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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铸就震后重建奇迹
本报记者 钟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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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救灾 恢复重建

自强不息 感恩奋进

难 忘 山 谷 里 的“ 纪 念 馆 ”
本报记者 刘 畅

四川龙门山脉的山谷里，有一

个开放式的国家 4A 级景区——四

川省德阳绵竹市清平镇。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时，这里是地震烈度达 11度的

极重灾区，两年灾后重建让小镇恢

复了往日的美丽。然而，2010 年 8

月 13 日，一场特大泥石流袭来，清

平镇再一次成为一座“孤岛”，全镇

老百姓又一次撸起袖子，重建家

园。2017 年 6 月，为了保护一方绿

水青山，清平镇 2000多个家庭赖以

生存的磷矿矿山被正式关停。

三起三落，百姓从未对生活失

去信心，如今的清平镇依靠发展乡

村旅游，已经变身为美丽的童话小

镇。当游客们在村口坐上银杏号

环线小火车游览时，美景之外，大

自然留下的“伤痕”依然可见——

环绕四周的大山之上，因地震被破

坏的山体植被尚未完全恢复；被泥

石流冲击过的房屋，一楼基本被泥

沙淹没。清平镇俨然就是一座天

然的纪念馆，那些阵痛的瞬间并未

被刻意抹去，困难锁不住清平人的

梦想和希望。

在矿工主题街区，850 主题民

宿 的 主 人 谢 芬 昌 热 情 地 迎 接 记

者。2017 年 7 月，谢芬昌的丈夫付

若强没了工作，全家一时间没有了

收入。“政府引导大家发展乡村旅

游，我就把地震后盖起来的小楼腾

出 3间房，开起了农家乐，第一个月

就挣了 3000多元。去年，我花了 10

万元将农家乐正式升级为民宿，今

年我有信心能挣到10万元！”

矿山关闭后，清平镇生态治理

成 效 显 著 ，森 林 覆 盖 率 已 达 到

87.5%。民宿、农家乐也从关矿前的

10 家增加至现在的 176 家。“如今，

老百姓不仅有了饭吃，还过上了好

日子。”清平镇镇长张伟说。

“ 清 平 镇 的 老 百 姓 经 历 过 大

灾，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一次次重

建家园，他们有着一种朴素的情

怀，听党的话、跟党走。所以，我们

关停矿区、振兴乡村、发展旅游，大

家都响应号召，没有一户一人被落

下。”张伟说，如今的清平镇已经成

功实现了“矿区变景区，家园变花

园，颜值变产值”。

在四川省汶川县

映秀镇，有 4 类人让

我们铭记一生，分别

是军人、消防救援人

员、医护人员和志愿

者。人们常说，滴水

之恩定当涌泉相报。

然而，这些人给我们

的却是涌泉之恩，值

得我们从身边的点滴

小事做起，从本职工

作做起，用一辈子去

回馈社会，回报这份

大爱。

2008 年底，来映

秀镇的爱心人士越来

越多。汶川县旅游局

提议组建一支义务讲

解员队伍，免费为大

家带路、讲解，我是首

批 10 人小组中的一

员。地震前我工作没

少换，但做了义务讲

解员，我一做就是 13

年，是这份工作让我

“定心”。年复一年，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到

底接待了多少游客，

他们关切的话语、感

动的眼泪和鼓励的眼

神让我更坚定要努力干好工作。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时任天津泰达蓝盾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邹凌。早在 2008年

5 月 17 日，邹大哥就来到我所在的映秀镇渔子

溪村参与救援。彼时的村里，满目疮痍，240多

户人家，家家都有伤亡。邹大哥和他带领的团

队为大家搬运救灾物资、协助运送伤员，没日没

夜地忙活。

从 2009 年开始，每个除夕，邹大哥与他的

团队都要到我们村过年。他们来时，我们到村

口迎接，他们离开时，我们排队放鞭炮的队伍延

伸到几里外的山坡下。这些年，他在我们村里

投资 400多万元修建了栖溪山景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又投资了 500多万元修建了矿泉水厂，为

老百姓就近务工提供了岗位，为村里的发展尽

心尽力。

如今，邹大哥已经将户籍和党组织关系都

迁到了渔子溪村，真正将自己变成了渔子溪

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初次见面时村民们问他

叫什么，他说：“我是天津来的共产党员，是党派

我来帮助大家的。”

13年过去了，曾经的 10人讲解员队伍已经

扩大至 70多人。再看看美丽的渔子溪村，经过

10多年的恢复重建和发展，村里200多户800多

人都住上了庭院式别墅，每一位村民都在党的

关怀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靠着勤劳的双手，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

灾难，检验了一个民族的

精神意志。

走近四川地震灾区干

部群众，记者感受到的是

中华儿女坚韧不拔、自

强不息的精神与力量。

在绵竹汉旺镇，在地

震中受伤致残的刘

春 燕 自 发 成 立 了

“ 春 燕 手 工 作

坊”，带领当地的姐妹们做手工饰品在线

上线下销售；青川县黄坪乡枣树村村民

石光武在重建永久性住房时，在自家门

口贴出“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

己的事情自己干”的标语……灾区人民

在巨大的天灾和困难面前从未低头，他

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谱写出团结奋斗

的 凯 歌 ， 彰 显 出 了 百 折 不 挠 、 同 舟 共

济、勇往直前的精神内涵，这也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为了记录

地震灾难与抗震史实，保护遗址、遗迹与

文物，四川着力抓好精神家园的守护与重

建，在包括都江堰、汉旺、什邡、北川在

内的 6 个地方修建了汶川地震遗址遗迹馆

（地、园）。如今，“5·12”汶川特大地震

映秀震中纪念馆与都江堰市抗震救灾和恢

复重建陈列馆等多个纪念场馆已成为重要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绵竹市汉旺地震遗址公园讲解员张湾

湾深情地说：“我们党的凝聚力、号召

力、战斗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

性，是我们战胜灾难、恢复重建的根本保

证。”正如“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讲解员羊芳所说，纪念馆是讲述中国故事

的重要窗口，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8.0 级特

大地震突袭四川汶川。刹那间，山河破碎，

满目疮痍，沿龙门山脉从南到北，从震中汶

川映秀镇到茂县、绵竹、什邡、北川、青川等

县市，绵延 300 多公里，涉及重灾区面积达

10多万平方公里。

13 年过去了，记者重走当年的地震灾

区，只见绵延的山峦重披绿装，小镇新村拔

地而起，学校书声琅琅，工厂脱胎换骨……

从灾难走向新生，从恢复重建迈向发展振

兴，走进新时代，这里的人民以刻骨铭心的

经历讲述着同一个主题的动人故事：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地震那天，我正带着村民们修路。

一瞬间，山崩了，屋塌了，全村所有村民

都无家可归。我安慰大家，党和政府一

定会管我们的！”回忆当时的情景，汶

川县映秀镇黄家院村党支部书记连

富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震后第一时间，党中央作出

指示，强调抢救人民生命是当务

之急，尽力安排好灾区人民群众

生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

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下，一场

我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

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

抗震救灾斗争迅速展开。救援人员争分夺

秒从废墟中抢救出 8万多名生还者，救治伤

病员 400 多万人次，安全有序向省外转移 1

万余名伤员。灾区没有发生饥荒，没有暴

发疫情，没有引发社会动荡。

汶川特大地震破坏性强、波及范围广、

救援难度大，灾后重建被称为“世界性难

题”，没有先例可循。灾后重建和发展中，

党中央要求，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民

生优先”原则。震后一个月，党中央一声号

召，19个省市“一对一”援建重灾县，30多万

援建大军先后奔赴地震灾区，近百万志愿

者自发前来，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陈仁福、温代贤、邓昭英……”汶川县

半坡村党支书陈慧群一口气报出的几个人

名，都是 13 年前珠海派到汶川的第一批援

建工作队队员的名字。当年，他们奋战在

城镇厂矿、山乡田野，为当地的灾后重建作

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也

不会忘记！”陈慧群激动地说。

经过头 3年的恢复重建，四川地震灾区

540多万户、1200多万城乡群众的住房问题

全部解决。3001 所学校完工 2989 所，1362

个医疗卫生和康复机构完工 1359个。耕地

和宅基地损毁的 20万农民安置和生计问题

妥善解决，2.7 万余名地震伤残人员得到医

疗康复。“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

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

善”的目标如期实现。

历 经 七 日 抢 险 救 人 、

百日安置攻坚、千日重建

奋战，以及 13 年的发展振

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创造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

建的伟大奇迹。特别是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在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四川以灾后重

建为契机，推动全面深化改

革和开放创新，不仅挺过了

大灾考验，更为今天的高质

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建的北川中学校舍依

山傍水，占地 225 亩，建筑面积 7.2 万平

方米，抗震设防烈度达 8 度。校长刘亚春

说，北川中学不止校舍变得更加宽敞而

坚固，教学质量也实现了大幅提升，于

2017年成功创建四川省级示范高中。

由于道路受损严重，震后的汶川一度

成为难以进入的“孤岛”。如今，随着都

江堰至汶川高速公路通车，从成都驱车至

汶川只用不到两小时。近年来，通过兴建

汶川至马尔康高速以及国道213线、317线

重建改建等交通项目建设，四通八达、快

进快出的交通网络正在形成。

灾难激发实干，创新带动发展。当年

那场特大地震使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在绵

竹汉旺的基地全部损毁，他们仅用 1 年多

就建成了位于四川德阳市高新区的新基

地。脱胎换骨的东汽坚持创新驱动，是

“华龙一号”主设备主要供应商，在煤电

国内市场、煤电外贸市场和内燃机市场的

占有率分别达到41.4%、53.1%和40%。

一批特色小镇、特色新村如雨后春

笋般快速生长。汶川三江镇乐活村利用

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发展旅游业，每年

三产收入达 200 多万元；都江堰市天马镇

依托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推动一二三

产 业 互 动 发 展 ， 带 动 农 民 快 速 增 收 致

富；绵竹市龙门山下的玫瑰小镇吸纳了

数以千计的农民就业。“从恢复重建，到

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在党的领导

下，地震灾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在振兴

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也没有落下。”汶川县

委副书记罗凌说。

汶川地震中受伤致残的刘春燕成立了“春燕手工作坊”，带

领绵竹市汉旺镇的伤残姐妹创业，做手工饰品在线上线下销

售。图为刘春燕正在讲解。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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