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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4日，农历七月初七，空
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爱意。满身疤痕肢体
残疾步履蹒跚的汪品华，特地从安徽省黄
山市祁门县赶到盐城市区，看望他日夜思
念的恩人。

1993年出生的汪品华，曾经是一名
帅气的武警边防战士，2013年10月中旬
因公负伤，命悬一线，危在旦夕。经历了
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的抢救，经受了旷日持
久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折磨，闯过休克、
感染、呼吸困难、其他并发症等致命关口，
随着躯体逐步康复、内心世界重新构建，
汪品华奇迹般活下来了。

重生之路，坎坷曲折，又洒满阳光。
在盐城，一个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走进
他的生活，帮助他度过生命的至暗时刻，
结下了超越血缘的亲情。

一个年轻生命的重新绽放，展示出一
座厚德之城的温度和情怀。

（一）

2013年10月12日中午，在执行任务
过程中，20岁的边防战士汪品华被严重
烧伤。

烧伤面积93%，“除了脚板底，全身上
下，没有一处是好的。”当年参与救治汪品
华的医护人员说，伤者全身都被烧黑了，
看了让人揪心。

从盐城转至上海瑞金医院，抢救了一
个多月，汪品华才渐渐苏醒。

或许，昏迷也是对生命垂危者的一
种保护，昏迷中的汪品华“感觉不到
痛”，他苏醒之后，常常被剧痛折磨，重
新陷入昏迷。

汪品华体无完肤，有的部位甚至伤及
肌肉组织，他睡的是特制治疗床，全身裹
着浸了药的纱布，不时渗出血水和脓水，
散发着异味。

每天都需要清理创面、更换纱布，每
次揭纱布都会扯下一些腐肉。

由于汪品华的身体不能触碰，每次从
重症监护室病床转移到手术室，都只能用
床单兜着，几个人拽着角抬。那段时间，
汪品华经常“出入”手术室，最多的一个
月，做13次手术。

嘴不能张，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管
输入一点流质。

双手被烧变了形，右手手指粘连在一
起，无法弯曲、伸展。做手指矫正时，右手
共打入近百根钢钉，进行指骨、掌骨固定。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皮肤，为了植
皮，医生得在他头皮内置放扩张器，然后
将新长的皮肤移植到身体其他部位。

没完没了的手术，撕心裂肺的疼痛，
看不到尽头的治疗，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
切，让陪伴的父母身心俱疲。在一个深
夜，汪品华忧心如焚的母亲在上海租住处
寻了短见。

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伤痛，一下子都降
临到这个20岁小伙子身上。

治疗过程艰难曲折。植皮，失败，再
植皮，一次次皮开肉绽，痛彻肺腑；手指矫
正，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一根根钉子钉了
拔、拔了钉……

炼狱般的治疗，漫长，望不到头，掺杂
了太多血水、脓水、汗水和泪水；那份痛，
已难以用语言表达。

多少次，汪品华痛得难以忍受，他用
含糊的语音哀求，“让我去吧！我实在受
不了了……”

伤痛，刻骨铭心。汪品华在生与死、
坚持与退缩、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徘徊，
然而他内心有一个声音，逐步坚定了对生
的渴望，“世上还有这么多关心我的人，希
望我恢复得更好，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更
不能让我妈妈的在天之灵失望”。

今天的汪品华，虽然已经没有生命危
险，但身体部分肌肤仍很脆弱，稍不留神
就会破裂开来，有些新植皮肤没有毛孔，
容易出现脓包。

“汪品华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每一个熟悉了解他的人都会这么感叹。

汪品华受伤后，父亲始终陪伴左右，
边防部队、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组织救
治，医护人员倾心尽力抢救生命，许多萍
水相逢的人纷纷送上祝福……还有吉廷
艳、蒋洁等人的努力，共同托举起一个生
命的奇迹。

（二）

吉廷艳在医院做护工，因为做事认真
负责，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有人找到她，“有个烧伤病人要护理，
做吗？”

吉廷艳有点犹豫，她没护理过烧伤病
人，但知道这种护理很辛苦。

进入无菌病房，看到汪品华的第一
眼，吉廷艳的心几乎碎了，这哪里还像个
人啊，只有不停流淌的血水脓水，还能证
明这是一个活人。

汪品华和吉廷艳的二儿子年龄一样
大。听了汪品华的经历，想到正读大学的
儿子，她对眼前这个年轻人心疼不已，接
下了这个“苦差事”。

此后的日子，吉廷艳和汪品华几乎形
影不离。深夜，困了，她就在汪品华床边
躺会，难得睡个囫囵觉，汪品华稍有动静，
她就起来照应。

帮汪品华换药时，尽管戴着口罩，但
伤口散发的阵阵异味，仍然刺鼻。

时间久了，再看到脓水，吉廷艳心中
就会高兴。她发现，汪品华伤口先有瘀
血，然后流脓，把脓挤了，好肉从内往外
长，这处伤口很快就会痊愈。

母亲去世后，汪品华时常睡不着觉，
嘴里发出“呜呜”的痛苦呻吟。吉廷艳知
道这孩子心里苦，想了很多法子安抚，不
管用。后来，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前，
让他感知她的心跳。汪品华终于平静下
来，安然入睡。

从盐城到上海，从上海到盐城，包
括期间去太原做矫正治疗，吉廷艳一直
是汪品华的专职护工。几个月后，汪品
华的伤势有所好转，部队帮他们在医院
附近租了一处房子，边治疗边做康复训

练。
照顾汪品华的第一个春节，吉廷艳

是陪伴他在医院一起过的。那年除夕，
吉廷艳只回家待了个把小时，就匆匆赶
回病房。

隔个院墙就是吉廷艳住的小区。有
时，吉廷艳想回家吃午饭，汪品华的父亲
会挽留，“就在这吃吧，你在这里，我才安
心。”

老汪一直把吉廷艳当作全家的恩人，
而吉廷艳则将汪父视为兄弟。

汪品华不肯吃饭，她搂着哄着，一口
一口喂。汪品华吃水果，她切得细细碎碎
的，用汤勺喂他一口，自己吃一口。

有人问，“你不嫌他脏啊！”“我要是嫌
他，他就更不肯吃了。”

由于伤情严重，汪品华解大便特别困
难，有时从晚上十点一直到次日凌晨三四
点才能完成，吉廷艳就帮他一点一点处
理，从不嫌麻烦。

“我有两个儿子，就把他当作我家三
儿子。”吉廷艳说。

2015年和2016年除夕，汪品华都是
在吉廷艳家吃的年夜饭。

除夕当天，吉廷艳大儿子开车把汪
品华接过来，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
饭。大儿媳还给汪品华压岁钱，汪品华
特别开心。

一家人有时会带汪品华出去玩，邻居
会问，“这是谁啊？”

“这是我家小三子。”吉廷艳响亮地
回答。

从昏迷，到苏醒，到缓缓侧身，到双脚
可以落地，到搀扶着艰难地挪动脚步，3
年多时间里，吉廷艳陪着汪品华，一步步
走过死亡线。

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汪品华深情
地说，“吉阿姨细心的照顾让我感受到人
间温暖，她的照顾帮助我战胜了伤痛，我
要自食其力不给社会添麻烦，我也要把更
多的温暖带给别人。”

（三）

蒋洁，盐城工学院老师、盐城市心理
健康服务协会理事长，一名优秀心理咨询
师，边防部门慕名找到她时，她开始也有
犹豫，没有立即答应。

这样的烧伤病人，她以前没有接触
过。家人亲友也不建议她接这个咨询。

后来，听说汪品华母亲自杀的消息，
蒋洁非常震惊。她不再犹豫，决心要尽己
所能，帮助小汪，助他走出人生低谷。

第一次见到汪品华时，他全身还被床
单蒙着，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当时汪品
华正要被抬离病床，抬床单差一个人，护
士招呼旁边的蒋洁，“来，帮忙搭把手。”

护士以为蒋洁是来看望的亲友。就
这样，蒋洁猝不及防地直面汪品华。尽管
早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
感到震惊。

心理咨询开展得异常艰难。很长一
段时间，汪品华不肯说话。

在汪品华病床旁，蒋洁弓着身子，尽
可能靠近他交流。结束后，离开病房，蒋
洁抱着垃圾桶一阵呕吐，病房里异味熏
人，咨询过程中，她一直强忍着。

一次，两次，三次，渐渐地，汪品华对
蒋洁敞开了心扉。

蒋洁给他讲述了许多励志故事，告诉
他，人世间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

蒋洁问汪品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
回答，“娶媳妇生娃。”

蒋洁采用催眠的方式帮他做康复训
练。“汪品华，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
比赛，前面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你们几
个男生骑车追赶。谁骑得最快，她就可能
答应做谁的女朋友。”

汪品华愉快地答应，随着蒋洁一声
“开始”，汪品华憋足了劲，全身心投入做

骑车状。蒋洁提示，“前面有桥，注意爬
坡。”汪品华暗中使劲，呼吸急促起来。

赢了！汪品华抢先到达目的地。“女
朋友漂亮吗？”“漂亮。”回音微弱，却欢快。

此后，这样的“骑车训练”每天进行。
一个月后，汪品华的精神状态有了明

显变化。
蒋洁把汪品华比作人人喜欢的“外星

人”。有一天，她提议，“可爱的外星人，咱
们合个影呗？”汪品华愉快地答应了。

那是他受伤后头一次看到自己的
脸。尽管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看到
照片中自己面目全非的外貌，他仍然惊
恐万分。

此前，蒋洁多次对汪品华做心理疏
导，告诉他，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你的外
貌，更多的是对你精神境界的敬重，帮助
他面对现实，接纳自己。

汪品华能下地行走后，蒋洁会有意
识地带他出去散步，专往人多的地方走。

几乎每个看见汪品华的人都会回头
再望一眼。

“大家都回头望你，你有什么感觉？”
“感觉很不错。”汪品华补充了一句，

“我比大明星还厉害呢，因为我的回头率
是百分百。”

蒋洁经常带他去宝龙广场吃他爱吃
的东南亚菜。进入饭店，看到汪品华，其
他顾客纷纷避让。

服务员报告老板，老板过来了解
情况。

蒋洁介绍，“他是一名边防战士，因
公受重伤，立过二等功。”一听这话，老
板二话没说，立即安排了一个不受干扰
的桌子，同时跟蒋洁打招呼，“以后再过
来吃，提前打电话说一声，帮你们留
桌。”

（四）

汪品华退伍回到安徽祁门老家，在继
续康复治疗的同时，坚持读书学习，热心
公益活动，生活过得坚毅而充实。

他常用微信给蒋洁发来自己写的书
法、唱的歌，蒋洁收到都会点赞并经常发
红包奖励。

2018 年，蒋洁接手对因病致贫的
建档立卡户邹彬（化名）的咨询，这是
一个几年前掉进危化品池重度致残的
青年人。

几年来，邹彬每天蜷缩在床上玩手机
游戏。不管是村干部还是志愿者去看望
他，他都是不理不睬。蒋洁开始跟他说
话，他也沉默以对。

蒋洁去了三次。第三次，邹彬开口
了，“蒋老师，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希望
我能走出来，但是您知道吗，我是父母唯
一的儿子，然而我却让父母绝后了，我活
着只是因为父母还在。您是无法理解我
这样的人活着的痛苦……”

面对封闭的邹彬，蒋洁很心疼。是
呀，“站着说话腰不疼”，她能理解眼前这
孩子的心情。

经过思考，蒋洁给汪品华打电话，“品
华，有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他因
掉进危化品池造成一级伤残，一直意志消

沉，你愿意跟他聊聊吗？”
电话那头的汪品华听了，毫不犹豫地

说，“蒋老师，我过去一趟。”
第二天凌晨4点多，汪品华在父亲

陪护下，从老家坐三轮车赶往县城，从县
城坐火车到南京，从南京转大巴车来到
盐城。

当晚8点多，坐了16个小时车、一身
疲惫、“哪都疼”的汪品华出现在蒋洁面
前。因为皮肤严重烧伤后没有弹性，长
途跋涉使得汪品华身体好几个部位开裂
出血。

汪品华出现在邹彬面前时，邹彬震
惊了。这个世界上，原来自己并不是最
不幸的人。

汪品华给他看自己的一级伤残证，和
邹彬长谈，讲自己的故事，谈现在的生活
和自己的梦想，给邹彬看身上尚未愈合的
伤口……

邹彬的心扉渐渐打开了。
走出封闭内心的邹彬，开始崭新的

人生。
和邹彬的交流，让汪品华感到了自

己的价值。一个人活着，要像吉阿姨、蒋
老师那样给人以帮助，那才是有意义的
人生啊。

“蒋老师，您不仅让我走出了心理阴
影，活出了自己，还让我有了反哺社会的
机会。”他对蒋洁说。

蒋洁所在的社会组织，会举办一些面
向年轻人的公益活动，汪品华热情参与，
现身说法，讲述励志故事，给困惑中的年
轻人以启迪。

每次，汪品华一现身，台下就安静
下来。

“我不能让爱我、关心我的人失望，我
又重拾信心，做了一次又一次手术，做手
术只是恢复的一部分，锻炼必不可少，刚
开始我对锻炼并没有信心，当看到蒋老师
发给我的那些视频，有的是失去手用脚写
字的，也有失去腿用两只手走路的，我也
开始用左手练习写字，练习走路上台阶，
别人上个台阶轻轻松松，而我却要用尽全
身力气，我也怕苦，也怕累，可我不能放
弃，我曾是一名军人，有不轻言失败的钢
铁般意志……”

励志的语句，从汪品华的嘴里说出
来，年轻人常常只有一个反应：服。

对于许多人来说，站在面前的汪品
华，顽强活着的汪品华，努力向上的汪品
华，就是最好的人生榜样。

汪品华顽强自学社工师课程，一次
性通过了考试。他说，希望有更多机会，
用自己的经历，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以
力量。

喜欢唱歌的汪品华，歌声里充满了冲
破人生艰难险阻的激情，他最喜欢、唱得
最多的是那首《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这是歌声，也是呐喊；是生命的回响，

也是未来的召唤。

身处困境中的人遇上一个好人，是幸运；
一直遇到好人，那就是城市有爱的光芒。
致敬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人们，致敬有温度有情怀的厚德之城。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