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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磁峰镇的鹿坪

村里，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 ， 乡 村 酒 店 别 具 一

格，生产基地里各种经

济作物长势喜人；成都

市 759 个重建点，镇镇

都有标准化的学校、医

院、敬老院、污水处理

厂 ， 健 身 广 场 、 图 书

馆 、 儿 童 乐 园 设 施 齐

全；汶川水磨镇实现了

由工业污染重镇向生态

旅 游 名 城 的 华 丽 转

身，产业发展的再生性

跨越使其成为“全球灾

后重建最佳范例”⋯⋯

用灾区群众自己的说法

是“苦干 3 年，跨越了

30 年”。百姓的口碑，

是对汶川地震灾区提升

重 建 战 略 规 划 的 最 大

肯定。

灾 后 重 建 要 把 功

能 恢 复 与 跨 越 发 展 结

合 起 来 ， 不 仅 要 “ 原

地起立”，更要“发展

起跳”，要用高水平的

规 划 来 优 化 城 乡 功 能

和 资 源 配 置 、 推 动 灾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提

升 跨 越 ， 这 是 重 建 之

初 整 体 谋 划 时 的 一 个

大 思 路 。 落 实 到 具 体

工 作 中 ， 从 规 划 选 址

到 房 屋 建 设 ， 从 基 础

设 施 到 产 业 发 展 ， 从

公 共 服 务 到 生 态 恢

复 ， 无 不 体 现 “ 更 高

起 点 建 设 ” 的 意 图 。

优 先 重 建 城 乡 住 房 ，

优先供给公共服务，优先恢复基础设施，优先发展

重大产业，“建房子还要给路子，补资金也要提素

质 ”， 在 物 质 援 助 的 同 时 加 强 技 能 培 训 ， 在 “ 输

血”的同时努力提高“造血”功能⋯⋯一个个新思

路，一条条新规划，让灾区人民在白纸上画出了崭

新的图，在废墟上建成了更美的家：城乡整体布局

得到全面优化，村庄、村落设计结束了散乱无序的

状况；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改善，生态环境加快修

复，地质灾害防治和防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在淘

汰落后产能的同时，新建一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产业项目，一些重点骨干企业借势推动自主创

新、技术升级，位于德阳汉旺镇的东汽公司，仅用

一年的时间就迁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

新东汽。

汶川特大地震造成的巨大创伤，令灾区恢复重建

的难度空前。而今天的灾区面貌却有如凤凰涅槃，实

现了更高质量的新生。经济重振、社会重整、文化重

生，“突破性进步”伴随“长远性发展”，诸多奇迹都

在向我们证明：正是因为重建超越了简单的复制，才

让危机变为跨越式发展的契机。一个个美丽村落、一

座座现代厂房、一幢幢坚固民居，让我们看到灾区已

经穿越灾难，正在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重建中跨越

恢复中创造

—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启示之二

本报评论员

在四川省什邡市大山深处的红白镇，
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安装着太阳能，老百姓
打开淋浴开关就能冲凉。“现在用水比震
前还方便，可我们知道要省着用！”在镇
上做生意的周强说。

什邡市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当地农
村饮水基础设施损毁严重，34万农村群众
曾出现饮水困难。据洛水镇洛水水厂厂长
陈远寿回忆，当时靠消防车拉水，一车只
能装 4吨到 5吨，仅够救一时之急。

灾后重建，解决饮水问题是重中之
重。什邡启动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由
于地形复杂、雨季道路泥泞、无法使用大
型工程机具，重建工作克服一个又一个困
难。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什邡已解决农
村 20 多万人的集中供水问题，很多老百
姓感觉，“用水比从前更便利了”。

汶川地震对水利设施造成的破坏是巨
大的：据统计，地震使 2500 多座水库、
1300 多 公 里 堤 防 不 同 程 度 损 坏 ； 造 成
7.24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遭受破坏，损毁供
水管道 3.65 万公里，近 1000 万农村人口
饮水出现困难；震损水电站 1144 座,水闸
400 多座、小型渠系建筑物 22 万余处，农
村水利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五年后的情景令人振奋：枢纽工程各
建筑设施曾遭受不同程度损毁的紫坪铺水
利枢纽工程，完成了恢复重建，继续发挥
着灌溉、供水等重要作用；岷江河道两岸
堤防在遭受严重破坏后，经过重建治理，

不仅能够满足防洪安全，还改善了当地的
生态环境；都江堰灌区，恢复重建后的干
渠达到甚至已经超过了震前水平⋯⋯

目前，汶川震区规划的 2934 个水利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已全面完成。其中，
1257座震损水库得到除险加固，唐家山等
114 处堰塞湖 （坝） 得到妥善处置；706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绝
大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条件已达到或
超过灾前水平；实施 266 个堤防工程重
建，主要江河干流及支流抗洪能力达到 10
年到 50年一遇洪水标准；对 162处大中小
型灌区、66 座农村水电站进行了恢复重
建，受损灌溉面积全部恢复，防洪减灾工

程 保 护 耕 地 面 积 1712 万 亩 、 保 护 人 口
2988 万人，恢复和改善农田灌溉面积 687
万亩。

据参与灾后水利重建的工作人员回
忆，在极重灾县，一个县灾后重建资金的
投 资 最 多 的 有 10 亿 元 ， 重 建 项 目 非 常
多，而且项目常常受到汛期、余震和次生
灾害等因素影响。灾后重建离不开科学的
规划和长远的目标。“重建不是重复建
设，不仅要实现原地起立，还要实现发展
起跳”。这样的理念从一开始就被坚持。
水利部专家与四川省规划编制工作人员在
灾区第一线深入调研、科学论证，确保规
划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灾后重建工作顺利实施，离不开以人
为本、民生优先的理念。灾后恢复重建项
目多而分散、涉及面广，如何区分轻重缓
急，做到忙而有序？“优先解决直接关系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生活保障、生产发
展、人居环境的民生水利工程恢复重建”
成了决策的标准。优先安排、加快实施溃
坝险情和高危险情水库的除险加固建设，
加快堰塞湖整治工作和大江大河干流堤防
险工险段的除险加固建设；优先解决农村
集镇以及居住较为集中的中心村供水工程
恢复重建问题，保障灾区城乡居民饮水安
全；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合理安排灌
区、水土保持等其他水利灾后恢复重建
任务。

灾后重建工作还离不开迎难而上、乐
观奋进的精神。汶川水利灾后重建工作的
任务之重前所未有，时限之紧前所未有，
难度之大前所未有。经历最初的余震不
断、滚石不断，水利专家和工程人员冒着
生命危险实地踏勘、连夜会商，后期作业
更是需要战胜水流湍急、作业难度大、施
工交通道路不畅等困难或危险的考验。正
是他们的忘我工作，才有了震损水利基础
设施的如期恢复。

震后五年间，震损水库无一垮坝，震
损堤防无一决口，堰塞湖无一溃塌，无一
人因水利工程出险致死，维护了灾区正常
的生产生活秩序，有力支撑了灾区经济社
会的恢复和发展。

震损水利基础设施如期恢复
本报记者 张 雪

震损水利基础设施如期恢复
本报记者 张 雪

四川崇州永康路上，一幢高大的建筑分外惹眼：明黄
色的整体色彩，淡蓝色的玻璃幕墙，主楼高耸、裙楼宽
大——这里是崇州市人民医院。它和旁边的崇州市妇幼
保健院一样，都是重庆援建崇州的重点项目。

汶川地震时，崇州人民医院严重受损，无法继续使
用。“现在，这个医院能抵抗８级强震。医院的硬件设施
至少先进了 10年。”该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姚齐龙说。

宽敞明亮的大厅、先进的医疗设备⋯⋯灾后援建极
大改善了医院的就诊环境，而后续帮扶及重点专科的援
建，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姚齐龙说，医院已经成
为数字化医院，连满意度考评都是通过机器来完成的，

“病人的满意度达 97.2％。”
“目前，我们医院发展态势良好，两院日门诊可以达

到 2000 人次至 3000 人次，日住院达 700 人次至 800 人
次，均较搬迁前增长了 3倍。”院办副主任王礼莎说。

“5 年前的地震，好在当时病人和医护人员疏散比较
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王礼莎说，之后医院经常开展
应急演练，这些演练在芦山地震中发挥了作用，“地震时，
崇州有强烈震感，但医务人员相对都很淡定，医患人员在
20分钟内都有序疏散了。”王礼莎说。

芦山地震后，崇州人民医院派出 3 批救灾人员，赴灾
区提供医疗救助。“医院在地震后，得到来自各界的大力
支援，我们要把这种恩情传递下去，用爱心的接力报答感
恩之心。”姚齐龙说。

爱心的接力
本报记者 陶瑞钢

图为什邡市的四川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组装节能门窗。2010 年，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

公司积极参与什邡灾后经济恢复重建，在什邡设立全资子公司四川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2012 年，公司完

成项目二期建设，建设太阳能光热窗生产线和太阳能光伏幕墙生产线。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4 月 20 日早上，我们正在社区里种草，震感很大，但
不晓得哪里地震。9 点过，曲山镇武装部通知应急分队
的人 10 分钟内到北川县武装部集结，赶赴芦山救灾。我
参加过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有经验，于是主动请缨。

我两个儿子都参加过汶川特大地震救灾，听说我要
去，都要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20 日 19 点，我
们从北川出发，21 日凌晨 3 点赶到荥经县。当天中午转
道进入芦山，22日凌晨赶到芦山县。

在芦山，我们帮着搭帐篷、运物资、打扫卫生、协助执
勤、疏导交通，灾区群众非常欢迎我们。26 日一早，救灾
任务完成后，我们悄悄把食品、矿泉水等放在他们的帐篷
外。没想到被烧开水的老大爷发现了，20 多个当地群众
围上来，拉着我们不让走。都是受过大灾大难的人，知道
这时候别人的帮助多么宝贵。

地震是天灾，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人不能总是
光伸手要国家帮助，自己更要奋斗！如果总是走不出阴
影，在痛苦中挣扎，生活就没味道了。

通过援建和努力，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芦山地
震后，我带两个儿子去救灾，我说，“我们应该去报恩！当
初，全国人民都在帮我们。人要懂得感恩，你们长大了，
应该去灾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记录者：本报记者 王 晋）

救灾“父子兵”
口述者：北川永昌镇禹龙社区民兵连长 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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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芦山地震发生后，从中央到地
方都以最快的速度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
四川雅安市在各方帮助下，积极开展抢险
救援工作，始终把抢救生命作为第一要
务；始终把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应急安置作
为重中之重；始终全力以赴抢通保通；始
终严密防范地质灾害；及时开展卫生防
疫，确保了“大灾无大疫”。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四川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积
极开展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目前共安置
79.7 万人，临时生活救助措施全面落实，
卫生防疫工作有序展开，各级各类学校全
面复课，灾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然而，由于地形限制，灾区很难找到适
合的发展空间，救援、安置和重建的难度都
较大。雅安地处平原向高原的过渡地带，
地质地貌下切深、岩性复杂，地貌条件影响
了交通畅通，不但曾给救援带来很大难度，
在灾后重建阶段，建筑材料运输、搬运等也
将带来重建成本的大大增加。

由于灾区的特殊性，芦山地震的过渡
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将更加繁重。下一
步,雅安将巩固抢险救援阶段的成果，开
展过渡安置阶段的工作，谋划灾后恢复重
建规划。过渡性安置工作将从以下六个主
要方面展开：

一是把受灾群众安置这一中心任务抓
实抓好。抓好过渡安置点的选择，结合新

村建设提早谋划，落实好过渡安置政策。
进 一 步 巩 固 应 急 安 置 成 果 ， 巩 固 “ 五
有”、“三防”工作成果，有序推进过渡安
置，全面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
顺利推进灾后重建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把防范地质次生灾害这一生命工
程实施始终。做好临灾避险、应急避险、
主动避险和防灾避灾。实施部门联动，群
测群防群治，坚持预防为主，主动避让，
加快工程治理，强化后期管护，确保不因
余震和次生灾害造成群死群伤。

三是把卫生防疫工作这一硬仗坚韧持
久地打下去。坚持实行属地化管理，加强
领导、部门协作与全社会参与相结合，实

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发动组织城乡居民参
与卫生防疫，按照群专结合要求，组成消
杀、保洁、宣传等自愿队伍，结合“四城
联创”，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彻底转
变不文明、不卫生、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行为。

四是把群众工作这一基础性工程做出
水平。做好群众思想工作，进一步完善干
部包村包户的工作体系，加强政策解释、
心理抚慰和关爱服务。积极恢复秩序，加
强安置点、卫生院、学校等的消防和治安
等各方面工作，强化市场监督检查，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

五是把灾后恢复重建规划这一美丽蓝

图精心绘就。规划体现四个方面：第一，
和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第二，初
步建成国际化区域性生态城市；第三，五
位一体布局的深化和展开；第四，危中求
进、跨越发展进程的推进。目前，雅安正
全力配合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启动专项
评估和规划编制工作。

六是确保抗震救灾与经济社会发展两
促进、两不误。工业上，坚定不移地实施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下的“工业富民强
市”战略，在建好园区、招商引资、项目
落地等方面狠下功夫，积极对接央企、民
企入川和港澳招商活动，引导大企业、大
集团参与灾后重建。农业上，重点是抗灾
夺丰收，促进农民增收；积极发展现代农
业，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结合灾后重建，
扎实稳步推进新村建设。

雅安将按照 5 月 1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的要求，建立灾后恢复重建指导协调机制。
下一步要毫不松懈地全力做好工作，确保所
有伤员继续得到有效救治，早日康复；确保
受灾群众过渡期基本生活，全面加强集中安
置点的消防、防疫和治安等工作；确保地质
灾害隐患得到全面排查，坚决防止出现新的
损失。实事求是地科学评估灾情，在此基础
上开展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出台相关政策，
适时启动恢复重建。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各
方力量共同做好重建工作。

雅安积极开展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
本报记者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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