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道孚火灾15英烈

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道孚的
那场火灾，让 15 位英魂长留在了甘
孜美丽的草原上。我们悲痛，我们
惋惜，我们把思念化作敬意，告慰烈
士的英魂。

32、芮成钢

不是四川人，但在 2010 年和四
川却结下了不解之缘，高度关注四川
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四川的城市建设
出谋划策。“四川的中小城市应该根
据自身的特色、历史、地理位置等进
行建设，并不是楼修得越高越好。”

“城市要为未来打算，要提升城市的
幸福感。”在首届四川“C21”市（州）
长峰会上，他给四川地市（州）长完
美演绎了一场脑力激荡风暴。

33、“风车爷爷”胡远根

离家多年，流浪成都，身染沉
疴，靠扎风车为生，他得到了成都
众多好人的帮助，住进医院，得到
照顾，和亲人团聚。他本可以在
医院里安逸地颐养天年。可是他
却在病床上继续扎着风车，这些
风车不是卖钱给自己用了，而是要
回报社会。在这个恩义之情容易被
淡忘的社会，“风车爷爷”用他手中
一个个五彩斑斓的风筝告诉我们什

么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4、张萃勇

从 1996 年开始，射洪县柳树镇
第二小学教师张萃勇就当起了“编
外记者”，用手中的笔架起一道“慈
善桥梁”，他的“报道”帮助 77 名寒
门学子圆了读书梦。因为没有钱买
相机，十几年来这位“编外记者”一
直不会照相。他义务助学的精神感
动了成都的好心人，今年8 月，成都
好心人靳建中购买了数码相机送到
了张老师手中，希望张老师用手中
的笔和相机继续为寒门学子圆梦。

35、吴建民

带着仪器、药物奔波十多天，医生
吴建明只为寻找一名素不相识的瘫痪
女孩——雷益群。日复一日，他为雷益
群擦药、按摩，还辅助她做训练，每次
一呆就是半天。作为一名脊髓病相关
医生，吴建明还经常无偿帮助病人，
他做的这一切，不是为钱，也不是为名。

36、杨涛

41 岁的女人，宫颈癌晚期，为
了让爱人记住自己最美的样子，她
在布满消毒水味道的病房里，生平
第一次穿上了婚纱。她说，我答应
过他要做最美的新娘，无论如何
在死前要给他一个名分。他说，她
就是我找寻一生的女人，只要她高
兴就好。她告诉我们，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一个普通女人如何为爱
抗争。

37、徐子麟

徐子麟是宜宾县柏溪镇羊湾
村小学的一名老师，今年 50 岁。
因为他的左臂先天残疾，大家叫
他“独臂教师”。1979 年，19 岁的
徐子麟以优异的成绩从县城的高
中毕业，来到偏远的羊湾村小学
当代课教师，为了大山里的孩子，
他在石头垒成的教室里守着三尺
讲台，整整 30 年没有离开。如今，
徐老师已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
逐渐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多年
来，徐老师用他微薄的工资资助
了不少学生，想方设法不让贫困
孩子失学。

38、周弟文

69岁的周弟文，两年来照顾“植
物人”老伴儿不离不弃。“迈步子，
乖！”每天上午，头发花白的周弟文
抱着老伴儿在社区小巷里一步步向
前挪，下午推着老伴儿到公园晒太

阳做针灸。在他眼里，老伴儿只是
不说话，但心里明白；在他眼里说好
要和老伴儿相伴一辈子，就不能离
开她。

39、刘月兰

“把每一个窨井盖打开，一个
一个检查，不能有遗漏！”皮肤黝
黑、戴副眼镜、看上去有点瘦弱的
刘月兰，映秀遭受特大泥石流灾害
后，她是清淤现场指挥工作的“领
导”里唯一的女性，这位东莞援建
映秀工作组的工程师，人称“铁娘
子”。为了援建工作，她坚守映秀
第一线，三个月没有时间和自己小
孩见上一面，刘月兰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工期不能拖，质量更
不能马虎！”

40、易刚久

易刚久，43 岁，金堂县福兴镇
人。1998 年至今，寻找被拐卖的
妻儿是他唯一的信仰，他用 12 年
的生命告诉我们一个男人对亲人
的深爱和坚持。但是，当他终于
找到阔别 12 年的亲人时，却只带
回了 3 张照片，因为“儿子是当地
高中的重点培育对象，我不能耽
误他的前程。”他的放弃再次让我
们热泪盈眶。

华西都市报见习记者 吴翠峰
阳虹钰彭娅兴欧阳俊杰记者李明宇

推荐
理由

巾帼女杰，
援建楷模

“他爸，给东平子摆副碗筷”，
“儿子，快醒醒，妈还想抱抱你！”
昨日下午，烈士肖东平魂归故里，
阆中上千群众在公路两旁自发迎
接英灵，通往殡仪馆的路上，人们
拉起挽联，泪流满面。母亲不相
信儿子已经远去，不停地呼喊儿
子的小名。

烈士回家，居民点燃鞭炮

下午4时30分，在阆中绕城路
北门出城口，灵车缓缓停下。阆中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黄凤林，阆
中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陈龙全佩
戴白花，走向灵车。在同学的搀扶
下，肖东平烈士遗孀杨敏最先下
车，她双手捧着红绸包裹的骨灰
盒。肖东平的父亲和母亲紧随其
后，肖母的声音已经哭得嘶哑，一
左一右两名妇女扶着她前行。两
边的人群一片静寂，路旁一家工地
也暂停施工，工人们静静地站立路

边，迎接烈士回家。
通往殡仪馆的路上，警察5步

一岗，纷纷向英烈敬礼。肖母紧闭
双眼，一个劲儿呼喊着儿子的小
名。队伍走到殡仪馆大门时，巷里
的居民点燃了鞭炮。

他爸，给儿子摆副碗筷

殡仪馆悼念大厅两旁，两列卫
兵庄严肃立，迎接战友归来。大厅
四周摆满花圈。大厅正前方安放
着烈士的遗像，骨灰盒上覆盖着一
面鲜艳的党旗。四周苍松翠柏，挽
联低垂，“儿呀，妈还想抱抱你！”肖
母哭喊着，身子前倾，伸出双手作
拥抱状，好像儿子还在眼前，几次
想冲上前台。工作人员介绍，肖母
高原反应引发的感冒还没好，加上
这几天悲伤过度，中午在南部县城
吃饭时，粒米没进。吃饭时，她给
丈夫说了一句话，“他爸，给儿子摆
副碗筷，儿子不吃辣的！”

父亲长满老茧的双手不停在
脸上抹着泪水，“只有这么一个娃，
他咋就走了！”肖父握着华西都市
报记者的手，“前天是你给我打的
电话？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报道
啊。”“我们这是在哪儿呀？”抬起迷
蒙的双眼，看到大厅正门上“悼念
厅”三个字，才慢慢说出，“这是在
殡仪馆，儿子不是已经火化了吗。”
记者告诉肖父，家里的鸡鸭村上都
安排了专人照管，肖父这才猛然想
起，自己离家已经四五天了！

烈士骨灰，将供市民悼念3天

没有哭声，没说一句话，文静
的杨敏心里却滴着血。望垭镇政
府工作人员宋敏和她从幼儿园到
初中毕业都是同学，正是这层关
系，镇政府昨日派她全程陪同杨
敏，在康定的那些日日夜夜，宋敏
几乎 24 小时守着杨敏，陪她一起
悲伤一起流泪。“我都不知道这些
天她是咋过来的，有时就偷偷躲在
厕所里哭，怕公公婆婆听到更伤
心。”宋敏说，杨敏最大的心愿就是
能为二老养老送终。

两名在成都工作的肖东平的
战友，昨日也专程从成都一路护
送，“只想再陪战友走一程。”据阆
中方面安排，肖东平烈士的骨灰将
在殡仪馆供市民悼念3天，13日上
午，阆中社会各界将举行隆重的追
悼会，最后送别肖东平。烈士骨灰
将有可能送回肖东平老家望垭镇，
按当地风俗安葬。

文/图 华西都市报记者 苏定伟

陈涛烈士骨灰安放仪式举行

曹继敏讲述“最漫长的 分钟”
昨日，“2010 华西都市报十大

年度致敬人物评选”候选人，在“8·
19”K165 次列车石亭江大桥遇险
时，救下了1300名乘客的火车司机
曹继敏做客腾讯·大成网。

最漫长的15分钟
“8 月 19 日 那 天 下 雨 ，上 桥

时，我把列车的速度控制在了 80
公里以内。”曹继敏说，列车一上
石亭江大桥，他就感觉到桥体在
左右晃动。“桥出事了！”曹继敏脑
子里刚闪过这个念头，左手就按
下 了 紧 急 制 动 的 按 钮 。“ 就 一 秒
钟 ，几 乎 是 下 意 识 地 按 下 了 按
钮。”

火车渐渐停下，从按下按钮到
火车停稳，一共 28 秒。“后来检查
列车数据，才晓得停稳只用了 28
秒，但当时真的觉得很漫长。”之
后，通知车长疏散转移乘客，15 分
钟，1300 余人安全疏散。曹继敏当
了 7 年火车司机，这 15 分钟是他人
生里最漫长的一段时间。

火车司机成了“明星”
“8·19”之后，曹继敏陆陆续续

得过很多荣誉，铁道部的火车头奖
章、五一劳动奖章、四川省五四青
年奖章。“荣幸，激动，我相信不管
是谁得到这些荣誉都会有这样的
心情。”接踵而至的荣誉还让曹继
敏过了把“明星瘾”。

有一次，曹继敏到北京参加报
告会，在飞机上，几个乘客走过来
问：“你是不是K165的司机喔？”得到
肯定的回答后，几位游客走上来跟曹
继敏合影，还问他要了签名。“当时就
只有一个感觉：怎么有点像明星啊！”

而像这样被当做“明星”的经历曹继
敏还有很多，“没想到，我只是做了
一个普通火车司机应该做的事情，
却得到了大家那么多关注。”

2011年先把婚礼办了
2010年快过去了，这一年，曹继

敏忙得不可开交，早有结婚打算的
他把婚礼一推再推。“‘8·19’前就决
定 9 月 9 日扯结婚证，国庆节办婚
礼，后来一直忙着善后处理等工作，没
能如期举行。”曹继敏说，“后来打算
12 月 6 日领结婚证，哪知道我又去
了兰州，参加 12 月 7 日的全国防汛
抗旱总结表彰大会，也没能领证。”

曹继敏工作忙，未婚妻也很理
解，“8·19”之后，未婚妻的一句“我
没有爱错人”让曹继敏坚信自己能
把工作做得更出色。2011 年，曹继
敏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未婚
妻一个难忘的婚礼，“一月份就结
婚！我找了一个很好的老婆！”

华西都市报见习记者 阳虹钰
记者李明宇 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2010年十大年度致
敬人物评选活动自启动以来，受到了
读者和网友高度关注，每天都有过万
读者（网友），为他们心中的致敬人物
投票。此外，大家还纷纷留言表达自
己对致敬人物的崇敬之情。

“致敬人物”各行各业都有
“值得致敬的人，值得尊敬的人

其实各行各业里都有，”四川师范大
学文理学院传媒系主任王释说，平
常生活中，有许多人群都在自己平
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贡献，比
如高温天气下坚持工作的建筑工
人、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义务交通协管
员……“可能这些工作看似平常，但
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精神同样值
得我们致敬。”

王释说，总之一句话，不论他们
是精英人士，还是出生草根，只要做
自己应该做的事，并且有利于社会的
发展，尽心尽力去完成，他们就值得
让人致敬，“我们现在的社会，也需要
提倡谦卑、善良、敬业、克制，积极的

人生态度。”他表示，同时致敬的精神
还要具有勇于批评和不惧自我牺牲。

读者网友投票热情高涨
据统计，连续三日华西都市报十

大致敬人物投票人数过万，热线电话
异常火爆，许多读者第一次投完票
后，还会打来电话询问目前投票的结
果。不少读者还说，感觉此次活动调
动了读者的积极性，每天还可以上网
查看投票结果，比较公正。

市民彭先生说，选致敬人物本身
就是一个不错的活动，什么样的人值
得致敬有利于为大众树立好的榜
样。“目前看来，我们的候选人都是最
平凡的老百姓，他们或者是助人为
乐，或者是在工作中表现出一种风
貌。”彭先生说，致敬人物候选人中出
生草根的人很多，感觉上更贴近老百
姓自己的生活。也有读者表示，每个
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对于那
些找准了自己位置又在那个位置上
认真生活，认真工作的人都值得致敬。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明宇

家乡人
泪眼翘盼英烈归

昨日上午9时许，华西都市报
记者到达哀乐低回的安县文化广
场时，这里早已涌来了数千社会各
界人士，他们都是来迎接在道孚大
火中壮烈牺牲的安县人民的好儿
子李列烈士的。广场正中间，“迎
接李列烈士回家仪式”的条幅非常
醒目，条幅的上面是一块巨大的电
视屏，上面显示着“沉痛悼念李列
烈士”和李列的照片。广场中央，
家乡父老泪眼翘盼英烈归。

“列娃，你是我们全村人的骄
傲，我们全村人都因你而自豪……”
昨日上午，在等候的人群中，安县塔
水镇明星村支部书记刘德明哽咽着
说。“近20年了，以前全村人都是怀
着高兴的心情盼他、等他回来。这
次，我们全村人是怀着悲痛、崇敬的
心情来接他……同样等候在此的安
县塔水镇明星村村民李莉说。

临近11时，广场上聚集的人越
来越多，他们中，有干部职工、有群
众、有学生……

各界群众
向烈士默哀致敬

上午11时许，在经过两个多小
时等待后，载有李列烈士遗像、骨
灰盒和家属的车队终于到了。

“姐姐呀，列娃走了，他走得光
荣呀！你身体本来就有病，可要想
开点……”李列烈士的姨妈，抱住
刚下车的烈士母亲哭成一团。李
列的遗孀代佳利拿着纸巾不断擦
拭着眼泪，儿子李佳峻双手抱着父
亲遗像，满脸哀伤地向着迎接的人

群走来。此情此景，让现场许多的
人都落下了悲痛的泪水。

“向安县人民的好儿子李列烈
士默哀……”上午11：10，包括绵阳
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和安县党政部
门负责人，以及数千自发而来的群
众，向李列烈士默哀三分钟。

绵阳市委常委、绵阳军分区
政委徐文良在追悼会上说：“李列
烈士，是人民军队的忠诚卫士、优
秀的指挥官，党和人民的好儿子，
绵阳人民和安县人民的好儿子，
他是我们的骄傲。李列同志，为
了军人的使命，舍弃了自己的亲人
和孩子，他人虽然壮烈牺牲了，但
他的精神将会永存。从他身上，我
们真正看到什么叫大无畏，什么叫
使命，什么叫责任，李列同志用生
命给我们作了诠释。李列同志，一
路走好！”

烈士忠骨
暂放安昌公墓

11：30时许，载着李列烈士亲属
和遗像、骨灰的车辆，从安县文化广
场缓缓启动。这时，人们纷纷涌向
车队，大声地哭喊着：“李列，安县人
民的好儿子，愿您一路走好！”

“李列烈士忠骨，肯定得安葬
在烈士公墓。”安县人民武装部一
位负责人说。据了解，安县烈士公
墓位于安昌镇境内，地震之后，安
昌镇划归北川，所以现在安县的烈
士公墓还在修建中。那李列烈士
忠骨安放哪里呢？随后，华西都市
报记者从安县民政局了解得知，目
前，李列烈士忠骨暂时寄放北川羌
族自治县安昌公墓，待安县的烈士
公墓修建好后再移回。 钟述强

华西都市报记者姚茂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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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娃，
家乡父老乡亲迎接你回家
道孚大火中壮烈牺牲的李列烈士骨灰将暂时寄放在北川安昌公墓

“李列，人民军队的忠诚卫士，党和人民的好儿子，绵阳的骄傲、安县的骄傲！
向李列烈士默哀……”昨日，绵阳军分区、安县县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数千人，在安
县文化广场举行了迎接烈士李列回家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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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爸，给东平子摆副碗筷”

“2010华西都市报十大年度致敬人物”候选人物名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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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无畏，
浩气长存

推荐
理由

纵览全球，
关注四川

推荐
理由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推荐
理由

悬壶济世
医者心

推荐
理由

绝症女人，
生命最后时
刻为爱抗争

推荐
理由

独臂老师，
诲人不倦

“致敬人物”评选 每天上万读者网友参与投票

推荐
理由

爱情是一
个人的坚持

推荐
理由

12年寻亲路
一个男人的
坚持与放弃

参与方式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

联合腾讯·大成网启动
“2010 华西都市报十大
年度致敬人物”评选活
动，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
参与投票，选出您心目中
的“致敬人物”：

1、拨打华西都市报
热 线 电 话 028—
86969110；2、网络投票：
http：//cd.qq.com/
zt2010/2010zjrw/

读者和网友还可通
过华西热线电话和网络
参与投票或留言，讲述您
与这些新闻人物的故事，
以及评选理由。在评选
过程中，华西都市报还将
联合腾讯·大成网对参选
新闻人物进行在线访谈，
欢迎广大读者与参选人
在线交流。

“年度致敬人物”候选人访谈

曹继敏做客腾讯·大成网

李列英魂回故乡

华西都市报讯（邢珊瑚 四川
日报记者 梁现瑞）10日上午，在扑
灭道孚“12·5”火灾中光荣牺牲的甘
孜军分区战士陈涛骨灰安放仪式在
康定县烈士陵园举行。省委常委、
省军区政委叶万勇出席并讲话。

上午10点，在鞭炮声中，陈涛
烈士的亲属捧着陈涛的骨灰，在四
川省军区和当地党政军领导、部队

官兵等陪伴下，缓缓步入康定县烈
士陵园。

骨灰安放仪式上，叶万勇深情
回顾了陈涛的生平事迹。他说，陈
涛作为一名 90 后出生的战士，在
部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多次参
加抢险救灾任务，这次扑灭山火他
冲锋在第一线，他对党忠诚、为民
牺牲的英勇行为，生动体现了人民

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当代革命军人
的精神风貌，他是部队官兵的杰出
代表，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
人民心中。

在烈士陵园里，从各地赶来的
群众早早地就在这里等候。藏族
老阿妈志玛一大早就从30多公里
外的家中赶来，等候了近两小时，
她不停地为烈士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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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十四载，
助寒门学子
圆梦

阆中乡亲迎接烈士

火灾道孚“12·5”山地灌丛草地 特 别 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