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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傍晚，芦山县城北街，飘出阵阵浓
香。

这家名为“十字街烧烤”的小摊位，震后
第二天便恢复营业。每天下午开张，次日凌晨
歇业，!天来始终顾客盈门。

女主人是 "#岁的杨本琼，家住县城，在
地震中饱受惊吓，"楼的家没倒塌，但已遍体
鳞伤，和县城绝大多数受灾房屋一样。

强忍恐惧，她从屋里抢出烧烤设备、调料
和冰柜里的存货，鱿鱼、牛肉、鸡柳、火腿肠
……重操旧业。地震前，她做烧烤生意已有 $"

年。“配方里有 #%种原料，特别香，不信你闻。”
在震后只能与方便面相伴的灾区，这些烤

串，宛如世间一等一的美味。
“很多老顾客喜欢我烤的味道，盼着摊位早

点恢复，帮助大家改善伙食。”杨本琼坦言，急着
开张的主要原因，是想尽快赚钱，为女儿攒学
费。“收费和以前完全一样，不涨一分钱。要不是

为孩子读书，肯定还能便宜些。”
烧烤摊的小方桌旁，围坐着 %个年轻人，

正大口啃着烤串，席间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
朱兰松和穆伦强家住芦山县，属于灾民，教师
王燕、卖保险的李雅平和搞装修的杨董江来
自雅安市，是志愿者。

身为烧烤摊老主顾，朱兰松特意带几位
朋友来一饱口福。“以前有一种小虾味道最
好，可惜地震后暂时吃不到。既然从废墟中爬
出来了，我们就要吃好、吃饱、好好活下去。”

朱兰松开的茶楼，和穆伦强工作的理发
店，都被震毁了，他俩脸上却丝毫看不出悲
伤。“王燕以前当过我们老师，地震刚发生，她
就从雅安赶来芦山帮忙。”朱兰松说，深受王
老师感染，他俩和其他 !名志愿者一起，投入
了抗震救灾，帮忙搭帐篷、扛物资、送奶粉、背
伤员……
“我家虽然也受灾了，但是和一些偏远的

重灾区相比，这点损失不算啥，有很多同胞需
要我们帮助。”穆伦强笑言，“地震前，贪图安
逸，现在，"天没洗澡了，我只想换一条内裤，
就很满足。”

吃完烧烤，他们 %个人立刻出发，骑 #辆
摩托车，去附近一个村子帮忙发奶粉和尿布。
特派记者 曹刚 !本报雅安芦山上午电"

主动报名运送救灾物资
"%岁的左建明是成都市一家汽车运输公

司的货车司机，专跑长途货运。%年前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后，他曾和众多同事一起，忙忙碌
碌一个多月，满载着一车又一车救灾物资，几
乎跑遍了所有重灾区。

芦山地震发生后不久，他再次报名运送
救灾物资。

"月 #$日下午，公司接到新任务，民政部
门即将调运一批救灾帐篷，急需送往芦山县
和宝兴县等灾区。当天傍晚，%&多辆空货车浩
浩荡荡向新津火车站进发，等待装货。左建明
是其中之一。

他随身没带多少钱，也没有副驾驶可以
轮班。“因为出发前说好了，让我们送到雅安
市多营镇的四川华峰物流有限公司，卸完货
就能回成都了，有人会负责下一步配送。”左
建明解释说，按照原定计划，全程来回不过
!&&公里，一个司机完全可以应付，也不需要
加油。一辆载重 $&吨的货车，每次把空油箱
加满，需要花费上千元。
夜幕降临时，车队开始装货。左建明的车

上装了 $''顶帐篷，整个车队共运送数千顶。
所有货物装载完毕，已接近黎明时分，但并没
立刻出发。“大家都挺着急的，想尽快去灾区，
只能多等两三个小时，因为早晨有领导要来
为大家送行，然后才能同时发车。”

说好的终点，却成了新的起点
##日上午 (时许，左建明转动车钥匙时，

仿佛看到了不久后灾民领到帐篷时的笑脸。
成雅高速公路专供救援车辆通行，道路

通畅，他一路上看到许多货车，载着救灾物
资，同向灾区奔驰。

刚过 )时，车队进入雅安境内不久，停了
下来。“在名山区大约卸了六七车货，那里也
受灾了，一切看起来都比较顺利。”左建明说。
此时，距离说好的终点多营，只剩约 #&

公里。
午后，车队下成雅高速多营出口，没多久

便来到华峰物流。
震后第 !天，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

出抗震救灾交通管制通告，为确保救灾物资
顺利运往灾区，一律实行第三方转运———先
运到华峰物流公司，再按计划组织运往灾
区，所有车辆应服从交警指挥，严禁擅自驶

往灾区。
通告发布同日，左建明跟随车队，如约来

到华峰物流门口，却进不去。“全国各地过来
的物资和车辆太多，全都涌到一家公司，我看
到他们忙不过来，货多得来不及卸。”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左建明，人手紧缺，卸
货的主力军是志愿者和民兵，但前者不太稳
定，难以从早到晚持续作战，只靠后者，劳动
强度太大。“最终车队等了两个多小时，一辆
车也没卸货，他们让我们直接送去地震灾
区。”

在物流公司外等候时，左建明还遇到一
个小插曲。“一名交警过来提醒，尽快把车开
走，以免影响交通，否则就要扣证。”他无奈表
示，“我何尝不想快点进去，早点卸货回家？”

有的不要物资，有的不肯放行
不顺，用左建明的话说，叫“窝囊”，就此

拉开序幕。
长长的车队只能重新出发。从多营到芦

山，途中救援车辆越来越多，路况通畅程度逐
渐下降。车队停顿的次数开始增加，就这样走
走停停，左建明 ##日下午 %时来到芦山县
城。
“芦山县是伤亡最惨重的灾区，也是震中

所在地，我想这里应该很需要帐篷。”左建明
和同事们再次吃了闭门羹。“芦山没有人接收
物资，工作人员说，芦山县的救灾物资够了，
建议我们送去宝兴。”
车队无奈再次上路，继续前行。
#$&省道芦山至宝兴段，时有塌方，路途

艰险，积压了不少车辆，通行缓慢。离开芦山
没多久，左建明便被堵在了山路上。一堵，就
是一整夜。唯一的好消息是，他总算能在车上
睡个整觉了，前晚装货，就没怎么睡。“其实我
们少睡几个小时，辛苦一点，真的没关系，关
键是希望这些帐篷能尽快送到位。”他说，“路
上经常走走停停，送货又总是磕磕绊绊，感觉
有些窝囊。”

#!日天亮后，迷茫的车队进入宝兴境内
的第一个镇灵关，总算又找到了一点成就感，

卸下将近十车货。剩余 !&多辆车，向宝兴县
城驶去。

可没过多久，再生枝节。早晨 (时许，车
队穿行于灵关镇的主要街道时，被激动的受
灾群众拦下。地震后 !天，镇上紧缺多种物
资，见有救灾帐篷从家门口经过，少数人情绪
失控，希望把物资全部留下。

期盼接收点更多，沟通更顺畅
“大家应相互体谅。又冷又饿很难受，但

不管怎样，不能拦车，这会影响其他受灾群
众。”左建明觉得，此次震后初期，物资发放的
组织和协调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像受灾比较
严重的灵关镇，一个物资接收点不够，如果能
有 !到 %个点，收发再快、再透明一些，接货
人员的职责再明确一些，老百姓的牢骚就会
少很多。”
抗震救灾物资应怎样合理调配、发放？左

建明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身为资深货车司
机，有过多次运送救灾物资的经验，他很清楚
“顺畅”和“窝囊”的感觉。

“%年前，我跑遍汶川各灾区，从道路通
行，到物资接收，一般都比较顺畅。”左建明介
绍，那时每次接到派货单，都会明确告知送货
地点和联系人电话，“送到目的地后，会有人
立刻接应，直接卸货或者带我们去下一个送
货点。”他坦言，“说好的运送地点，却不收货；
有的地方不要，有的地方又嫌少；收到物资最
多的地方，也许并不需要那么多……类似这
些沟通不力的情况，以前很少碰到。”

在灵关镇耽搁了几个小时后，昨天下午，
车队终于抵达终点宝兴县。卸完货，左建明又
添了新烦恼，与切身利益相关———四川省抗
震救灾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从芦山县至宝
兴县实行交通管制，只能单向通行。到宝兴
后，他没法再走回头路，而是要绕行马尔康或
康定，再回成都，回程距离从 #&&公里暴增到
*&&多公里，且多为山路，耗时也陡增。
“多花时间，多赶路，我们不怕，都是为灾

区做贡献。”左建明坦言，“但路远了那么多，
路上肯定要多加一次油，每辆车 $&&&多元，
大家都没准备这笔钱，到时候可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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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到宝兴，一货车司机讲述两天两夜驰援经历，还原———

一车帐篷的曲折救灾之旅
特派记者 曹刚

震后第二天，便闻烧烤香
———走进芦山县城灾后最早恢复营业的小吃摊

阴雨连连，无棚避寒；饥肠辘辘，没粮果
腹。受灾群众缺水、缺粮、缺帐篷等问题，在芦
山地震发生数天后依然存在。

记者在宝兴县采访刚卸完救灾帐篷的司

机左建明，试图还原一名货车司机运送救灾物
资的两天两夜，关注他运送的一整车救灾帐
篷，从哪里出发，去向哪里，途中又经历了哪些
波折与艰辛。

! 搬卸救灾物资#主力军是志愿者和民兵 特派记者 陈意俊 摄

! ! ! !据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公布，截
至昨日 $#时，四川芦山 *+&级地震
共造成四川全省 $)) 万余人受灾，
$)!人遇难，目前，生命搜救仍在继
续。

目前，政府已累计转移安置受
灾群众 ##+!万余人，截至昨晚 *时，
四川省卫生计生部门累计救治伤员
$%%%"人次，已治愈出院 "'$)人。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今天 )时，
已有 "+*万顶帐篷、$)+)万床棉被、$
万件衣物、$ 万张折叠床、#&& 个简
易厕所、*& 万平方米彩条布、$& 万
支蜡烛、* 万件食品、" 万件饮用水
和 )&&个应急灯等救灾物资运抵地
震灾区。

已安置受灾群众
22.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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