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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罗卫平的人都知道他有一
个绰号，不管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喊
他“老罗”。汶川地震发生后，他所
接触的心理咨询圈自发形成了志愿
者团队，赴当地给予心理援助。此
次行动纯属自发，所有费用都需自
掏腰包。

老罗知道队伍要出发的消息比
较“滞后”，得知朋友们没通知他，倔
脾气的他找到队长，非去不可。队长
拗不过他，特批他成为第一批志愿者
队的成员。

想要当志愿者，在当时特殊的情
况下，不能来场说走就走的行动。通
过网络，老罗等人找到了一名当地的
志愿者。下飞机后，一位叫邓瑛的志
愿者大姐开着别克车来接志愿者队
一行。在聊天中，老罗意外得悉，原
来邓瑛的先生是当地有名的房地产
开发商，地震发生后，丈夫撂下生意
不做，成天指挥包工头开着推土机、
挖掘机去救人，邓瑛看到丈夫那么有
爱心，也决定做些什么，与其他志愿
者抢着接机。在当地人生地不熟，队
员们对情况一无所知，两眼一抹黑。
所幸整个援助服务过程中，邓瑛都开
车全程陪同。

在绵竹，他邂逅了高三学生于
丹。原本，老罗并不负责学生辅导，
他只是在当地绵竹中学帮其他老师
搭帐篷。一位当地中年妇女听人介
绍说，“这是老罗。”就悄悄对她说，

“我姑娘原来也姓罗，后来我离婚了，
她就改姓了。”这句话被耳尖的于丹
听到了，跑上来嗔怪地说，“少提姓罗
的。”这个有个性的姑娘给老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地震发生当年，短短几个月内，
老罗一口气去了三次灾区。2008年
6月初返沪后，老罗“意犹未尽”，趁着
7月到云南做社会调查，他又独自一

人进入四川。这一次，他去的是绵竹
和都江堰。在都江堰，他邂逅了研究
生休学在当地挂职的镇长助理、上海
交大思源社社长陈恩桃。在那里，他
甘愿当苦力，搬东西、盖板房，忙得不
亦乐乎。

之后，他又跑到绵竹，找到了7
月份就要参加高考的于丹，指导对方
填写志愿。他还意外邂逅了第三支
心理援助志愿者队伍的队长黄卫平，
成功与队伍“会师”。

2008年12月份，老罗三赴灾区，
这一次他是跟着一群大学教授前往
都江堰。教授们轮流给灾区的政府
官员做心理辅导。“其实，这些官员既
是干部，又是受灾群众，有的家中也
有人在灾难中遇难，但他们要隐忍下
来，为其他人提供服务。”老罗回忆
说，其中有位叫杨婷的女生，地震发
生后曾被埋在废墟里，身上多处骨
折，直到第二天才被救出来。让老罗
倍感欣慰的是，之后杨婷考上了川
大，后来还当了公务员。直到现在两
人还有联系。

当时所有志愿者都住在“帐篷学
校”里，一开始条件很差，需要捡废弃
的木料、石头烧菜做饭，有一个高三
学生胡娅的母亲看不过去，给志愿者
们带去自己做的酸菜。之后，其他老
师也天天给志愿者们送饭。也因此，
老罗等人与胡娅结识，为她的功课做
辅导。

地震发生后这些年，老罗一共去
过灾区8次。2009年7月份，他又亲
自带着一群上海大学生，去灾区一个

“板房社区”给孩子们上课。同年，他
出路费鼓励绵竹女孩于丹加入井冈
山希望小学支教。2010年玉树地震
后，他又鼓励于丹当队长组织志愿者
队伍到玉树灾区，对口支援当地的
108名藏族学生。

退休法官罗卫平10年来成为灾区十几名孩子的“成长导师”

十年后同一天原班人马再聚首

地震发生后这些年，老罗（左五）一共去过灾区8次。 受访者供图

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前夕，一群

叫“震生”的孩子，在汶川县映秀镇漩

口中学地震遗址前，拍下十岁合影。

十年前，当地震摧毁家园、夺走

生灵的时候，他们出生了。

小生命的到来，本身就充满磨

难。医院塌了，他们有的生在操场上

用床单围成的手术室里，有的生在寺

庙里用三张禅凳搭起的产床上。空

间狭小，医生跪着给他们接生；条件

简陋，树枝就是输液架……

小生命睁开眼，山川破碎，满目

疮痍。十年来“震生”经历的，是天翻

地覆的人间巨变。名为“震生”，他们

和整个地震灾区命运相连。灾难必

须铭记，逝者应当缅怀，但英雄的人

民没有被悲伤击倒，没有让命运沉

沦，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众志成城的

团结、顽强坚韧的精神、积极奋发的

姿态去医治创伤，奋力前行，取得了

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和改革发展的一

个又一个胜利。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伴着“震

生”们长大的是灾区的新生——震

后仅仅 3 年，3000 多所学校竣工，

2000 多万群众重返家园，完成林草

植被恢复400多万亩，修通城乡道路

万余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昂首阔步

于强化创新驱动、推动脱贫攻坚、建

设生态文明、增强改革动力的新征

程中。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

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孩子

的眼睛是透明的。他们亲眼见证了

废墟如何变为村庄，裸露的山体如何

披上绿衣。他们的童年在高质量、高

速度的建设中度过，在无数人的奋斗

里度过。“震生”们的十年，是重整山

河、再焕生机的十年。当年的地震灾

区，如今已经是四川乃至西部发展的

生力军。我们如何能不为我们民族

砥砺前行的大坚韧自豪；如何能不为

我们民族万众一心的大团结自豪；如

何能不为我们民族实干创新、与时俱

进的大勇气自豪！

“震生”十岁，生生不息。未来，

他们将从父辈手中接过接力棒，凭着

传承自父辈的“有手有脚有条命、天

大的困难能战胜”的豪气，去开创属

于他们和后世的功业。

据新华社电

2008年5月12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汶川地震，5月20日，上海热心退休法官罗卫平与14名上海市社区心理健
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的志愿者一起，自费奔赴灾区，对受灾地区的青少年进行灾后危机干预和心理抚慰。

2018年5月20日，十年后的同一天，志愿者队的原班人马将再赴灾区，原地回访，再续“灾区情”。
这10年来，罗卫平前后共8次赴四川灾区。那里，留下了他许许多多的回忆，他曾遇到过两次大的余震，住过板

房，拿装废旧奶粉的箱子当过床腿；他为看着成长起来的绵竹女孩亲自证婚；看着一个个孩子从少年变成青年。“你说
是什么推动我做这些事？没什么，就是成就感。这些孩子就像我的亲人一样。”罗卫平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地震发生后，曾发生了几千次余
震。其中最大的余震发生时老罗恰
巧在现场。老罗回忆说，约莫是2008
年 5 月 24 日那天，发生了 6.4 级余
震。自己当时正好在看一所百年老
校的校史，这所学校的校舍墙体已开
裂，除了高三学生外，其余学生都已
经撤离。“余震发生时，我感觉身边有
三辆土方车驶过，所有学生都跑到操
场上，蹲下用手抱着头。余震结束
了，他们仍抱着头和我说话，像极了
惊弓之鸟。”

“这10年来，我和当地学生一直
保持联系的超过 10 个。”老罗透露
说，其中有两次，他还是因为喜事到
了灾区。一次是参加挂职志愿者陈
恩桃在都江堰的婚礼，当时他在山西
支教，专程为此事赶去灾区。第二次

则是2016年作为于丹的证婚人前往
灾区。

“后来，我与那些孩子们成为朋
友、亲人，每次到灾区就像走亲戚一
样。这些年他们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有的当律师了，有的当电视
台编导了，有的当公务员了。这10
年来，他们不断地有消息传来，一会
儿说大学毕业了，一会儿说考上研究
生了，好事坏事都和我说，连和男朋
友吵架的事都和我‘汇报’。不断地
有喜讯传来。这对我来说是件很有
成就感的事。”

“今年5月20日，我们打算再去
一次灾区，还是当年那批人，重走当
年那条路，连接我们的志愿者都是当
年那些人。我们相约20日在成都集
合。”罗卫平说。

干杂活，做心理辅导
十年来八次赴灾区

和孩子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计划再出发重走十年前的路

“震生”十岁 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