中僅有的2萬
多元積蓄，只夠母親5天的治療費用。
「當時，我父親做手術急需用錢，家中的積蓄加上

家鄉父老的捐款共3萬元左右，只夠父親的手術費。」
羅惠月說，爸爸、媽媽只能先救一個，「這是一個艱
難的選擇，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我當時是流㠥淚作
出先給父親做手術決定的。」羅惠月把父親送進手術
室後，又開始四處打電話求親朋好友借錢，給媽媽做
手術。
6月7日，劉仁秀終於被轉出重症監護室，醫生說她

可以做手術了。但僅有的錢已花光，一家人只剩下800
多元生活費。「我籌不到錢給媽媽做手術，她可能會
癱瘓，我心如刀絞。」羅惠月說。

羅振海和劉仁秀的女兒羅惠月，在此次
家庭遭遇不幸中，也展現了與其年齡不相
符合的處事能力。在父母遇險之初，由於
無法籌集醫療費用，羅惠月只得向媒體求
助。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羅惠月是今年
三月才到成都打工的。這個離開父母僅三
個月的小女孩，雖然外表柔弱，但內心卻
異常的堅強。面對困難，她很少流淚。她
說，她要讓爸爸媽媽感受到一種依靠。
在採訪中，羅惠月反覆向記者強調，人

心都是肉長的。在這次車禍中，她一家人
得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愛，她會永遠記
住那些幫助過他們的人，努力工作報答社
會的關愛。

羅家生活漸復正常
在接受到香港市民的愛心善款後，羅振

海一家終於看到了恢復正常生活的曙光。
然而在危難時刻，羅振海一家顯示出的濃
濃親情卻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由於傷勢危重，在接受第一次手術前，

劉仁秀只見過丈夫一面，而在那次見面
中，劉仁秀說了這樣一句話：「這次的車
禍都沒讓我們分開，以後我們永遠都不要
分開。」在手術後回到普通病房，羅振海
和劉仁秀終於可以天天見面了。面對下半
生可能癱瘓的妻子，羅振海說得最多的一
句話就是：「前半輩子是你照顧我的生
活，後半輩子就讓我來照顧你吧。」而劉
仁秀總會說，我們都會慢慢好起來的。

早前 ，
四川省名山縣百丈
鎮農民羅振海駕駛自家的
三輪摩托車，載㠥妻子劉仁秀，
到鄰縣丹稜購進水果途中，不幸遭遇車
禍。由於家庭貧困，無力負擔巨額醫藥
費，他們的女兒羅惠月，在面對如何運用
僅夠一人做手術的積蓄和鄉親捐款時，艱
難地抉擇先救父，再籌款救母。

四川分社 轉交善款
6月11日，香港文匯報以《川女無力救母

盼善長施援手》為題，報道了羅振海夫婦
的遭遇，旋即得到了香港市民的積極回
應。許多市民致電本報編輯部，對羅振
海、劉仁秀夫婦的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和
慰問，本報兩位曾姓讀者向「文匯報慈善
基金」捐款244,400港元（折合20萬元人民
幣），用於羅振海、劉仁秀夫婦的後續治
療。另外，93歲讀者趙驥先生也通過「文
匯慈善基金」，向劉仁秀捐款1萬港元（折
合8,184元人民幣）。6月20日上午，本報四
川分社負責人代表香港文匯慈善基金，前
往成都華西上錦南府醫院探望羅振海、劉
仁秀夫婦，並向他們轉交了本報讀者的捐
款。
鑒於羅振海即將痊癒出院，而劉仁秀還

需面臨兩次手術治療，綜合夫妻倆治療情
況和捐款合理使用等因素，香港文匯報四
川分社將其中14萬元人民幣捐款以轉賬的
方式，劃撥到劉仁秀在華西上錦南府醫院
治療賬戶上，用於其後續治療；1萬元人民
幣捐款則轉賬到羅振海的醫院治療賬戶。
其餘58,184元人民幣則以現金形式當面交予
羅振海夫婦，用於他們住院期間的日常費
用開支。

醫護職員 見證交款
當日，本報四川分社負責人作為轉交

人，在羅振海夫婦的病房內向其轉交了捐
款。成都上錦南府醫院綜合辦公室廖欽、
財務部金佳良、骨科護士長侯曉玲等作為

見
證人，在
現場見證捐款移交的全
過程。本報四川分社負責人向羅振海夫婦
轉達了香港市民對他們的關心和問候，希
望他們安心養病、早日康復出院。護士長
侯曉玲則表示，院方將對羅振海夫婦予以
力所能及的治療和照顧。
侯曉玲告訴記者，經過前期的積極治

療，羅振海目前已達到康復出院的標準。
而羅振海也向記者表示，其父親羅玉
方在得知他們夫妻倆遭遇車
禍身受重傷後，一急
之下病情加重，現在
急需人照料，因此他
將盡快辦理出院手續，
趕回名山老家照料父
親。而對於劉仁秀，侯曉
玲表示，經過第一次盆骨
手術後，其已脫離了生命危
險。

羅氏夫婦 熱淚盈眶
在收到捐款時，羅振海夫婦當

場留下了激動的淚水。他們對香
港同胞在他們危難之際，給予的無
私幫助表示最衷心的感謝。他們表
示，香港市民的捐款讓他們又有了重
新站起來的希望，也讓他們相信明天會
一定會更加美好。劉仁秀告訴記者，當
她得知趙驥老人為自己捐出的一萬元港
幣，是老人家的養老金後，眼淚不自覺的
就流了下來，「我真的好想馬上就好起
來，飛到他身邊，好好照顧他，孝順他」。
羅振海夫婦表示，他們一定會好好使用這
筆善款，將來善款若有結餘，他們一定會
將剩餘的錢轉贈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17歲的四川女孩羅惠月從未想過，一次意外令她家庭發生巨變：

父母在今年5月的一場車禍中身受重傷，但家貧缺錢，兩人中只能

先救一個，小小年紀的她被迫做出「救父還是救母」的痛苦選擇；

而令羅惠月更想不到的是：遠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市民，看到香港文

匯報報道後慷慨解囊，通過本報慈善基金及時把逾25萬港元（折

合208,184元人民幣）的善款送到羅家。由於治療及時，兩名

傷者逐漸康復，他們收到本報讀者的捐款時熱淚盈眶，直

言港人的無私捐助讓全家在絕望中看到希望；而羅惠月

更表示，永遠會記住社會的關愛，回報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況璃、唐鎏宇　成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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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家庭遭車禍舉步維艱 港人愛心助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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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父還是救母 17歲女兒艱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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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位曾姓讀者捐款244,400港元。

■羅惠月在醫院悉心照顧母親，為她擦臉。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鎏宇 攝

■羅振海夫婦在醫院接受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鎏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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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四川分社負責人代表文匯報慈善基金向羅振海夫婦轉交善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鎏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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