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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逃生时
不主张进地铁

本报讯 记者 郭颖“发生地震
逃生时我不主张大家进地铁！”昨天

“震设人心-首届上海市大学生防震
减灾科普作品征集活动”启动仪式
上，上海市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吕恒俭
博士答青年报记者“逃生能否进地
铁”之问时如是说。

50米的高楼
地震时至少躲25米之外

“虽说地下空间的加速度会略小
于地面，但是发生地震时，地下可能
会停电，而且如果大量人流涌入地
下，密度会很高，地下空间小不利于
进一步疏散，而地铁出入口也可能被
堵，因此，并不安全。”此外，吕博士认
为，一般而言，近年建造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的高层建筑倒塌的可能性比
较小，但是，经过剧烈震动后，玻璃、
瓷砖、女儿墙等较容易损坏，这些坠
落物和飞散物对人体的伤害也很大，
因此，地震时尽可能远离高大建筑
物，至少在建筑物半高的距离之外，

“例如，一幢50米高的楼，至少要躲
在25米开外。”

第一时间即时测定并发布地震
参数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地震速报
能力目前已经显著提升。”上海市地
震监测中心的于海英博士介绍说：

“2000年以前，我们遇地震需1-2小
时才能出结果，到了2008年汶川大
地震后，是14分钟后发布参数。而
现在，我们最快在震后60秒内就可
以给出自动速报测定的参数。”

于博士表示，上海由于高楼多，
远震影响大。7年前的5月12日汶
川大地震时，上海15层以上高层建
筑普遍有震感。

近30年来对上海
影响较大的地震仅三次

据介绍，近30年来，在上海及其
邻近地区发生、对申城影响比较大的
地震一共有三次，分别是1984 年 5
月 21 日南黄海发生的 6.2 级地震、
1990年2月10日常熟太仓5.1级地
震和1996年11月9日长江口以东海
域的 6.1 级地震，其中 1984 年和
1996年的地震分别对上海个别建筑
物产生轻微破坏。

“1996年11月9日地震时，很多
市民或聚集到地震局门口，或打来电
话询问余震情况。大家都坐在人民
广场，不敢回家。市领导也很关心，
亲临地震局询问震情。”地震局有关
人士回首当年：“1984年5月21日地
震时，有人跳楼避灾。现在，随着防
震减灾知识的不断普及，再也没有人
这么做了。”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孙燕

本报讯 2008年5月16日，在正
在四川什邡市开展救援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 85 医院白衣天使的帮助
下，“地震宝宝”张弘扬诞生了。张弘
扬，一个呱呱坠地于山崩地裂间的帐
篷娃，却有着17位“迷彩天使”的护
佑，她们就是来自第85医院的17位
兵妈妈。转眼，汶川大地震已经7年
过去了，虽然千山万水相隔，小弘扬
和他的兵妈妈们却始终血脉相连。

如今的小弘扬已经是什邡市国
人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成绩优秀，平
时最喜欢的是语文，尤其是作文。虽
然与兵妈妈们见上一面实在太难，但
是在孩子的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他的
17位兵妈妈。

就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小弘扬
还让妈妈给85医院的兵妈妈们发来
短信，“祝兵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简
单的祝福，却包涵着浓浓的爱意。

时光飞逝，汶川地震所带来的悲
伤已经慢慢远去，但是小弘扬和兵妈
妈们的联系却从来没有断过。 5个
月快长牙时，小弘扬活像漫画里的

“阿拉蕾”，见啥东西就咬。兵妈妈们
生怕他的粉嫩小嘴受伤，赶紧寄来最
柔软的牙胶。就把牙胶当成妈妈的
胳膊，每咬一下，就和亲妈妈一样。

3岁要认字时，小弘扬没有儿童
图书，张启菊急得没办法。兵妈妈们
生怕他聪明的小脑袋被耽误，赶紧寄
来识字卡片和最新儿童书。看书的
时候就想着妈妈在一旁指着字，一字
一句跟着念。

4岁快庆生时，和夏天田里庄稼似
的，小弘扬使劲地长个儿，裤腿袖管都
短了半截。兵妈妈们生怕远方的“儿
子”受委屈，赶紧寄来最舒适的纯棉衣
裤。穿上它，就像是兵妈妈在抚摸。

85医院的兵妈妈们说，小弘扬就
是她们自己的孩子，不管多少年过去，
彼此之间的母子情将一直存在下去。

汶川地震
周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2008年这一年，最大的
事件要数汶川地震了。当时25岁的
李浩抱着一腔热血火速组建了一个
护婴团，筹集了一大批物资到灾区。
时隔七年，又值汶川地震纪念日，他
感慨于当年成为千千万万志愿者的
一分子，“一眨眼七年过去了，直到现
在，我还保留着当时捐赠物资的签收
单和传真件，这些东西我将永久保
留，非常有纪念意义。”

自发为灾区婴幼儿送温暖
老家在成都的新上海人李浩接

触公益，成为志愿者是从2008年开
始的。

汶川地震后，他在电视上看到缺
乏照顾的灾区婴儿时，再也坐不住了，
立即发帖，建立了名为护婴团的QQ群，
招募赴灾区护理婴幼儿的志愿者。很
快就有20多名志愿者报名，他也迅速
落实了20万元的专项捐款，约100万
元的物资送往灾区。谈及当年组建护
婴团的初衷，他回忆说，“当时各方运
往灾区的物资不少，但类似婴儿洗护

用品、消毒用品、尿布、婴幼儿奶粉等
却比较稀缺。我们这支志愿者队伍做
的就是拾遗补缺的事。”

在李浩看来，中国的公益元年始
于2008年汶川地震，在此之前，大家
对志愿者没有太多的概念。

当时，几位护婴团的成员均想要
自发到灾区去。由于在国外留学过，
李浩深知若率领一群志愿者到一线
会添乱。便劝阻道，“你们在后方做
支持就行了。一旦前方需要了，再有
组织地去灾区。”

在落实善款和物资后，李浩与另一
位核心团员立即动身前往地震灾区。

整架飞机只有5个乘客
起飞那天，李浩清楚地记得，飞

往绵阳的偌大的一架飞机里一共只
有5名乘客，其中两名是护婴团的成
员，还有3名是回绵阳老家的四川乘
客。起飞时间原定于下午4点，不料，
当天上海遭遇强对流天气，所有航班
均取消了，唯独这架飞往灾区、运送救
灾物资的飞机没有取消。苦等到凌
晨3点，飞机终于起飞了，两人到绵阳
时已是5月27日清晨5点半。

抵达绵阳后，绵阳市总工会和团
市委派车来接李浩一行，当地团市委
的办公楼已是危楼，墙上拳头般大的
缝隙，让人感到了严重的不安全。“当
时，工作人员都不敢让我们在办公室
多呆，双方做了简单的手续交接，就
把我们送走了。”

抱着刚满周岁的婴儿很心疼
护婴团筹集来的物资被分成三

部分，第一部分分给壹基金，第二部
分由护婴团和绵阳市总工会的工作
人员运送到绵阳市体育中心（受灾群
众安置点），第三部分则由李浩和同
伴直接送到两人能抵达的最远的灾
区（擂鼓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
们要亲眼看到东西送到灾民手上。”

为了保证物资运送安全，总工会
为李浩一行派了一辆救护车，配备了
一名警察。

在擂鼓村，到处是残垣断壁。路
边到处都是村民自己搭建的形形色
色的临时帐篷。见到这般场景，李浩
回忆说，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

体育中心的安置点内，空气中弥
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体育中心内
部住的是学生，中心外围是临时帐
篷，看台里的运动员休息区则辟了一
块地方作为母婴室。在母婴室里，李
浩抱起个头最小的刚满周岁的一名
婴儿，心疼不已。“当时他看上去只有
四五个月大，严重营养不良。他的父
母都在地震中过世了，只有奶奶还活
着。我们是6月2日到母婴室的，前
一天是六一儿童节，央视的白岩松也
抱了这个婴儿。”

[最新进展]
故地重游 拜访汶川纪念馆

去年夏天，李浩故地重游，还特

意去了汶川纪念馆。看着这座在废

墟上重建的城市，他心情复杂。“当年

因为戒严，我们没有到汶川。数年后

再回去，想到当年我也参与过救灾，

不禁为自己感到骄傲。”李浩说，直到

现在，他还保留着送物资的签收单，

往来的传真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这段历史，也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在我

人生中留下的印记。”

“地震宝宝”如今读小学一年级
母亲节他发短信祝兵妈妈快乐

当年上海志愿者组建护婴团为灾区筹集相关物资

至今还保留捐赠物资的签收单和传真件

[小科普]

2008年，李浩看到那些在地震中幸存的孩子又是心疼又是高兴。 受访者供图

2013年5月12日本报曾报道过
小弘扬与兵妈妈们的故事。

启动仪式现场。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