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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面时，甘宇拖着还未痊愈的左腿，缓慢走上前，一把抱住倪太高——如同绝境获
救那一次的拥抱那样。

12月10日，“9·5”泸定地震震后96天。四川雅安石棉县王岗坪彝族藏族乡，在通往猛
虎岗的山脚下，甘宇提着礼物，拖着伤腿行走着。一路上，震后破坏的痕迹依然明显，被乱
石砸断的路还在抢修，一簇簇玉米已经被风干变黄。

这是泸定地震后的第一个冬天。甘宇和倪太高见面已是午后，倪太高在房前的坝子
摆上两个大圆桌，热情招呼邻居都来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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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96天甘宇重回王岗坪
致谢恩人更是心向未来

相见
盛放的菊花迎接远方来客

等待见面
一大锅坨坨肉准备好

一大早，倪太高拜托侄儿媳妇买的
小猪就送到了，86斤，能做成一大锅坨
坨肉。倪太高穿上了只在重要场合才
拿出来的对襟上衣，高兴地站在一边。
女儿女婿已经将客厅收拾敞亮，刚打开
沿街的卷帘门，邻居们就问：“今天甘宇
要来哇？”

对于这场见面，用心准备的还有甘
宇一家人。甘宇和父母提前一天抵达
了湾东镇，那是山的另一边。上午8点，
全家人从湾东水电站坐船而下，40分钟
后抵达王岗坪。但在震后重建的交通
管制下，来接他们的车要在管制路口再
等一个半小时。

甘宇决定先慢慢走着，原本葱郁的
山体上，滑坡的刮痕苍白巨大。公路被
乱石砸断，工程机械正在逐渐清理，空
气中弥漫着尘土的味道。瞬间灾难破
坏的一切，需要漫长时间去重塑。

曾经，倪太高住在村子里最高的地
方，站在房前，就能看见甘宇获救的猛
虎岗。地震后，村民们被统一安置到山
下，那里是修建水库时的移民安置房。
整齐的小楼房雕檐画梁，图案精致，二
楼小平台上的菊花正在盛放。

泸定地震受灾群众的房前都贴着
安置明白卡，上面有被安置家庭和包保
干部的信息，明白卡下方，还贴着能提
供心理疏导和志愿服务的联系方式。
屋内的火盆烧得正旺，老奶奶们说，都
想看看这个被邻居救的小伙子咋样了，
更想当面谢谢这个在地震中爬上大坝、
开闸泄洪的年轻人。

“人家在山里17天，啥都没有都能
活下来，我们好手好脚，一切都会好起
来的。”丢一块柴到火里，38岁的杨雪梅
爽朗地笑道。

动人细节
倪太高忍着腰伤背甘宇

中午12点，被管制的道路按时开
放，路面上的泥沙、巨石大多清理干净，
露出了沥青路面，车驶过时有些颠簸。

在大岗山隧道外，甘宇终于见到了
倪太高，几乎同时，甘宇脱口而出“谢
谢”，倪太高则问：“身体怎么样了？”这
个瞬间，除了寒暄，一个拥抱，足够表达
所有的情绪。

事实上，这个故事有太多动人的细
节：甘宇在地震发生后和同事罗永救助
伤员，又一起爬上大坝、开闸泄洪，保护
下游的村庄，他在错过最佳逃生时机后
失联17天。在相对漫长的寻找中，从直

升机到各地救援队，经过好几轮地毯式
搜救未果，仍未放弃。越来越多的村民
放下受灾后亟待处理的大小事加入寻
找，共同想办法。

整个过程中，作为最终找到并救下
甘宇的人，58岁的倪太高是最难忽视的
存在之一。在他看似极其偶然的寻找
背后，是他一直的热心善良。他当过民
兵，村上谁家有事都会去帮忙；他读书
不多，靠着放羊种庄稼、上山挖草药，供
出了两个大学生。他从不觉得自己救
了甘宇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当时
那种场景，不管是谁都会救，换了谁也都
会去救。”

当甘宇全家坐在他家客厅时，倪太
高才第一次告诉甘宇，在背他下山前，
自己腰部在地震中已经被石头砸伤了，

“刚刚出院。”即使救出甘宇后，倪太高
也一直从新闻里关注着甘宇的伤势。

“倪叔，你知道我当时听到你的声
音时，我有多激动吗？”对于失联的17
天，甘宇曾对很多人回忆过自己是怎么
拼命活下来的，但他很少讲起，那种每
天呼叫都没人回应、每天都能听到直升
机的声音，却无能为力的绝望，“绝望之
后还得想怎么活下去，终于，我等到了
你，我们全家真的很感谢你！”

“你们这就是好人救了好人嘛，好人
会有好报。”坐在一旁的老乡插了一句。

未来
新家新出路现在就谋划

带来改变
父子俩到哪里都要发定位

“其实我们早就想来了，但孩子的
腿一直在治疗，加上这边在重建，才耽
搁到现在。”甘宇的母亲陈为淑有点哽
咽，她没说出口的是，在寻找甘宇的那
17天里，她曾一遍遍哭着说对不起孩
子，从小给孩子的关心太少。甘宇是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从小就懂事，从
成长到学习都没让在外打工的父母操
过心。

曾经，陈为淑以为，他们这个长久
分离在各处的家庭，能靠着亲人之间的
理解和信任，在心灵上从不分离。但这
次，当她连甘宇具体工作的地址都不知
道时，她才意识到，空间距离的分隔并
不能完全被感情弥补。

甘宇2019年进入泸定县湾东水电
站工作，他的工作很杂，包括现场施工、
管理结算、车辆安排等。每天上午8点
上山工作，直到下午6点下山，忙起来，
可能要两三个月才去一次镇上采买生
活用品。他习惯报喜不报忧，从没向父
母详细讲述过自己的工作情况。

但这一次，甘宇重新理解了家人的
意义。获救后，他有段时间总是会做噩
梦，梦见自己还在山里，还在呼唤救援，
然后惊醒。陈为淑什么都知道，但做母
亲的不会再躲着哭了，她拉着家人陪甘
宇聊天、做复健，仿若在重新弥补陪伴
孩子长大的过程。

其实，陈为淑并不意外甘宇会在地
震发生后选择逆行。作为母亲，她宁愿
孩子能自私一点，先逃出来再说。但她
又觉得，如果是她，也会做一样的选择。

在寻找甘宇的日子里，几乎崩溃的
情绪下，她会一遍遍跟救援队员确认，
确认他们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参与救援。“因为我也是母亲，我不能让
别人的儿子为了我的儿子犯险。”甘宇
出院后，每天都在院子里散步、钓鱼，陈

为淑站在窗前看着儿子，时常想着再做
点什么给他补身体。这样的平静和幸
福，她想一直维持着。

如果非要说这件事给她带来的改
变，陈为淑笑了，“现在，父子俩在哪里
都要给我发个定位，这是我们全家都说
好了的，不能隐瞒。”

新的出路
搬新家有望“吃旅游饭”

“我把猪都卖了，现在一年的房租
是6000元，我得计划下活路。”地震中，
倪太高养的120只羊少了18只，上门收
羊的商贩压价到1000元一只，他没舍
得卖，觉得到了明年，羊价会涨起来。
他借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早上先到
乡里开入山许可证，再骑着车到山上喂
羊，下午4点半，将羊都赶回羊圈后，再
下山回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
明年雨季，山上的路会更糟糕。”

倪太高希望自己的羊能卖个好价
钱，因为在上个月，距离他现在住所不远
处，石棉县“9·5”泸定地震王岗坪集中安
置点农房重建项目启动，项目计划新建
安置房874套，主要安置王岗坪乡的受
灾群众约620户2363人，并配套建设应
急避难广场、内部道路等相关附属设施。

“我得攒点钱，搬新家。”靠山吃山
大半辈子，倪太高觉得现实正在逼着他
想新的出路。他看新闻上说，以后可以
依托王岗坪旅游景区开发，实现稳定就
业增收，这也是个不错的方向。

另一方面，经历过这样一场波折
后，甘宇和倪太高都越来越能从生活中
咀嚼到那些细微的幸福。甘宇回家第
一天，做过厨师的爷爷弄了一桌好菜，
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回家第二
天，甘宁去理发店剪了头发，全家终于
有了一张新的合影。他慢慢康复，如期
参加了一级建筑师资格考试，正在等成
绩。“面对那么多困难都坚持了下来，我
会更加坚强面对以后的生活。”直播时，
他对着网友这样说道。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地震发生
时，倪太高家厨房垮了，原本当时应该
在里面做饭的两个女儿，因为二女儿预
产期到了，住进了石棉的医院而幸免于
难。接通电话已是两天后，全家人相互
报了平安，更高兴的是，这个家庭还添
了一个小成员。

事实上，就在这场重逢的前一天，
四川省“9·5”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强调要高
标准严要求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把
灾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典范。

甘宇和倪太高觉得，有太多更重要
的事要去做。吃过饭后，两人站在屋
前，看向山上。

“倪大叔去看过以后的新房没？”甘
宇问。

“没有呢。”
“为啥？”
“反正修好了就知道了，着啥急。”

前往猛虎岗的路依旧还有震时的痕迹。

12月10日，甘宇（左二）和家人到倪太高（右二）家登门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