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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历史的截存，是时间的牵引。即便在十余
年后的今天，关于“5·12”的记忆，依旧如此刻骨铭心。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阿坝州汶川县发生8.0
级大地震。而在彼时，我们清晰记得，那声声的呐喊、
鼓劲，彼此的安慰，以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庄重承诺。
一个时代的回响，从来有一种穿透时空的永恒力量。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
防灾减灾日。那段抗震救灾的英雄史诗，历久弥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谊，支撑着灾区人民走过最艰

难的时刻。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坚毅，则一路护佑汶
川走出悲痛、浴火重生。

十余年的时间，希望的种子，茁壮成长。从这块土地
汲取养分，也为这块土地疗愈伤痕。这个起于至悲开局的
故事，因为有了责任、勇气和爱的加成，最终有了不一样的
演绎。在地震中失去右腿的王睿，装上假肢站上了东京残
奥会的领奖台，不自弃便有奇迹；当年的9岁男孩曾家富，毅
然追随恩人参军，铮铮硬汉誓要守护更多人……

十余年的时间，一代人长成，一座城新生。今天的

汶川，新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基础建设、人居环境、居民
福祉等都有了跨越式提升。

在修复中发展，在发展中跃升。高质量发展，始终指引
着汶川重建的全过程。以特色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生态旅
游、文旅周边为核心的多元化产业，硕果累累。经济总量和
人均水平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

汶川大跨越，从苦难走向涅槃。不忘苦难，活在当
下，用实实在在的奋斗与“幸福感”来平复伤痛，这是最
好的告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彦霏）5月11日，由省减灾
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合开
展的2023年全省防灾减灾知识竞赛情景演讲比赛在成
都举行。本次比赛旨在通过高校学生各具特色的防灾
减灾情景演讲，向广大群众科普应急知识、提高防灾减
灾意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本次活动分为线上有奖答题和线下情景演讲比
赛两种方式，经过全省百余所高校激烈的线上比拼环
节，竞选出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内江卫
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等10所高校参加本次线下情景演
讲比赛。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线下演讲比赛主要以

高校为单位，排名前十的学校分别选出一支3人队
伍，现场随机抽取题库，通过城市火灾、地震、泥石
流、交通安全、居家安全、森林火灾、山区洪涝、城市
内8个板块的灾害事故情景案例分析，以讲故事的形
式，讲述巧妙应对灾害事故的方式方法，向公众普及
防灾减灾知识。

“敬礼娃娃”名叫郎铮。如今，15年过去，当年的
“娃娃”已长成阳光大男孩，爱打篮球，成绩优异，更有
着坚定目标。同时，他也带着大家的祝福，保持着坚韧
和初心，在属于他的人生路上努力奋斗着。

5月10日，郎铮的父亲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分享了郎铮的近况。

“这是上个月郎铮18岁生日时拍的。”照片中，郎铮
身着白色短袖，用双手比着“胜利”手势，脸上带着羞涩
的微笑。郎铮的父亲介绍，目前郎铮在绵阳一所中学
上高三，分科时选的文科。眼下，距离今年高考还有不
到一个月时间，他正在积极备战，争取考出好成绩。

“郎铮一直很努力，成绩在全校排名靠前。”郎铮的
父亲说，郎铮的同学和老师都知道他是当年的“敬礼娃
娃”，但从来没有“特殊对待”，“他和同学、老师相处得
很融洽，大家都很喜欢他。”

除了努力学习外，身高1米85的郎铮平时热爱运动，
尤其喜欢打篮球，经常会和父亲进行一对一“切磋”。

15年前，3岁的郎铮被救出来时，就和军人结下了不
解之缘，他也从未忘记当年抬担架的解放军叔叔们，每逢
节假日，他都会给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发去祝福短信。

“军人的精神，牢牢地刻在了他的心底。”郎铮的父
亲说，郎铮平时像军人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他一直想
去军营里锻炼，不仅是锻炼身体，还希望锻炼出军人一
样的优秀品质。”

这些年来，郎铮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希望通过努力
学习，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也时常帮助他人，
就像当初那些无私帮助他的人一样。

对于未来，郎铮的目标是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他喜
欢文学、历史、国际政治等专业，“希望能为国家作出贡
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一粒种子，从破土而生到枝繁叶茂，从花朵压枝
到硕果累累，这段故事，仿佛诉说着“夹缝男孩”郑海
洋的“新生之路”。

2008年5月12日，绵阳北川中学，17岁男孩郑海洋
被困在废墟中；22小时后，在被救出的那一刻，他在缝
隙中摆出“胜利”手势，脸上的笑容感染无数人，也因
此被大家称为“夹缝男孩”。

15年前，郑海洋从夹缝中被救出，“那一天我得到
了新生”；15年后，他返乡创业，将首次直播时间定在
了5月13日。5月9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他正在准备帮村民销售枇杷，他说，“希望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用双手“走着”脚下的路

2008年5月12日，地震来临，顷刻间，北川中学教
学楼垮塌，郑海洋被困在废墟的夹缝中。被困约22小
时后，他被救出。在被救出的那一刻，他在缝隙中摆
出一个“胜利”手势，脸上带着笑容，乐观的态度鼓励
了很多人。

2023年5月10日，郑海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时
隔15年，他再度回到北川中学，回到那个承载众多回
忆的地方。在这里，身高1米83的郑海洋曾和同学一
起打篮球，也是在这里，他失去了双腿，“但现在的我
一直用双手，走着脚下的路。”

高中毕业后，郑海洋到天津上大学，学习电子商
务。轮椅并未困住他前进的步伐。2015年，他开始创
业，由于没有经验，曾被骗了20多万元。后来，他多了
一些对项目的前期评估，在挫折中慢慢成熟。

郑海洋和合伙人创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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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每一个挑战的到来

15年，郑海洋长大了，干过电商、餐饮，还计划开
民宿；15年，曾经的北川也在困境中重生，城市建设越
来越好，乡村道路进行了硬化，产业逐渐发展起来。

2020年，郑海洋和合伙人在北川片口乡承包了几
十亩林地，用于种植重楼、白芨等名贵中药材。当年
年底，他和合伙人将育好的药材苗种上山。不料，苗
种正努力生长时，遇上2021年夏季那场特大暴雨，刚
栽种一年的药材苗被洪水冲走。他说，当时，他们花
了很大功夫，将残留的药苗进行移栽，并重新育苗进
行补种，“损失非常大。”

“前几天，我还去药材基地看了下，长势还比较
好。”郑海洋相信，今年年底的药材收获期，应该会有
一个好的收成。如果效果好，他和合伙人还准备以片
口乡为基地，扩大种植面积，辐射周边的乡镇，让当地
更多的村民参与其中。

“我没法肩挑，但直播带货还是有一些经验。”5月
9日，记者见到郑海洋时，他正在为直播做准备，这一
次，他准备帮村民把羌山的枇杷销售出去。

直播的日子定在5月13日，郑海洋说：“希望是一
个新的开始。”他计划先尝试直播带货，如果效果好的
话，再推广其他产品，把北川的高山萝卜、大白菜等绿
色山珍介绍给大家，打响高山蔬菜品牌，让更多人品
尝到高山食材。

今年年初，郑海洋回到家乡承包果园种植桃树，
这个计划曾遭到家人与朋友的反对。如今，精心打理
的果园中，桃树已挂果，成熟在望，“我在这片果园，见
证了生命的力量。”

如今，父亲还是在北川一所小学任教，母亲已经
退休，郑海洋也到了而立之年，父母最大的心愿是让
儿子早日成家。郑海洋说，他与女友相处快4年，等空
了后，就准备结婚，“这次把手里的事忙完，就把婚礼
办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冷宇王祥龙 周洪攀

■“5·12”聚焦第15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汶川跨越：一代人长成，一座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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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生地”
“夹缝男孩”郑海洋在北川用电商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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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娃娃”郎铮
正全力备战高考

目标是中国人民大学

四川首届防灾减灾知识竞赛情景演讲比赛举行

2008年5月12日，绵阳
北川老县城在地动山摇中
化为废墟。当全国都沉浸
在悲伤中时，一位被救出
的3岁小朋友，抬起稚嫩的
右手，向抬着担架的解放
军战士敬礼，这一幕被记
者用镜头记录下来。

5月13日，郑海洋将进行直播，为家乡枇杷带货。

▶郎铮18岁生日时
拍摄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