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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不倒  精神永存

周 甫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我永 远 记 得 2008年 5月12 日 那

个黑色的星期一。那天下午，我和平时

一样提前10分钟到单位上班，可刚刚

坐下打开办公 桌上的电脑，就忽然感

到办公楼猛烈地摇晃起来，我立即意

识到：地震了！赶紧就近背靠房间的

立柱蹲了下来。一瞬间，办公室内的桌

椅、文件柜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紧

接着是巨大的楼板一块接一块地往下

掉。那一刻，碎石横飞、烟尘迷漫，宛

如 世界末日的来临。我的双腿被沙发

和凳子夹住并受了伤，但幸运的是，落

下的楼板在我周围支撑起了一个狭小

的空间，挡住了掉落的砖头、水泥块和

一根险些插到身上的钢筋。

疯狂的上下颠簸和剧烈的左右晃

动大约持续了一分钟后逐渐平息下来，

我拼尽全身的力气，扒开身边的碎石，

艰难地从窗口翻了出来。抬头一看，天

哪，财政局的办公楼完全变了模样，我

办公室所在的3楼已经四 分五裂，变成

了1楼，原来的1楼和 2楼全部陷到了

地下，旁边的职工宿舍楼变成了一片废

墟瓦砾，并向前推行了20余米。再往

远处看，整整两条街被山体垮塌的泥

石 掩埋，城内房屋成片倒塌。此时从办

公楼逃出来的几名同事一看到我，便围

拢上来急切地说：“周局长，我们好多

职工被埋 在里边了。”我立刻意识到，

当务之急，必须组织有效的生命救援！

站在办公 楼前狭小的空地上，我

迅速将现有的人员分成两组，没有受

伤的人组成营救组，负责抢险救人；
伤势较轻的同志担任保障工作，负责

寻找工 具救治重伤员。余震仍在继续，

我们冒着危险，义 无 反 顾 地冲上了废

墟。没有工 具，就用手刨、用肩扛，横

七竖八的钢筋、砖头、预制板 划破了

手脚，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包扎，因为

大 家知 道，我们 现在是要和死 神赛

跑，早一分钟就有可能挽救一个人的

生命。财政局投资股的邹志勇同志地

震时从四 楼摔到了一楼，左胸软组织

严重受伤，他挣扎着爬起 来后，不顾

伤痛，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一次又一

次翻进快要倒塌的办公楼搜寻幸存人

员，先后把 6位 同志从 废墟中救 了出

来。经建企业股的王慧是个女同志，

地震后艰难地从 4楼爬了出来，身上

多处受伤，但她强忍伤痛，勇敢地从

废墟中找来衣物、被套及矿泉水，忙

着为伤员清洗、包扎伤 口，并不断鼓

励 大家要勇敢的和死神作斗争。此时，

我们都抱定一个信念，只要还有一口

气，就要把还活着的同志救出来。经

过一下午的紧张营救，我们战胜了恐

惧、战胜了死神，硬是把 10名干部职

工 从 死神的魔爪中夺了回 来！

天黑了，什么也看不清，救援工作

被迫停了下来。我让受轻伤的男同志

把女 同志和伤 员转移到安 全的地方，

自己和局里的胥明新、孙 小涛同志留

了下来。我必 须要守在这里，因为废

墟底下还埋 着与我们朝夕相处、共同

战斗的兄 弟姊妹，他们有可能还活着。

我们要留下来陪他们说话、安慰他们，

鼓励他们振奋精神，等待救援。整整

一夜，我们徘徊在废墟上，忍受着伤

痛、饥饿和寒冷，不断地呼喊同事们

的名 字并敲打水泥板，希望有同事苏

醒之后能听到我们的呼唤。

深夜里，女儿找到我，哭着求我

说 ：“爸爸，妈妈 不见了，我们一起去

找找吧！”当时我鼻子一酸，眼 泪禁

不住 流了下来。作为丈夫，在这最危

险的时刻，我知道妻子是多么需要我，

也许她现在就被埋 在某处的废墟下

面，正 眼巴巴盼 着我去救她呢！可是

现在我却不能走，因为财政局还有许

多干部职工被埋在办公楼里，他们也

同样是我的亲人。那一刻，我深切地

体会到了什么是最艰难的选择，什么

是最痛苦的选择，而我作为财政局局

长，必 须要承受。唯一的选择就是留

下来，先抢救同事们的生命！

面对女儿，我没有讲什么大道理，

而是给她讲述了一个刚刚发生的真实

故事。故事的主人公 叫朱福勇，是我

局预算股的干部。大地震发生时，他

正 在县里参加 一个会议，从会场跑出

来后没有回 家去看一眼，便冒着泥石

流的冲击和山体滑坡的危险，迅速赶

回 局里参加救灾工 作。途中，当他 经

过县机关幼儿园时，发现有许多老师

和孩子被埋在了废墟里，便毅然加入

了抢救队伍，亲手救出了6 个幼小的

生命，而当时他的母亲、妹妹、女儿等

11位亲人却还都被埋 在废墟之中！听

完故事，女儿 没有再说话，她默 默 地

接受了我的嘱托，勇敢地独身一人去

寻找她的妈 妈了。那一天，让我最难

忘的是，我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惨烈的生

死考验和情感磨难，也最深切地感悟

到什么叫真情，什么叫真爱，什么叫品

格高尚，什么叫无私无畏！那一天，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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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感动的是，北川财政局的全体干

部职工，在大灾大难面前，没有一个

临阵退却，没有一个脱离自己的工作岗

位，真正做到了患难与共、生死同在！

这次特大地震给北川县人民的生

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全

县16万人中就有近 2 万人在地震中死

亡或失踪，其中也包括我心爱的妻子，

我局 86名工作人员，牺牲了43人。局

领导中有4人遇难或失踪，文行股、社

保股、采购办、公 积金办等 6个股室的

同志全部牺牲，办公室 9名职工中有 8

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43名幸存的职

工中有 13人受重伤住院，全局干部职

工的直系亲属有30人遇难或失踪。父

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整个

财政局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巨大的灾难给北川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困难，十多万人失去了赖以 生存的

家园，灾区群众的衣、食、住、行，伤

员的救 治，灾后防疫等诸多紧急而繁

重的工 作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大灾难

也是大考验，我们北川财政局是全国

财政 系统的先进集体，有自己的优良

传统和顽强的工作作风，虽然遭遇了

灭顶之灾，但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就必 须要坚强地站起来，坚守住自己

的工作岗位，确保财政工作运转。

震后第三天，我把伤势较轻、能够

坚持工作的所有干部职工 召集到了一

起，仔细一清点，一共17人。根据救灾

工作的实际需要，我把 这 17名同志分

成预 算、国库、会计、综合四 个股室，

立即着手刻制印章、开设银行账户等一

系列筹备工 作。在上级 财政部门的支

持、帮助下，震后第四 天，我们就顺利

地把第一笔紧急救灾资金拨付出去了。

在刚刚恢 复工作运转的那些日子

里，全局17名同志挤在一间租 来的民

房中开展工作，在没有办公 设备、没

有基础资料、没有业务骨干的艰苦环

境下，大家强忍着亲人离散、家园损

毁的巨大悲痛，全力以 赴地投入到紧

张的救灾工作之中。那些日子里，17个

劫后余生的人格外团结，大家相互关

心，相互帮扶，同甘共苦，亲如一家；
那些日子里，17个劫后余生的人格外

敬业，大家吃住在单位，没日没夜的

忙碌，每天工作都在10 小时以 上，不

分份内份外，大家都拼尽全力，用奋

发工作来慰藉牺牲的战友和离别的亲

人。在震后 恢 复运转的头一个月里，

我局共拨付了各项救灾资金 5亿多元，

相当于正常年度两年拨付的资金总量，

同时，为确保各项救 灾工作的顺利运

行，及时研究制定了《抗震救灾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 困难群众临时生活救

助实施意见》、《 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

发放实施意见》、《 救灾专项资金监督

管理办法》等 8 个救灾资金管理制度。

我局国库股股长李福贵同志在地

震中失去了自己心 爱的妻子和儿子，自

己也受了重伤，左肋骨骨折，右肩软组

织严重受伤，头部、手、脚多处出血性

外伤。绵阳市中心医院鉴于他伤势严

重，要求转院到重庆进一步治疗，但

被 他婉言谢 绝。5月16日，在得知 我

局恢 复运转后，他立即向医院提出出

院要求。医院 开始 坚决不同意，在他

的再三请求下，医生无 奈地请他 签下

保 证书，并一再叮 嘱要定时去检查，

必须休息15天，不准进行大运动量的

活动。而他出院后第二天就拄着拐杖、

缠着绷带，赶来上班。我劝他多调养

几 天，等伤病好点再来，但他 坚决地

说：“我对国库业务最熟悉，别的同

志一时半会儿顶不上去。现在救 灾资

金拨付这么繁重，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啊！”就这样，他一头扎进了救灾工作

中。为了救灾资金拨付和损毁资料的

恢 复整理，他坐在桌子前一干就是十

几 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不眠。强烈

的伤痛常使他 浑身冒汗，长时间的加

班夜战，又造成了他的右眼严重充血。

我急了，强行命令 他休息，并把他带

到市医院做 检查治疗。可一转眼，他

又跑回 来加班了，简直就是一个铁打

的汉子。在那最紧张繁忙的一个月里，

他竟然没洗过头、没理过发，一件被

伤口 流血染红的背心 整整穿了一个月。

白敏 是我们 17个人当中身体最瘦

弱的女同志，地震中她失去了两位 亲

人。虽然家有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女

儿需要照顾，但当我把极其繁重的国库

支付中心工作交给她 时，她二话 没说

便风风火火的干了起来。那些日子里，

白天，她要忍受烈日酷暑，克服交通的

不便，往返于北川、安县、绵阳之间，

把全县各单位收到的一笔一笔捐款及

时收缴入库，把一笔一笔救 灾资金及

时拨付到受灾单位；晚上，她还要加

班加点，及时处理财务移交的各种遗留

问题。高强度的紧张工作，使原本瘦弱

的她几乎脱了形，熟人见面都不敢认，

然而白敏却总是面带乐观的笑容。

黄仁 海是我局的老局长，也是四

川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一等功获得

者，虽然已经退居二 线多年，但仍然坚

持带病和我们战斗在一起，越是困难

的事，他越要抢着干。我担心他年迈

体弱，累坏了身体，劝他回 家休息，他

却说：“北川财政局就是我的家，大

灾当前，我必须尽一份家里人的力。”

劫后余生的 17个人，就这样组成

了一个团结一心 的大家庭，就这样组成

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战斗集体，每个人都

像一棵傲雪的青松，震不倒、压 不垮，

顽强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管灾后

重建的道路还很漫长，尽管还会遇到

很多难以预料的困难，但我们坚信，有

党的亲切关怀，有全国人民和财政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北川财政人

一定能够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发扬震不

倒、压 不垮的抗震精神，用自己的双手

再造一个繁荣、秀美的新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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