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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屋”少年的十年奋斗路
“飞屋”搁浅

他选择救死扶伤的医护专业

陈星宇还记得说出要造“飞屋”时
的那个课堂。那是2013年5月21日，
他还是芦山县龙门乡隆兴中心校五年
级二班的学生。

那天下午的班会上，老师引导大家
讲出自己的梦想。说着说着，习近平
总书记从门外走了进来。陈星宇是
总书记走进教室后第4个说出梦想的
人，他说自己长大后要造会飞的房子，
让大家免受灾难侵扰。听了他的讲述，
总书记给予了鼓励。

后来，他看了《飞屋环游记》，看着
电影里的房子被气球带上天，他认真想
过飞屋的动力组成，想过房子的轻量化
问题。不过，在家里修新房背了砖后，
他开始明白，可能现实中造不出会飞的
房子。

升入中学后，老师告诉他，以后去
大学要选择一个人生方向。他想，当
科学家造会飞的房子，本质上就是想
帮助更多人，相较于造不出的“飞屋”，
救死扶伤的医护专业对他来说更为实
际。于是，高中毕业后，他选择报考了
医学院。

如今回头再看，那堂班会课上，他
和同学们好像都“失约”了。但大家从
隆兴中心校出发，四处散开，走向新的
梦想，好像又都好好地“守约”了。

4月9日，陈星宇完成了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在他看来，10年前许下的

“飞屋”梦想，在经历过大学和实习后，
他已完成了一半。

在校期间，他努力学习，掌握了不
少医护技术。他还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这些朋友教会他做人做事的道理。他
说，大家都很拼，他必须全力一赴才能
不落后。

陈星宇实习的医院位于广元，在那
里，他给病人打针输液，随急诊科救护
车出诊，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

4月20日，芦山“4·20”地震第10
个年头，一场追悼会在他家乡芦山举
行。而此时的陈星宇，正在位于达州
的考场上参加一场考试。通过考试
后，他就有机会去心仪的川北医学院
继续学习。

在陈星宇眼里，完成下一步的学习
计划并成为一名正式的医务人员，他的

“飞屋”梦想才算真正实现。

放飞梦想
孩子们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

今年3月实习结束后，陈星宇在家
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家的新房就建在离老家不远的
地方，一两百米的距离内，全是亲戚和
以前的邻居。往老家走去，会路过他们
的土地，跨过他们的田埂，他们家里养
的狗也会出来对这个不太熟悉的人“汪
汪”叫。

震后，他家的房子被评定为危房，
很快就被拆除了。他们一家人在旧址
上建起了临时的过渡房，如今已废弃了
很久。房屋正对着一块油菜地和一条
小路，小路连接的是镇上的主干道。陈
星宇说，在龙门镇还是龙门乡时，这条
主干道不像现在一般宽敞干净，两边的
房屋、商铺也没有那么多。而地震时还
在吃奶的弟弟，今年也已经12岁了。

10年后，隆兴中心校的变化也很
大。如今，“科幻特色学校”成为这里的
名片之一，并成为承载孩子们天马行

空、无拘无束梦想的载体。这些年，很
多孩子从这里出发，参加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并屡获大奖。

隆兴中心校陈列室里，收藏了很多
孩子们的画作。画作中，孩子们的思绪
飞出地球，畅想着外太空的旅行，还给
地球装上可处理污染的吸尘器。

教室里，老师曾用粉笔写下“感恩
奋进，放飞梦想”的黑板，也变成了多媒
体教学设备。同学们通过更新的手段
和方式学习知识、与老师互动，以探索
更广阔的世界。

在陈星宇的世界里，家人很重要。
父母引导他好好学习，也让他体验农活
学会做饭。他说，这让他受益匪浅，不
仅让他能够走出去，还保证了他饿不
着。而当时选择医护专业，除了想帮助
更多人，他也藏了“私心”——他的外婆
常年受疾病困扰，离不了药。上大学
后，家里人常就疾病的处理咨询他的意
见，有些问题他能够处理，有些问题他
无能为力。但至少，他的所学开始真真
切切有用于家庭。

读大学后，陈星宇在家时间不多。
在家时，他就负责照顾弟弟，为放学的
弟弟做饭，家里有啥他做啥，他做啥弟
弟就吃啥。兄弟俩从小就合得来，喜欢
的东西也大体相同。看到曾经只知道
哭闹的弟弟越长越高，他说，弟弟是家
里这10年来最大的变化。

笑对人生
地震只是生活中的一朵浪花

那场地震给陈星宇带来很多改变。
经历过大灾大难后，生活学习中的

琐事，似乎变得无足轻重。遇事时，他
喜欢微笑面对。

震后，他开始学习地震知识，用科
学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开始知道
地震为什么会发生，等级不同的地震都
会带来哪些危害。小时候，他怕黑，不
敢把手脚伸出被窝。睡觉时，要放手电
筒在枕头旁，要用被子蒙着头睡。对地
震的了解学习，让他从神鬼妖怪的故事
中抽出身来，正确审视那些本不存在的
东西。

在外求学期间，他会在朋友们讨
论地震时，给他们讲关于地震的场景，
讲地震危害，让大家知道地震也能避
可躲。

相反，在芦山，大家并不怎么谈那
场地震。陈星宇把这归结为“要用发展
的眼光向前看”。虽然不谈，但大家也
不刻意回避。10年过去了，地震也只是
生活中的一朵浪花，后面的浪花翻涌向
前，前面的浪花就消失在沙滩上。

那节班会课上的同学，如今大多已
和陈星宇失去联系。他们带着课堂上
说出的梦想，从隆兴中心校出发走向了
更大的舞台。偶尔在芦山相遇，他们会
相互寒暄，聊起上学时的种种小事。

结束实习离开广元前，陈星宇约
了两个朋友去了剑门关。在医院实习
这么久，他们的休息时间老凑不到一
起。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
奇而险，3人中，1人没吃早饭爬山没有
精神，1人脚抽筋了4次。只有他，全
程无事。

“回去了我还能蹦跶。”陈星宇说。
这些年，从雅安到达州到广元，外

面的世界很大，但离家却越来越远。为
此，二十出头的陈星宇给出了自己的理
由：先完成升学任务，让以后的自己更
加强大，才能为今天遇到的问题给出解
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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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10年，陈星宇还是会想起自己曾经提出的那个飞在天上的房子。
那是“4·20”芦山强烈地震后1个月，班上举行“感恩奋进，放飞梦想”的主题班会，同学们讲述了各式各样的梦

想，诉说着长大以后要成为的人、要做的事。陈星宇的梦想是“建可以飞在天上的房子”，恰巧，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教室听到了他的讲话，总书记鼓励青少年要敢于有梦。

为此，陈星宇当时立志要当科学家，“因为科学家无所不能。”
震后不久，陈星宇家开始修新房。修房时，他帮着背砖，知道每一块砖的重量，终于明白造飞屋的可能性十分

渺茫。最终，他的梦想回归现实和理性，不再想造飞屋，转而想成为一名医护人员。他把这看成是“飞屋”的延续
——打针输液也能减缓患者的痛苦。

震后第7年，他考入达州一所医学院，成为一名护理专业的大学生。如今，他已在医院实习了8个月，马上就要迎
来毕业季。回顾过去这10年，他说，“飞屋”之下所承载的梦想一直不曾改变。

◀隆兴中心校
陈列室里展出
的学生画作。

▲陈星宇在大
学刻苦学习。

◀陈星宇（右）
和同学一起研
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