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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后的几个月

中，杨秋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一直战斗在抗

震救灾第一线，灾后重建中，她负责向峨乡

各村组卫生防疫工作。杨秋却说：“我不能

看到乡亲们因为防疫不力而遭受到第二次

伤害。”

她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先后被评为全

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全国总工会“抗震救灾英模报告团”成

员，奥运火炬传递手，并于2009年获得第42

届南丁格尔奖章。

地震后，许多失去儿女的灾区妇女面

临再生育，已经调入人民医院工作的杨秋

成了她们最知心的护士。有一个30来岁

的妇女，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却两次流

产，到后来都快绝望了。杨秋见她这样，就

一直开导安慰她，让她把心情放松，把身体

养好。在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这位妇女

终于又怀上了孩子。震后至今，杨秋已经

帮助指导了数百名当地妇女成功再生育。

据了解，在这对小夫妻的爱情故事中，

还有着三次婚礼的传奇：两人在一起飞往高

原松潘之前，在合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到

了松潘，我省驻松潘县的援建指挥部又特别

为他们举行了一场婚礼；而在去年，9月22

日中秋节这一天，受四川团省委邀请，张彻

和黄燕将赴什邡市参加“缘定四川·情满天

下”四川灾后重建青年集体婚礼。

“这对小夫妻的爱情故事之所以感动

了许多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各地援建

四川队伍中少有的夫妻，更是因为他们的

心里都装着他人，有着共同的爱心，所以两

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所有人为这

段爱情所感动的地方！”松潘县的一位老师

对此评价说。

据介绍，自打踏上高原的那一天起，

小两口就一直计划并携手实施着怎么在

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

孩子。其中一次，经过商量，张彻和黄燕

就把本来准备度蜜月的7200元拿出来，

从学习和生活上对口帮扶两个少数民族

学生。

“千里来相会”皆因心存大爱
——记援建松潘小夫妻张彻与黄燕

既是打小的玩伴，又

是青梅竹马，虽然两家仅

隔着一条马路，但两个年

轻人却从没有想过走到

一起；时隔数年，一个远

赴千里之外援建震后松

潘，而另一个却又“以身

相随”。正因为心存大

爱，一对年轻人的爱情终

于得到了升华，并演绎出

了“三次婚礼”的浪漫故

事……本报松潘特派记

者 徐涛 文/图

丈夫叫张彻，是省发展改革委驾驶

员，妻子叫黄燕，是合肥市肥东县高塘学校

教师。提及张彻与黄燕的爱情故事，或许

大家已经并不陌生。我省对口援建四川省

松潘县的工作即将结束，在今日前赴松潘

县采访报道的过程中，记者再次有幸遇到

这对“大爱化身”的小夫妻。

据了解，张彻和黄燕两家都在肥东县

店埠镇镇北村，虽然只隔着一条马路，但

两个年轻人却从没有想过走到一起。若

干年后，“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随即

张彻主动要求去松潘参加援建。在高原

援建是艰苦的，作为驾驶员，张彻更是冒

着风险，吃尽了奔波之苦，而他，从没有一

句怨言。

在异常的艰苦工作中，因为高度紧张

与劳累，年轻的张彻几乎无暇顾及还有一

个“她”。然而张彻却不知道，就在千里之

外的家乡，通过邻居们的口中谈论和评价，

一个女孩的心里却早已锁定了一个“他”。

张彻主动要求去松潘参加援建，他的这种

奉献精神第一次打动了黄燕。

时间飞逝，张彻又迎来了自己在松潘

县援建工作的新一年。就在这一年，邻居

在跟张彻和黄燕父母亲聊天时，提及到了

两个孩子的婚事，没想到双方父母一下子

就答应了。因为心里早已有了对方，张彻

和黄燕很快走到了一起。

为了能和张彻一起并肩战斗，黄燕向

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要去松潘支教，“我在

上大学的时候就希望有一天能去支教，如

果能去松潘支教，既能实现我的梦想，又能

和张彻在一起，那样就太完美了。”黄燕的

愿望最终实现了，她获得了去松潘支教的

资格。

“虽然同在一个县城，但是因为工作

的原因，我们很少能够见面，平时都是各忙

各的，有时连周末也不能见个面。”黄燕教

的是信息技术，由于学生底子普遍比较薄

弱，周末黄燕不仅要经常给学生们补课，还

要承担教师的多媒体培训等工作。对于妻

子的忙碌，张彻表示充分理解：“她爱这里

的孩子，爱老师这个职业，我无条件支持

她！”

一路相隔，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两地相约，共赴地震灾区援建

三次婚礼，真情洒满松潘高原

失去了女儿，她救活了更多生命
作为一个护士，杨秋在地震中公而忘私的救援行动是美丽的，今天，对再生育妇女

的知心关怀是美丽的，作为一个母亲，杨秋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妈妈。

奥运会火炬手、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各种荣誉汇集一身的她并不健谈，面对记

者 地 采 访 ，她 说 得 最 多 的 就 是 自 己 现 在 过 得 很 好 ，感 谢 大 家 对 她 的 关 心 。

星报震区行特派记者 何曙光 祝亮 文/图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顿时把

风景秀丽的都江堰市变成了人间炼狱。地

处山区的都江堰市向峨乡道路被毁，房屋

倒塌，乡民伤亡严重，情况万分危急！

年仅33岁的乡卫生院护士杨秋来不

及探寻在都江堰新建小学上课的幼女的安

危如何，第一时间加入到抗震救灾队伍之

中。冒着频繁不断的余震威胁，杨秋一次

又一次冲入病房，一次又一次将病员转移

到安全地带，最大限度保证着病员的生命

安全。在紧张的救援中，突然传来了女儿

遇难的消息，杨秋顿时犹如万箭穿心。作

为母亲，此刻多么想去看看自己的女儿！

可一想到灾情如此严重，那么多受灾群众

急切盼望着医务人员的救援，她强忍失去

女儿的悲痛，顾不上料理女儿的后事，含着

眼泪奔赴向峨中学，投入到对受伤学生的

抢救之中。

没有顺手的工具，平时为病人输液

的手成了她救人的工具，边刨边哭，不

是因为手疼，而是因为压在废墟下的孩

子们。顾不上喝一口水，啃一口干粮，

杨秋全力以赴，抢救着一个又一个被压

在废墟中的学生，那一双双求生的眼睛

总是让她想起可爱的女儿。一个孩子

得救了，两个孩子得救了，而她的手指

开始麻木，尖利的钢筋，带钉的梁板，受

伤的手有些不听使唤，可她依然不停地

刨着，搜寻着……

就这样，她一直坚持到女儿即将火化

那天才匆匆赶回。当抱着女儿早已冰凉

的小小身体，杨秋泪如雨下。她说：“孩

子，妈妈没有及时赶到你的身边，可妈妈

救活了更多的生命。女儿你永远活在妈

妈的心中！妈妈永远爱你！”匆匆一面，未

及停留，杨秋又立刻返回向峨乡卫生院抗

震救灾第一线，投入到抢救伤员的紧张工

作之中。

噩耗：救援中听到女儿遇难消息

事迹：失去女儿却救活更多生命 荣誉：她被称为都江堰的“南丁格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右一右一））和张彻和张彻、、黄燕夫妻在松潘合影黄燕夫妻在松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