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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雲南魯甸災區報道 魯甸地震發生後昨日已是第三天，失去家園的災民在痛苦中艱難度過他們永

生難忘的72小時。魯甸縣火德紅鎮李家山村受餘震、暴雨、山體滑坡等影響，洪水幾乎淹沒整個村子。村民自

發組織自救，全村人變成了一個大家庭，互相扶持，

共渡難關。村小組長李新能告訴本報記

者：「這裡是我們的家，我們會

堅持，只要堅持就會有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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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當天，代洪
安吃過午飯，和妻子及
三個小孩到山間採摘花
椒。代家每年靠出售花

椒，可以有5,000多元的收入。幾年
前，牛欄江上建起了紅石岩電站，地
淹了，被徵收了，只剩下3畝山地可
以種點花椒。
電站建起來後，來往人多了，有了

小集市，還有溫泉，民眾多了些營
生。代洪安向親戚朋友借了 10萬
元，在老土屋邊上建了二層磚房，前
些日子賒了些門窗，已經安裝好了，
過些日子便可搬進去了。
「爸爸，熱死了，我們要回去！」

女兒代開梅、代開伊、兒子代開松離
開了花椒地，而夫妻倆繼續幹活。
轟隆隆，下游的山塌了，騰起了沖

天的灰柱。山石如暴雨般從身邊滾
落。地震了！夫妻倆衝回家時，土房
全垮了！孩子不見了！他們叫着孩子
的名字，終於傳來女兒的聲音。搬開
木架子，扒開土堆，夫妻和鄰居挖出
了三個灰孩子。兩個女兒哭出了聲
音，而兒子代開松卻怎麼也叫不應，
只有微微的呼吸聲。餘震還在繼續，
落石不停掉下，一家人拚命往山頭
跑，躲進了一個大樹林，當晚兒子便
沒有了呼吸。

全村房屋被淹沒
第二天，女兒代開伊受驚過度，一

直不吃不喝，被送進昭通市中醫院。
兒子沒了，女兒住院了，山體塌方形
成的堰塞湖水急速上漲，兩天不到房
子沉入了江底。整個紅石岩村一共有

12人遇難，全村房屋沉江淹沒。
家沒了！昏昏沉沉中，代洪安把老

父轉移至安置點，又到鎮上領兒子遇
難的2萬元撫恤金，隨後又急匆匆趕
到醫院，準備按照醫院的安排把女兒
轉至宜賓救治。「房子沒了，兒子沒
了，我再也不能沒了女兒！」

■本報雲南魯甸災區報道

6日清晨，天蒙蒙亮。本報記者早早出發，
驅車趕往地震重災區之一的火德紅鎮李

家山村。出了縣城，一路通暢抵達火德紅鎮。然
到李家山還有10多公里路要走。出了集鎮，道路
開始變窄，蜿蜒的山路盤旋在大山中間，僅有4
米寬的道路上行駛着數十輛裝載着重型機械設備
的軍車。這些軍車都是趕去救災或解除地震堰塞
湖隱患的。道路狹窄、險峻，車輛只能小心通
行。

道路狹窄 斷壁殘垣隨處可見
不清楚李家山村情況的我們，在路上意外遇到

了在外打工往家趕的李懷梅。好心的她做起了我
們的嚮導。李懷梅的家在李家山村老屋基村民小
組，坐落在大山腰間，依斜坡而建，牛欄江就在
山腳。放眼望去，一片山谷中，因地震倒塌的山
體擋住了牛欄江，形成了堰塞湖。大量的部隊工
程車就是開往那裡準備除險的。
進村的道路越來越窄，村裡斷壁殘垣隨處可

見，幾乎看不到完好的房屋，鄰里之間的道路全
被倒下的木頭、磚塊擋住。在一塊只有50平方米
空地上，擺放着一口棺材，村民在組長李新能的
指揮下，準備為地震遇難的鄉親送葬。

雨中救人 悲痛時刻傳遞溫暖
忙碌一陣後，李新能和記者聊了起來。回想起
地震以來的72小時，讓李新能刻骨銘心。
3日下午4時30分，地震突然而來，全村房屋紛
紛倒塌，婦女小孩哭泣，家裡的男人也一時手足
無措。李新能組織村民，男女老少都上陣，用手

刨救出了一個又一個村民。
4日凌晨，電閃雷鳴，狂風暴雨頃刻間突襲李家
山。房屋都已垮塌，驚魂未定的婦女只能帶着老
人、兒童在樹下躲避。100多戶人家，都不知道還
有誰被埋？李新能採取點名的方式，逐一排除，
最終挖出3名遇難者、10名受傷者。就這樣，村民
在暴雨中度過第一夜。
李新能在天亮後帶領村中青壯年先把傷員送到

鎮裡醫治，然後挨家挨戶再檢查一遍，確保沒有
受傷者後，就檢查了村裡的水源，卻發現蓄水池
已被震垮，水管都已斷裂，就連村民挖的水井也
被泥土掩埋。村裡徹底斷水了。
李新能向鎮裡報告了災情，同時組織村民開展

自救，從廢墟中刨出小量方便食品，以及幾戶家
裡有小型蓄水缸的水，優先保證老人和兒童。晚
上，在僅存的幾塊空地上，大家圍坐一起，大人
抱着入睡的小孩，年輕人扶着老人，度過了艱難
的震後第二夜。

男人搬貨 婦女老人看孩做飯
5日上午，天還未亮，大量的救援物資如方便

麵、礦泉水、帳篷陸續進入村裡。此時，全村人
已變成了一個大家庭：男人負責搬運物資、徒步
10多公里進鎮買糧食和蔬菜，老人負責管兒童，
婦女負責給全村人做飯。同時，按當地的風俗安
葬遇難的鄉親。
傍晚時分，在保存還算好的一家村民的廚房裡
又升起了炊煙。空地上擺上了臨時的桌子，熱乎
乎的飯菜被勤勞的婦女端上桌，全村人圍坐在一
起，吃了震後第一頓飽飯。

香港文匯報訊 「還有
一個老人被困在屋裡！」
昨日上午8點半左右，正
在地震重災區巧家縣包谷
垴鎮下大坪村參與救災的
武警官兵，從村民口中獲
悉還有一名孤寡老人被困
在屋裡，立即展開救援，
幾個小時後，年逾八旬的
老人被救了出來，此時距
離地震發生已經 67 小
時。老人成為災區目前被埋時間最長的生還者。
據雲南網報道，參與救援的武警戰士介紹，地震發生後，老人住

的房屋部分坍塌，倒下的牆壁壓住了老人的腳，因為是獨居的孤寡
老人，身邊沒有子女，老人只能在屋內等待救援。武警官兵趕到
時，老人已奄奄一息，連話也不會說了。

12點午飯時候，馬丫口安置點開
始分發食物了。昨天（6日）的午餐
有一瓶礦泉水、一塊麵包、一個鹵雞
蛋、一盒方便麵。肖金鳳、周和平、
肖慈超三個小朋友排隊在前面，領到
了一盒昭通產的貝克巧克力麵包，這
個與眾不同的味道馬上贏得了「好
吃」的美讚，三人很快在帳篷裡分吃
完了。
馬丫口屬於魯甸縣火德紅鎮李家山

村的一個小組，與震中龍頭

山隔牛欄江相望。全村遍佈在高低不
同的山上，唯一的平地就是小學籃球
場，村民安置點就設在這裡。利用學
校的已有設施，搭建了20頂帳篷，
有醫務室、廁所，每次到了吃飯時間
都會到安置點領取食品。
「別看我們的房子沒有倒，全部震

裂了，不能住人了。」馬丫口的村民
李平慶幸之餘，對房子被震壞心存不

甘。全部家當在屋裡，又不敢住在裡
面，生火都困難，這幾天都沒了炊
煙，沒有熱飯熱菜，家這個溫暖的感
覺變得異常冷清了，好在村子遇難的
人不多，保住了命。
肖金鳳吃完午飯，仔細收拾塑料包

裝，組織兩個小朋友丟進了垃圾箱。
「大人教的，我們還要洗手才能去
玩。」她一點也不怵生，「以前在家
最喜歡睡懶覺，現在睡在帳篷裡很早
就醒了，天一亮就睡不住了。」

■本報雲南魯甸災區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雲南魯甸地震發生
兩天後，災區誕生
兩 名 「 地 震 寶
寶」，兩位媽媽來
自同一村，她們表
示：「我們想給孩
子取連着的名字，
要不就叫平平安
安，祝願天底下的
人都平平安安！」
兩位媽媽分別是李世瓊和常臣淑，在地震當時兩人差不多到了預

產期。據《華西都市報》報道，地震發生時，住在魯甸縣火德紅鎮
李家山村的李世瓊和大孩子在院壩玩，看到房子劇烈晃動，趕緊帶
孩子跑了出去。同村的常臣淑正在家裡準備做飯，被埋在廢墟下两
個多小時才被其丈夫及村民挖出來，所幸傷勢不重。
兩個準媽媽被送到縣人民醫院，李世瓊的兒子在5日清晨誕生，

之後常臣淑的兒子也在中午順利出生。

兩「地震寶寶」誕生
母商取名平平安安

沒有炊煙的家園

八旬老人被埋67小時獲救

「房子兒子沒了，不能再沒了女兒」

■代洪安（右）和他的父親在安置
點。 本報雲南魯甸災區報道組本報雲南魯甸災區報道組 攝攝

■李世瓊和常臣淑（右）在同一天誕下嬰兒。
網上圖片

■■老屋基村民小組變成了一個老屋基村民小組變成了一個
大家庭大家庭，，全村人統一做飯全村人統一做飯，，統統
一用餐一用餐。。
本報雲南本報雲南魯甸災區報道組魯甸災區報道組 攝攝

■在雲南魯甸縣龍頭山鎮龍井村，當地村民從直
升機上卸載物資。

新華社

■■李家山村的土房基本倒塌李家山村的土房基本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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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中進入魯甸火德紅鎮
李家山村，現場景象再次刺
痛我們的心。與龍頭山鎮的
龍泉村相比，這裡的生活條
件更加艱難。沿山坡而建的
各個村民小組星羅棋布般散
落在山中。

突如其來的地震讓有的村
小組被堰塞湖整體淹沒，有
的被徹底摧毀。從老屋基村
到火德紅鎮中心中學安置
點，每個受難的災民都沉浸
在痛苦中，但一個個孩童不
時在廢墟邊或安置點跳上跳
下，他們臉上露出的笑容讓
人難忘。

火德紅鎮中心中學裡安置着被堰塞湖淹沒的紅石岩村村
民，這裡是孩子最集中的地方。10歲小女孩易恩濤的家在
震後2小時就被堰塞湖淹沒，她與爺爺奶奶在山中淋了一
夜的雨後，被轉移到安置點。家已被水淹沒，甚至連假期
作業都沒來得及取出的她，樂觀、積極。當奶奶手捧救災
隊發放的方便麵卻痛苦得無法下嚥時，小恩濤卻大口吃起
來，還不時說道：「我最喜歡吃方便麵了，奶奶快吃，身
體要緊。」在安置點的這兩天，小恩濤成了家裡最大的安
慰，時不時羞澀的動作和像個小大人一樣的說話語氣，不
知減輕了家裡人多少心裡負擔。

安置點裡孩子很多，有的孩子手裡拿着發放的糕點在
吃，有的互相追逐玩耍，每個孩子臉上都帶笑容。這不
是他們需要的生活，這裡也不會成為他們永
遠的家，但他們依然笑。這一張張笑臉讓
人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本報雲南魯甸災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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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點的帳篷裡，孩子的
笑臉讓人們看到重建家園的
希望。 本報雲南魯甸災區本報雲南魯甸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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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孤寡老人被困在屋裡67小時後，
被救援人員救出。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