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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我总是想法设法帮助
周围的人，助人已成为我的自觉行动。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叫梦琪的
小女孩坐在商场外的电线杆下哭
泣，便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问她
为什么哭。她呜咽着说书包丢了。
我便带她找商场领班、值班的保安
和播音员，最后在商场存物处找到
了她的紫色书包。

虽然耽误了自己的事情，我心
里却甜丝丝的。背上书包的小梦琪
会想些什么呢？一个非亲非故的人

像亲人一样对待她，走了那么多路，找
了那么多人，帮自己找回了书包，这个
人究竟为了什么？小梦琪不会明白
这些问题。但我在她心中播下的爱
的种子，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通过帮助他人，我的内心得以
充实，视野也在不断拓展，我也得到
了很多有形无形的回报。一位哲人
说过：“当一个人真正忘记得失的时
候，他已经拥有了许多。”我深深地
体会到，助人也实实在在是在助己。

有好几次，我去饭店吃饭后买单
时，发现有人替我付了款，替我买单
的有的是我帮助过的人，有的是向我
咨询过的家长，有的是听过我报告的
人，有的是看过我的电视讲座的人；
有的人我认识，有的人认识我而我并
不认识人家。有些我知道是谁替我
付的款，有些至今还不知道。我懂得
自己“为善事不求人见”，别人对我也
是如此。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突然下起
了倾盆大雨，我正准备找地方避雨
时，附近店铺里有位妇女冒雨给我
送了一把雨伞，我上下打量送伞的
人，这位妇女开口了：“贾老师，你不
认识我啦？两年前你和刘兴家孩子
谈话，我也带儿子去听了。听了你
的谈话，我儿子也变了不少，去年考
上了高中，现在学习劲头可足了。”

去年我母亲生日那天，我到食
品店订蛋糕，老板说啥也不肯收钱，
说：“这盒蛋糕就当我送大娘的生日
礼物。”一个月后，我爱人过生日，我
又去订蛋糕，老板还是不肯收钱。
我不依，老板说：“我送你两盒蛋糕，
价值太有限了。去年你花那么大精
力给我孩子辅导，孩子考上了大学，
这个能用金钱来计算吗？”

那么多人那么诚心地对待我，
叫我说什么好呢？我真没有做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竟然得到了这么
多人的认可，也得到了如此多的回
报。我看到了家教工作的崇高意
义，也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感动之
余，我只有更加勤奋地工作，尽力帮
助更多的人。

我体会到了“助人为乐”的深刻
内涵，我也在时刻影响着我的孩子。

这里我把写给儿子的信抄录如
下，希望能对家长朋友有所启迪。

儿子，爸爸以50年的人生阅历
告诉你，要想得到幸福和快乐，首先
要乐于助人、多做善事，下面爸爸给
你提一些具体要求。

1.上车遇到老弱病残、孕妇等，
要主动让座。空位不多时，不要抢
座，把座位留给最需要的人。自己
年轻，站一会儿也无妨。

2.在雨雪天气或者天冷的傍晚，

遇到那些卖菜、卖水果的人，能把他
们的东西全部买走，他们就能及时
回家。如果不能全买的话，买一份
也可以，这种情况下买的东西吃着
会更香，因为有一种爱在里边。

3.遇到迷路的老人和小孩要尽
量送他们回家，至少要送他们上车或
者送到附近派出所，或者打个电话和
他们的亲人联系上。这样虽然麻烦
了一些，你的内心却会十分欣慰。

4.遇到公益捐款活动，千万不要
吝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尽量
多捐。公益事业是大家的事业，也
有我们一份。记住：自己也会遇到
困难，也有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

5.如果你和一个拉人力车的人
同行，一定要搭上一只手，你的举手
之劳会给别人换来更多的轻松。如
果是在上坡，更要竭尽全力。记住：
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6.别人有事求你帮助，你要慷慨
应允。因为不到万不得已，别人不
会轻易向你求助，他向你张口也不
是那么容易的。

孩子，千万不要错过帮助别人
的机会，因为帮助别人是最幸福最
快乐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帮
助别人受益最大的也是自己。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地震后不到24小时，映秀镇迎
来了第一支救援先遣队。

22名军人在5月13日中午陆
续到达该镇，他们隶属于第13集团
军××师炮兵团，由副参谋长杨卫
东少校带队。这是成都军区都江堰
前线指挥部派出的第一支侦察队，
他们的到达让映秀镇与国家救援机
构第一次挂上了钩。

军人们疲惫不堪，满身污泥，只
能从军帽和军徽上分辨出他们的身

份，但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孤镇，当这
一队穿着军用雨衣的人走到中学前
的坝子上时，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
注意。渔子溪的人最先看到他们，
跑过来喊道：“解放军来了！解放军
来了！”这喊声带动了更多的人跑向
侦察队。他们围着这些军人，眼神里
充满了欣喜、盼望、羡慕和崇敬，有人
流下了眼泪，军人走动时他们就跟着
一起走。杨卫东感到惊奇，他以前在
电影和电视中见过这样的场面，觉得
那是遥远年代的艺术画面，没想到今
天它会发生在自己身边。

侦察队走过滨河桥，在桥头附
近见到了指挥部的人。杜骁、张云
安和蒋青林暂时忘了自己的官员身
份，与杨卫东拥抱、哭泣。过去的24
小时他们饱受煎熬，被从未想象过
的困难和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现
在终于有人来跟他们分担压力了。

侦察队带着两名通信兵，当指
挥部向杨卫东介绍情况时，卫星电
话找到了信号。地震让移动通信网
络大面积中断，能否接通全凭运
气。情急之下，杨卫东拨打重庆江
津基地值班室的军用有线电话，从
那里转到在四川邛崃驻训地的值班
室，他让值班参谋转告留守的团政
治处主任，让留守处尽一切可能将
情况尽快报上去。

作为侦察队，杨卫东按照命令
完成了搜集和传递信息的任务，他
回到映秀镇临时指挥部的棚子里。
但是，他对情况能否报上去并不放
心。事实上，留守处也无法找到自
己在灾区的流动部队，这种担忧越
来越强烈，他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行
动。他大胆地选择了越级上报的方
式，直接向成都军区作战部报告。

杨卫东对作战部值班参谋说：
“我是××师炮兵团副参谋长，带领
小分队到了汶川的映秀镇，现在将
这里的情况向你们报告一下。”虽然
映秀镇的名字还不为人知，但汶川
已经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这两个
字让参谋知道这个电话的分量，他
说：“你等一下，我找首长来听电
话。”他赶紧找来军区一名副参谋
长。通过作战部，映秀镇的情况迅
速传递到都江堰的联合指挥部，这
是整个救援体系获得的第一份来自
汶川地区的灾情报告。

过了几个小时，在13日 17时
56分，新华社才发出关于映秀镇的
第一条快讯：

徒步入汶川映秀镇救援队发回
震中首条消息

进入汶川映秀镇的成都军区小
分队报告，进入映秀镇的路上塌方
超过10处，70%以上道路损坏，桥梁

全部倒塌，车辆无法通行，大量人员
被埋。伤员急需救助，食品、饮用水
极度短缺。

成都军区救灾队将所带食品、
饮用水统一分发给儿童、伤员。这
支部队是徒步进入映秀镇的。成都
军区司令员李世明命令陆军航空兵
作好准备，一旦气候条件允许，便立
即空投物品。

据介绍，映秀镇城镇、村庄常住
人口12000人。目前包括沿途群众、
旅游者共生存3000余人，其余人员
伤亡情况尚不明确。

映秀镇临时指挥部内部关于幸
存者数量的3个不同数字是：2300
人、3000多人、4500人左右，现在已
经传递出了其中一个。无论是哪一
个数字，与映秀镇的常住人口相比，
死亡人数都是惊人的。但是，震后
24小时正是各地灾情陆续报告出来
的时候，各地大幅攀升的伤亡数字
让人们震惊，谁也不知道那些尚未
传出信息的地方会不会带来一个更
可怕的数字。指挥部需要了解更多
详情，才能大规模地向一个地区调
动力量。也就是说，映秀镇还要再
等待24小时才能得到救援安排，并
在第三个24小时之后才能真正迎
来大批的专业救援队。 （摘自《汶
川地震168小时》张良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