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灾区缺电，抢买40台发电机

刘辉是安徽省滁州市凤阳人，在河南

经营一家公司。7月18日，他和老乡李士

辉看到海南遭遇台风袭击的新闻，灾区的

破败让他很有感触。当得知灾区通电困难

时，两人决定送些发电机过去，为灾区送

电。于是，他们立刻联系一家供货商，得知

正好有40台发电机，但就在他们准备购买

时，却被告知已经被别人预定。

没办法，灾情紧急，两人向供货商解释

这是送给灾区的。一番交涉后，供货商终

于答应，把发电机全部卖给刘辉和李士辉。

“这40台发电机的功率是6500瓦，每

台的市场价格在4000元左右，如果仅供照

明，一户人家100瓦，一台发电机可以同时

满足60多户受灾群众。”刘辉说，得知灾区

需要这批设备，即使再远也要送去。

奔波两天，为赶路吃方便面

7月25日上午，40台发电机全部到位。

在刘辉和李士辉的发动下，公司员工纷纷抢

着要去灾区救援。短短几小时，包括刘辉和

李士辉在内的9名临时救援队员，穿上统一

的红色T恤，带上发电机就准备出发了。

由于时间紧迫，队员们装好发电机，只

随便带了两箱方便面、两箱矿泉水和火腿

肠就上路了。一路上，队员们没吃过一口

热饭。饿了就干吃方便面，渴了，就喝矿泉

水。“吃饭耗时间，大家都不肯吃，想着一分

一秒都不能耽误。”

为先行探路，26日下午，刘辉就早早赶

到海南，随即立即奔赴文昌昌洒、抱罗镇等

地打探灾情。“路边都是倒下的电线杆，村

里都是扯断的大树。”刘辉说，这让他很是

难受。尽管已经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刘辉

还是强撑着联系灾民。27日凌晨，回到海口

的刘辉与刚到的满载发电机的货车会合。

发电机送到，灾区的灯亮了

27日上午10点多，在受灾严重的抱罗

镇抱功村委会地灵村，4名队员抬下一台全

新的发电机，加上汽油，拉动发动线条，“轰

轰轰……”响起来了。队员们把一个调试灯

泡插在发电机插座上。“看，灯亮了！”随着一

位灾民的欢呼，刘辉和队友们长舒一口气。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刘辉和队员们终于

把40台发电机全部送到昌洒、抱罗、公坡、

冯坡 4个在此次强台风中受灾严重的地

方。看到发电机，灾区昌洒镇救灾接放物资

总协调云开激动地和这些来自安徽的爱心

人士握手。云开介绍，除了政府提供的救灾

物资外，目前为止，刘辉等人送来的救灾物

资是该镇收到的一笔最大的社会捐赠。

事实上，前两天，这几名安徽老乡所在

的公司就已经采购了10万元的雨布，送给

昌洒的受灾群众。“有的群众房子上的瓦片

被台风掀了，遇到下雨很麻烦。”云开说，雨

布对受灾群众来说，可起到很大的作用，目

前已陆续将雨布发到受灾群众手中。

继续留守，将参与灾后重建

昨天下午，刘辉告诉市场星报记者，这

支9人的救援队伍中，就有7人来自安徽，

其中3人来自凤阳县，4人来自怀远县。

蒲家磊是救援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一

个，今年21岁。“来海南救灾，爸爸妈妈很

支持。”蒲家磊说，他是安徽凤阳人，这是他

第一次来海南，看到文昌受灾的场景，心里

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的举动很有意义。

救援队伍中年纪最大的，要数参与发

起救援活动的李士辉。救援期间，40岁

的他强忍着胃痛参加救援，但他却从来

不对别人说。

如今，40台发电机大多已经安装调试

完毕，雨布也已经送到灾民手中。而队员

们仍留在当地，继续参与救援。

“只要灾区需要，我们会继续留在这里

至少半个月，来帮助灾区恢复。”刘辉说，他

们会一直驻守在文昌昌洒等地，等相关部

门安排志愿任务。

小时候家乡洪灾曾被救助
记者：为何看到海南受灾，会有这么大

的触动？

刘辉：我老家是安徽凤阳，我很小的时

候，老家就遇到一场洪涝灾害，几个乡镇都

被淹了。那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来

帮助我们的救援队员。所以这次看到海南

受灾，第一个想法就是来救援。

记者：下一步准备做哪些救援？

刘辉：灾区这边森林覆盖率很高，枯枝

烂叶容易引发火灾，我们正参与当地组织

的防火工作。另外，许多雨布没有挂好，我

们得一一检查。

记者：以前有参与过这类灾区救援吗？

刘辉：以前家庭条件不好，有心无力，

这两年开了公司，挣了一点钱，就有这个能

力去帮助灾民了。

记者：远赴海南救灾，家里人知道吗？

刘辉：家里人知道，而且非常支持我。救

灾期间，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

记者：救援物资花去了多少钱？

李士辉：发电机每台进价3400元，加

上10万元的雨布，这些救灾物资有25万多

元。但这钱是公司4个股东的，不单是我一

个人的，我们4个都是安徽人。

记者：一天休息几个小时？

李士辉：刚来的三天两夜里，总共休息

只有3个小时，现在好一些，每天能休息6、

7个小时。

记者：现在胃病情况怎样？

李士辉：现在吃饭基本能保障，所以胃

好多了，不疼了。

星报对话

7月18日，海南省遭遇41年来最强台风肆虐，灾情牵动
全国百姓的心。当得知灾区缺电时，刘辉和李士辉等7名安徽
老乡，连夜将已被别人预定的40台发电机，从供货商手里
“抢”买过来，日夜兼程两天，终于送到灾区。

“看！灯亮了！”7月27日晚，随着一位灾民的欢呼，这7
名安徽老乡终于长舒一口气。

昨天，星报记者对话勇敢的安徽老乡救援队。刘辉坦言，
小时候家乡受灾，救援队员的身影让他印象深刻，更坚定长大
后帮助别人的想法。

记者 曾梅 胡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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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遗愿，
让他坚定回乡成为村医

齐山村是金寨县一个比较偏僻的村

子。上世纪 50年代，县里修建响洪甸水

库，把村子分割成了几个岛屿，60户人家

200多村民分散居住在这些被水环绕的孤

岛上，村民出行必须借助船只，交通出行十

分不便。在余家军当村医之前，村民们要

看病，必须坐上一个小时的船到镇上的卫

生院才行。

1993年，16岁的余家军在六安跟随一

名老中医学习医术，3年后又进入六安卫校

学习西医。1999年，余父因病去世，临终

时，他希望余家军回岛上当医生，让乡亲们

在家门口就能就医。

为了父亲临终的嘱托，经再三考虑，余

家军决定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吴起娇一起回

到村里，把家安在了水上，在水库深处孤岛

的一条船上开始了乡村医生生涯。

一天，一个村民跑到水上卫生站找余

家军，说村里有个妇女服农药自杀，生命

垂危。余家军赶紧驾着小船，足足开了

半个小时飞奔到现场。

“医生来了”，旁边人的一句话，让这

位服药的妇女轻轻地眨动一下眼睛，那

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欲望。这个眼神，让

余家军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虽然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余家军没能

挽留住她的生命，但这件事使他更加坚定

了要做好一名乡村医生的决心。

不忘初心，
15年如一日为乡亲看病

一晃15年过去了，余家军从当年回乡

行医的毛头小伙子，蜕变成乡亲们信赖的

乡土全科医生。15年里，余家军和家人驾

着小船跑遍了周边200多个村民的家，守

护着周边200多个村民的健康。

哪里有病人，余家军的“小船医院”就

会出现在哪里，随叫随到，风雨无阻，乡亲

们亲切地叫他“军子”。

余家军的出诊从不收出诊费，用药也

绝不多余，越少越好，不让村民花冤枉钱，

甚至经常给家庭困难的老乡减免医药

费。对一些在岛上处理不了的病，他也会

自己开船，免费把病人送到镇上的医院

去。他曾粗略算过，仅出诊用船费用一

项，一年就是4000多元，再加上船只维修

费，一年要八九千元。而这些钱，都是他

无偿往里贴的。

余家军的女儿余冉今年13岁了，儿子

余显武也有6岁了。作为父亲，余家军觉得

自己并不称职。别人家的孩子上幼儿园有

小伙伴玩，余家两个孩子只有在船上自己

玩。余冉年幼时曾向妈妈哭诉：“为什么爸

爸给别人家的孩子治病都喊‘宝宝不哭’，

却不喊我‘宝宝’？”

由于经常不计经济上的报酬，虽行医

多年，余家军家里的经济状况却一直不是

很好。“我觉得不能光算经济账，面对乡亲，

情义最无价！这么多年我之所以坚守在乡

村医疗卫生的岗位上，就是因为不忘父亲

临终嘱咐，履行好一个乡村医生的职责，守

护好一方百姓的健康。”这番话说出了余家

军的心声。

孤岛百姓随叫随到的“120”
15年如一日，“孤岛医生”坚守为乡亲们治病

安徽老乡为海南灾区急送“光明”
为灾区抢买40台发电机，星报记者对话安徽老乡救援队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平凡的
岗位上始终如一的无私奉献。15年如一日，他成
为孤岛百姓随叫随到的“120”，以一个人的肩膀，
扛起一村人的平安。

昨天下午，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事迹
巡回报告会在合肥举行，“孤岛医生”余家军讲述
了他坚守孤岛15年，为乡亲们治病的心路历程。

记者 李皖婷

发电机运抵灾区

救灾队员正在调试发电机（图片由海南《南国都市报》记者刘孙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