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5·12”。13年过去，郑海
洋已近而立之年，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他在成都开了一家早餐连锁
店，在北川片口乡种了几十亩药材，眼
下，他又和朋友合伙拿下一片山，准备共
同投资做民宿。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夹缝男孩”这
个称呼了——“5·12”地震中，北川中学
教学楼垮塌，郑海洋被困在废墟夹缝中
超过22小时，在被救出的那一刻，他摆出
一个“胜利”的手势，露出笑脸，因此被媒
体称为“夹缝男孩”。

“我时不时在梦里‘见’到当年的同
学，他们还是那样年轻。”郑海洋说，今年

“5·12”，他不准备再去北川老县城，“每
去一次，心情就忧伤一次，我想开启新的
生活。”

废墟下被埋22个小时
获救时的微笑感动网友

13 年前的“5·12”，郑海洋一直不愿
意去回忆。

直到事发8年后，他才在微博上发表
了《废墟下的22个小时》，描述了地震发
生至自己被救出的22个小时里所发生的
故事。这篇收获263万点击量的文章其
实写于2009年，而发表前，这段记忆尘封
8年，他从未开口对人诉说。

文章中这样描述，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两点，67 位北川中学高一（2）班
的同学坐在五楼教室里，听杨汉德老
师讲政治课。14 点 28 分，教室一阵摇
晃，持续几秒，头顶一些细碎的粉末和
颗粒掉了下来。杨汉德老师猜测是地

震，他正考虑是否继续上课，就感受到
更强烈的震感，像是冲浪时接连涌来
一浪比一浪高的波涛，“人根本站不
稳”……

醒来时，郑海洋发现自己躺在废
墟中，双脚被掉下的天花板死死压住
……接下来的 22 个小时里，疼痛让他
产生太多次放弃活下去的念头，但听
说民兵和吊车已赶到附近，求生欲让
他条件反射般地留给外界一个微笑。
在场记者拍下了这一幕，郑海洋的微笑
感动了众多网友，大家亲切地称他为

“夹缝男孩”。

坐着轮椅“跑”马拉松
事业小成准备明年结婚

那场灾难中，郑海洋失去了双腿，但
现实并没有将他击垮。

近日，记者点开郑海洋的微信朋友
圈，发现一条前不久他去都江堰参加马
拉松的信息。身着比赛服的他坐在轮椅
上，两手推着轮圈前行。“虽然成绩靠后，
但我最终‘跑’完了全程。”郑海洋说，他
在“跑”完马拉松后发朋友圈，并在朋友
圈里留言，“无兄弟，不奔跑，再下一马。”

他的人生也在一路向前。高中毕业
后，去了天津读大专，学习电子商务。
2015年开始创业，和合伙人创立了“假先
生”APP，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康复，通过
连接社区、康复中心和医生，为患者提供
免费的线上诊断和康复方案。为了尽快
争取到第一轮300万元的融资，他辗转北
京、上海等城市，参加创业比赛、与创投
公司洽谈、发表路演等。

今年就要满 30 岁的郑海洋，大多数
时候还是在四川生活。“我在成都开了家

‘半青春’包子铺早餐连锁店，还在北川
种了几十亩中草药。”郑海洋说，在成都
上班时，他经营包子铺，回北川看父母
时，就去看看中草药基地。

现在，他还有了新想法，准备找加盟
商做大连锁店，并拍一部纪录片。同时，
他在北川和合伙人拿下一片山，准备共同
投资做民宿。但最让他期待的是，相恋多
年的女友辞去了外地工作，准备到成都来
和他一起创业，他们打算明年结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姚茂强 受访者供图

072021年5月12日 星期三 责编龚爱秋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四川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封面新闻联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直播重走5·12地震灾区感受红色文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田之路）2008年

后的每年5月12日，汶川映秀宣誓广场总
会迎来一批又一批前来纪念的人们。其
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着“检察蓝”，静
默地站在地震纪念碑前，用一束束白菊寄
托哀思，缅怀遇难同胞；他们围坐在一起，
一次次忆起舍生忘死冲险境、帐篷里挑灯

办案的往事；他们坚守在岗位上，在每一次
履职中传承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用法治护航
灾区改革稳定发展。他们，是人民检察官。

2008 年地动山摇中，广元市青川县
东河口地质破坏严重，如今，这里已变成
地震遗址公园，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公益诉讼检察官捍卫着这方水土的干净

清澈；在受灾严重的都江堰市，目之所及，
堰水清清，这里有全国首个生态旅游检察
部门；绵竹村民许远发收到了检察官助其
申请的司法救助金。时间流逝，爱如暖
阳，抚平了他的丧子之痛。

13年，是时间的跨度，也是重生的足
迹。经过抗震救灾、科学重建、发展振兴，

在地震中经受重创的天府大地发生了历
史性改变，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封面新闻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四川
省人民检察院，将和检察官走进汶川等十
个极重灾区，一起感受四川红色文化的力
量。5月12日早上8点起，开启图文、视
频直播，见证抗震救灾精神的赓续传承。

开餐饮种药材参加马拉松
“夹缝男孩”失去双腿仍不停“奔跑”

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 13
周年纪念日。13 年前，震中汶川山河破
碎，受灾严重。全国上下的援助，让汶
川在岷江畔重新“站立”。如今，生活在
汶川这方土地，人们能够从吃住行、游
购娱等方面，感受到“无忧城”的安逸。
这份来之不易的安逸，也让汶川人更懂
得感恩。

13 年来，从捐款捐物驰援青海玉树
地震灾区，到映秀镇渔子溪18名村民赶
赴云南彝良地震救援，再到汶川派出200
多名救援人员参与芦山地震救援……面
对灾难，一个又一个汶川人奋勇向前。

“滴水恩、涌泉报”的自觉，早已深入汶川
人的骨髓。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当武
汉宣布“封城”时，一支“逆行”车队满载
着新鲜蔬菜，拉起“汶川感恩您，武汉要

雄起”的条幅，义无反顾地从汶川奔向
1300多公里外的武汉。

车队的人员，是汶川县三江镇龙竹
村党支部书记赵勇和 11 位村民，他们
被称为“汶川 12 勇士”。“不要钱，随便
摘，只要帮我把菜送给武汉人民就行”，

当地菜农的这句话，激励着他们前行。
6 辆满载新鲜蔬菜的卡车从龙竹村驶
出，26 个小时星夜兼程，顺利将 100 吨
蔬菜交由武汉市武昌区卫健委统一接
收。

24 岁的汶川人佘沙，是四川省第四

人民医院肿瘤科护士。两次主动请战
后，她于 2020 年 2 月 2 日随四川第三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前往武汉，被分配在医
疗队的驻点酒店负责院感与后勤工作。
工作理顺后，佘沙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
多，又三次申请去医院工作。2月11日，
她进入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病区的清洁
区。但佘沙还不满足，又两次申请进入
污染区照顾病患。

13 年来，还有许多像“汶川 12 勇
士”、佘沙护士一样的人，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着做勤劳、善良、感恩的汶川人。汶
川人从家园尽毁到重新站立，再到今天
的‘无忧’汶川，离不开党和祖国母亲、全
国人民的温情关怀。汶川人早已将这份
恩情厚植于内心深处。这份恩情，也将
一直照亮汶川人前行的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汶川13年 在感恩中奔跑

“5·12”地震时，被困在垮塌楼房夹
缝中的郑海洋。

郑海洋参加双遗马拉松。

汶川漩口当地村民欢迎佘沙回家。 “汶川12勇士”将蔬菜送到武汉时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