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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救災童學醫護 傳承恩人救助情
為南方醫院護士婚禮當伴娘 感嘆「長大後我就成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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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十年光陰似箭，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的護士謝靈近日從廣州回老家辦婚禮，在考

慮伴娘人選時，謝靈第一時間就想到了那個當年在地震後轉院來廣州、由她參與對接護理53天的災區女童甯瀟。這場簡單的

婚禮，正是由於甯瀟的出現而變得難忘。婚禮現場，像謝靈一樣成為護士的甯瀟，用一句「長大後我就成了你」回報當年自

己從謝靈那裡感受到的

愛與奉獻，令全場都為

之動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傅梓航是
四川省德陽市北京師範大學什邡附屬外國語
小學的學生，他還有一個「特殊」的身
份——「羅漢娃」。除了傅梓航以外，和他
同校的楊城柯、龍思羽、羅明貞溪也是「羅
漢娃」。這樣的「羅漢娃」，一共有108
個。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什
邡婦幼保健院樓房成為危房。為了幫助院內
待產的孕婦順利生產，受損較輕的羅漢寺為
她們敞開了大門。從當年的5月13日到8月7
日，在羅漢寺空地上臨時搭建的「帳篷保健
院」內，先後有108名嬰兒呱呱墜地。人們
親切地稱他們為「羅漢娃」。
十年過去了，「羅漢娃」們的成長也象

徵着災難過後新生命帶來的希望，並見證
了四川地震災區的重建。這些「羅漢娃」
和他們的家庭，則始終沒有忘記幫助過自
己的人。

藉幫助他人傳遞恩情
每年春節期間，羅明貞溪都會和媽媽一

起到羅漢寺看望寺廟裡的各位師傅。「我
覺得自己特別幸運，能夠在一場很大的災
難後順利出生。」這個眼神清澈的小女孩
說，自己未來想成為一名主持人，讓更多

人知道樂於助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媽媽給我講過我出生時的故事，很感謝

當年幫助過我們的所有人。」個頭不大的龍
思羽很喜歡運動，體育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她說，自己的夢想是成為戰鬥機飛行員，保
家衛國，通過幫助他人來傳達自己的感恩之
情。
談及當年的事，羅漢寺的能運和尚記憶猶

新。當年地震發生後，羅漢寺在方丈素全法
師的帶動下幫助醫院搭建帳篷、用禪凳拼成
小床……「看到孩子們平安出生，我們都很
高興，收穫了『歡喜心』。」
能運說，這些「羅漢寶寶」的成長讓人欣
慰，希望以後他們能夠好好學習，繼續健康
快樂地生活。
「小時候看《西遊記》，裡面就有108個

羅漢，而我們是108個『羅漢娃』，感覺很
神奇。」傅梓航為自己「羅漢娃」的身份自
豪，一直希望能與其他的「羅漢娃」們見
面。
不久前，配合講述這些「羅漢娃」故事的
電影《一百零八》的拍攝，這些在手電筒光
照下出生於禪凳上的孩子們首次重聚。十年
前，羅漢寺的慈悲為他們遮擋住了風雨；十
年後，他們手拉手站在古樸的寺廟內，充滿
朝氣。

汶川大地震俄羅斯
救援隊原領隊、時任
俄緊急情況部行動管

理局局長的謝爾蓋·薩洛夫日前接受新華
社記者專訪時說：「中國人民對我們的工
作表示感謝，他們為我們救援隊送行的場
景，至今讓我們難以忘懷。」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

生特大地震，在世界各國中，俄羅斯第
一個向中國地震災區送去救援物資，第
一批向災區派去救援隊和醫療隊。如今
已退休的薩洛夫當時親率救援隊，赴汶
川參加搜救。
薩洛夫說，汶川地震極其慘烈，要從

廢墟下救出倖存者非常困難。俄羅斯救
援隊抵達現場後，首要工作是「偵
察」，搜救人員要迅速與當地居民溝
通，了解哪裡可能有倖存者。

「搜救中，我們的搜救犬廖尼亞在一
處廢墟上停住不走，經過謹慎作業，救
援隊成功救出一名被困127個小時的倖
存者，我們成為汶川地震中唯一營救出
生還者的國際救援隊。」他說。

目光肢體交流給予鼓勵
薩洛夫回憶說，俄救援隊由近百人組

成，其中有40名醫務人員、30名搜救
人員，其他人是技術和後勤保障人員。
救援隊原副領隊是時任俄緊急情況部中
央空中機動救援隊副隊長的弗拉基米
爾·列戈申，他曾獲「俄羅斯英雄」稱
號，找到生還者的搜救犬廖尼亞就是他
的愛犬。
薩洛夫表示，現任俄國防部長、時任

緊急情況部長紹伊古的女兒尤利婭，當
時在救援隊中擔任心理醫生。「我們所
有人都遇到語言困難，尤其是心理醫
生，要借助翻譯才能展開工作，翻譯忙
不過來時，尤利婭和其他心理醫生就用
目光、用雙手與受災民眾交流，給他們
帶去不少安慰，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和關
愛。」
「災後的汶川城，滿眼是廢墟，沒有

太多人。當我們完成搜救行動要離開
時，不知道一下子從哪裡湧出那麼多
人，他們熱烈地為我們送行。我們曾在
很多地方進行救援，但在汶川遇到的是
最隆重的一次送行，」薩洛夫說，「中
國人民對我們所做工作表示感謝，這樣
的場景讓我們難忘，這樣的情誼非常珍
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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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出生的震後出生的108108「「羅漢娃羅漢娃」：」：

十年成長十年成長 不忘感恩不忘感恩

■謝靈（左四）十年前醫護過的部分小傷員們再次相聚，甯瀟（左
二）、高瑩（右二）、康若琦（右一）。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汶川地震後，南方醫院組成愛心接待組，醫護那些送到南方醫
院的小傷員們。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南方醫院護士謝靈南方醫院護士謝靈（（右右））的婚禮上的婚禮上，，她十年前醫護過的她十年前醫護過的
小傷員甯瀟是她的伴娘小傷員甯瀟是她的伴娘。。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攝

■■震後十年來震後十年來，「，「羅漢娃羅漢娃」」的成長讓人欣慰的成長讓人欣慰，，他們充滿朝氣他們充滿朝氣。。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這些這些「「羅漢娃羅漢娃」」和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家庭，，則始終沒有忘記幫助過自己則始終沒有忘記幫助過自己
的人的人。。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婚禮上的賓客幾乎都是都江堰
人，來自十年前地震的重災

區。日常大家選擇不去碰觸的記
憶，卻因為這場婚禮的「告白」如
同大壩洩洪般噴湧而出，曾經發生
的一切都歷歷在目。十年前，還是
實習護士的謝靈被醫院緊急抽調，
成為接收汶川地震傷員的愛心接待
組成員。當時醫院召集了四名川籍
護士組成愛心接待組，希望為這些
來廣州治療的小傷員們，帶來鄉音
的慰藉。除了日常的醫療護理，謝
靈和其他三位老鄉同事，用自己的
川音、川菜，在53天的醫護過程
中，給予這些同鄉小傷員們鼓勵和
愛護。
婚禮上的伴娘除了甯瀟，還有高

瑩和康若琦，她們當年不過9歲到
15歲之間，小小年紀卻經歷了如此
大的災難和痛苦。康若琦回憶說，
當年只有9歲的自己傷勢最重，在
面臨截肢的恐懼之下，一度對生活
失去了信心。為了鼓勵她、逗她開
心，給她主治的醫生就陪着她一起
剃光頭做手術。還有高瑩，截肢手
術後，疼痛讓她徹夜大聲痛哭，謝
靈和自己的同事整夜陪伴鼓勵，小
心呵護。
那一年，謝靈也不過是個20出頭

的實習護士，地震對自己老家都江
堰的重創、三天無父母音訊的焦

慮，也讓她承受着重壓。在膽戰心
驚中終於盼來了家人平安的消息，
她心裡的石頭落了地，也正是有過
這種深切的「失去」之感，謝靈在
醫護過程中，對於這些同鄉的小傷
員們就不自覺想幫助她們更多一
點。

救死扶傷愛無界
甯瀟回憶說：「在南方醫院住院

時我就已經決定，將來一定要讀一
個和醫護相關的專業。」後來考上
護理專業，如今已經在都江堰本地
某醫院做護士兩年多的甯瀟感慨：
「當年我從醫生護士那獲得了那麼
多的愛，現在也要用同樣的方式予
以患者，讓他們感到溫暖。」
現在經營着一家網店的高瑩在謝

靈的婚禮上說了這樣一段話：「真
的很感恩，身逢逆境能夠遇到這樣
一群人，是他們讓我明白，這個世
界上真的會有人不求回報，毫無保
留地去為你付出，他們讓我明白這
個世界上有很多愛，可以是沒有血
緣的，可以是不分任何地區、不分
任何國界的。」
而今年19歲的康若琦，6月即將
參加高考。婚禮現場，一向安靜少
言的她回憶起當年的一切，她大聲
說出自己的夢想——「考上南方醫
科大學！」

■羅漢寺立了一座「108羅漢娃誕生紀念碑」。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
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日子，也是第十
個全國防災減災日。專家表示，中國
緊急醫學救援能力十年來顯著增強，
但在專業緊急救援隊伍建立、多層次
人才培養、災後心理危機干預等方面
仍有提升空間。
經歷了汶川地震等重大災難救援實
戰，近年來中國緊急醫學救援能力建
設不斷強化。四川省衛生計生委副主
任來建當天在首屆醫院管理與社會責
任百人論壇上介紹，四川大學華西醫

院牽頭籌建的中國國際應急醫療隊
（四川）日前已通過世界衛生組織認
證，成為全國第一支、全球第二支國
際最高級別的國際應急醫療隊。
不同於日常醫療救治，緊急醫學救

援對同時做到分工明確、指揮有序、
快速反應、多科聯動等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專家認為，中國在現場緊急醫
學救援指揮協調機制、全國區域佈局
的專業化緊急醫學救援網絡、專業人
才培養及學科建設等方面仍有不少工
作要做。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師協會腎
臟內科醫師分會會長陳香美建議，按
照現場救治、前方患者甄別、後方危
重病人搶救需要建立多學科聯合、知
識結構合理、團隊優勢明顯的專業緊
急救援隊伍。清華長庚醫院副院長王
仲認為，不應忽視綜合醫院急診科醫
生的綜合救援實力，應對其加強專業
災害救援培訓。

六方向發展災難醫學學科
「由於災難具有多樣性、特殊性和

複雜性，緊急救援做足準備的核心是
要建立災難醫學學科。」四川大學華
西醫院院長李為民介紹，華西醫院探
索建立災難醫學學科，制定了學科發
展的六個方向，並按專業緊急醫學救
援人員、普通醫務人員、非專業人員
等分層次培養人才。
災後重建過程中，心理創傷易被忽
視且負面影響往往持續多年。四川省
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黃國平建議，開
發災難醫療救援無線終端平台以實現
信息和資源共享；將因災難產生心理
創傷、心理疾病的人員納入類似基本
公共衛生服務系統進行管理、治療，
實現持續跟蹤服務和信息更替。

緊急醫學救援能力十年來顯著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