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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回去看看那道
河沟，看看那个场景是什么样
子？能回去我很高兴，但也很
紧张，因为那些东西可能一辈
子都会记在心里。”

2023 年 11 月 30 日，距离
北京7月31日暴雨已过去4个
月，刘文永第一次回到那个让
他经历生死的地方，那个令他
永远失去两位队友的地方。

刘文永，北京市房山区蓝
天救援队队员，代号“一休”。
在失去队友王宏春和刘建民的
4个月里，他如何穿越心中的那
条“河”？

重返
吃火锅的约定没能成真

11月30日，记者在北京市房山
区蓝天救援队再次见到刘文永时，
已时隔4个月。阳光打在他脸上，能
看到笑容，但也能看到难以言说的
复杂表情。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一行驱车
前往北京暴雨的受灾点——那个他
亲历生死的地方，那个令他永生无
法忘记的地方。

冬日的山路边，村民房屋的墙
上依然留有洪水退去淤泥的印记。
曾经倒塌的大桥已重建，曾经被水
淹没的马路，铺起了柏油路。

刘文永开着车，诉说着这4个月
的经历。车行驶到一棵白杨树旁，
他突然停下，驻足良久，语音低沉地
说：“两位队友漂走的位置，就在这棵
白杨树边上。当时，大水冲下来，一
排树就剩一棵了……”

他依然记得，洪水中的一幕幕
艰难时刻。比如，王宏春几次对他
喊——“哥！我要漂出去了。”他赶
紧把王宏春的腿拉过来，坐在自己
身下，安慰她“一定没事”。可是最
后，船还是翻了，人没了。

刘文永讲完这一段经历，很久
没再说话。

那场洪水给刘文永留下的印
记并不都在心底，因为，有些生活习
惯也发生了改变。

比如洪灾过后，他再不愿吃火
锅，因为一想到火锅，就会想到牺牲
的王宏春。刘文永清晰记得，那次
救援之前，王宏春自费买了一大堆
火锅食材存在队里，说救援结束，大
家一起好好吃一顿。但这个约定，
再也无法实现。

“我4个月没吃火锅了，以前冬
天特别喜欢吃……”刘文永说。

收拾心情的刘文永，继续上
路。当车开到自己当时获救上岸的
地方，他的情绪瞬间复杂。指着一
处凸出来的直角管道，他说：“我就
是从那里爬上岸的，那是我们当时
唯一能求生逃命的机会。”

“我一直想回来看看，看看那个
场景是什么样子？有些东西可能一
辈子都会在心里。”刘文永说。

重生
为了“信仰”将继续救援

另一位牺牲队友刘建民的家，
和刘文永的家离得很近，“每周都要
去建民家待上半个小时，想看看有

什么能
帮 的 ，尽
点微薄之

力。”
刘文永说，洪

水后的两个星期，他一
直奋战在救灾一线，试图用

忙碌去麻痹自己失去队友的伤
痛。等到救灾任务渐渐少了，一次散
步时，他看到一则餐厅转让的信息，
于是接手了那个卤煮火烧店。这是
他在继续救援队工作之外的又一份
工作。

刘文永的小餐馆成了队友们的
“根据地”，他每天会多包几十份饺
子，存着，“如果队友有需要，最起码
在我这吃饱是没问题的。”

灾情结束后，蓝天救援队开了
培训班、研讨会。国庆假期，还组织
队员去外地学习了“激流勇进”。刘
文永说，那次培训，他针对水域救援
学了好长时间。

“灾情之后，来了很多新队员。”
刘文永感受到，那场洪水之后，很多
人的善心被唤醒，很多人打听如何
加入蓝天救援队，其中以30岁左右
的年轻人居多。这也让刘文永想起
了自己当年加入救援队的往事。

“2019年左右，当时机缘巧合看到
一篇报道，上面留了房山区蓝天救
援队队长陈海军的电话。我当即拨
通电话，和队长聊了20多分钟。”

谈到队长陈海军，刘文永言语间
满是尊重。“队内的装备几乎都是他
自费买的，他的工资基本上全部用在
队伍建设上了。”

两位队友牺牲后，有一次队长
跟刘文永讲，“幻想着‘23’会带着建
民从大门口走进来。”

刘文永说，他和队长很少提起
牺牲队友的事，“有次吃饭看见队长
掉眼泪，我特别理解他。”

经历了那场灾难，刘文永说，他
的心态发生了转变，“现在大家压力
都大，可能很多时候会抱怨。其实
在面临生死时，这一切都不叫事。”

经历了那场灾难，刘文永对“绝
望”一词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落
水的时候，就希望有人能拉一把。
其实咱们平时生活也一样，有人跌
倒了，也想有人能扶一把。我们经
常去救援别人，但我也体验了一次
成为被救的人。”

刘文永说，通过那次救援，他
还看到一种希望，比如，政府的资
源响应很及时，百姓纷纷加入志愿
者行列，每天很忙、很累，却没人喊
退出……

“我们活着的人还要努力生
活。”刘文永说，队里特意给当时参
与救援的一线队员定制了纪念章。
对他们来说，这是纪念，也是缅怀。

“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信仰，碰撞
在一起，组成一个圈子。”这是刘文
永对房山蓝天救援队的理解。为了
这份“信仰”，刘文永说，会将救援继
续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卢荡何金蓝

北京市房山区蓝
天救援队队员刘文永
接受记者采访。

摄影任仲轩
新华社上海 12月 26 日

电 记者从上海金融法院获
悉，26日，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的投资者诉科创板上市公司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实控人、高管、中
介机构等12名被告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案以调解方式
审结。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代表7195
名适格投资者获2.8亿余元全
额赔偿。该案是全国首例涉
科创板上市公司特别代表人
诉讼，也是中国证券集体诉讼
和解第一案。

据悉，2023年4月，泽达
易盛公司在公告的证券发行
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编造重
大虚假内容，在披露的年度报
告中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
漏，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

4月 28日，12名投资者
将泽达易盛公司及其实际控
制人、高管，相关中介机构等
起诉至上海金融法院，请求判
令泽达易盛公司赔偿投资者
差额损失、佣金及印花税损
失，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7月21日，中小投服受部
分证券投资者特别授权，向上
海金融法院申请作为代表人
参加诉讼。上海金融法院决
定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
对案件进行审理。经测算，全
体原告投资者损失金额总额
为人民币2.8亿余元。

考虑到涉案事实认定相
对清晰，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符合当事人预期，上市公司
实控人、董监高、中介机构及
直接责任人员有一定偿付能
力，且均有积极赔付意愿，为
有效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最
大限度保障投资者胜诉权益，
同时也给各被告弥补自身过
错的机会，减少违法事件对资
本市场的负面影响，上海金融
法院决定组织各方开展调解，
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

12月5日，经上海金融法
院主持调解，中小投服代表全
体原告投资者与12名被告共
同签署调解协议草案，并向上
海金融法院提交制作民事调
解书的申请。

根据调解协议，各责任主
体将按照第三方损失核定的
赔偿金额2.8亿余元进行全额
赔付，其中，泽达易盛公司、实
控人林某、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应某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泽
达易盛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证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
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各自的过
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据悉，该案中由投保机构
代表的实际参与调解的投资
者占全体适格原告投资者的
比例高达99.6%。单个投资
者最高获赔500余万元，人均
获赔3.89万元。

7195名科创板投资者
获2.8亿余元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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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忆
“我们必须把这4人接上”

4个月，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只是寻常
的100多天，但对接连失去两位队友的刘
文永来说，却仿佛经历了4年。

这一切，始于2023年7月30日。那
天，北京中雨转暴雨，当晚8时许，北京
市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接到佛子庄乡白
草洼村一名女子求救，称家中水深已达
两米……救援队立即组成16人小分队奔
赴白草洼村。然而，由于道路受阻，直到
晚10时许他们才赶到附近。此时，大水
已封死前行的路，小分队只能紧急调整，
一边将信息告知当地政府，并帮助进行群
众安置、保障，一边择机施救。

7月31日凌晨3时许，蓝天救援队折
返到班各庄大桥，发现处于十字路口的大
桥地基已损毁，如果通行，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于是，刘建民和5名队员组成劝导
小队，与2名路政人员配合拦截、劝返车
辆。另外10人小组，则徒步冒险转移白
草洼村受困群众。

天色渐亮，水越来越大。上午9时许，
队员和路政人员乘坐两艘橡皮艇把两名
被困群众刚送上岸，河道突现洪峰，路政
人员乘坐的皮划艇发生侧翻。刘文永所
在皮划艇接上落水4人，顺着急流往下游
漂去。

于是，4人一艇变成了8人一艇。然
而，一艘皮划艇最多可坐7人。“但我们必
须把这4人接上，不然他们只能是死路一
条。”刘文永说。

之后，一个大浪把刘文永所在的皮划
艇打翻，艇和人都被冲走。“那个浪有三四
米高！”

大约半小时后，在下游两公里处，刘
文永和队友“懂事儿”首先被找到并送往
医院。约7小时后，另外两名队友也获
救。队里随即安排没有任务的队友配合
无人机寻找最后两名失踪队员——代号

“追梦人”的刘建民和代号“23”的王宏春。
8月1日下午，41岁的王宏春在下游

约30公里处被发现，已无生命体征。8月
3日上午，47岁的刘建民在下游70公里处
被发现，已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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