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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本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但2008年的这一天，新中国历史上破

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灾害，使它作为全中国人心中一个痛

苦的记忆被载入史册。

一年过去了，川西高原的山川河谷复归平静，城镇乡村重现勃勃生机，撕心裂肺

的灾难场面渐渐淡出灾区内外人们的视线。但是，一年的时光没有冲淡人们对遇难

同胞的思念。可以告慰遇难亲人的是，幸存的人们一直在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家

园而努力。

投资完成3600多亿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8日说，

截至2009年4月底，四川、甘肃、陕西省灾
后恢复重建已完成投资3600多亿元，约占
规划总投资1/3。

到目前为止，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农
村住房维修加固已完成99.5％；倒毁住房
重建开工95.7％、完工76.6％。城镇住房维
修加固已完成48.9％；倒毁住房重建开工
40.1％，完工8.9％。

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重要交通基础
设施已全面修复并恢复使用功能，灾区受
损干线公路93％已开工建设。

学校开建逾3000所
记者 11 日从教育部获悉，四川、甘

肃、陕西三省灾区学校重建工作总体进展
良好。截至5月4日，三省累计开工学校
3082所，竣工569所。

据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教育厅上报数
据，截至2009年5月4日，三省学校重建开
工率为65.6％，竣工率为12.1％。其中，四
川省累计开工学校2247所，累计竣工学校
277所；开工率为68.5％，竣工率为8.4％。
甘肃省累计开工学校283所，累计竣工学
校 39 所 ；开 工 率 为 33.4％ ，竣 工 率 为
4.6％。陕西省累计开工学校552所，累计
竣工学校253所；开工率为96.2％，竣工率
为44.1％。

这一年 废墟中崛起美丽家园

耄耋老人新居生活
震前住37平方米的旧房，震

后住上70多平方米的新房
91岁老人李吴氏做梦也不会想到，在经历

大地震幸存之后，她这辈子还能住上漂亮的安
置新房。5月9日，记者来到了老人的新家。

在离成都铁路局都江堰车站不远处有两栋
白色的崭新楼房分外醒目，李吴氏新家就在这
里。老人在家中见到我们，话还没出口，就开始
激动地抹眼泪。她说：“我受了一辈子苦，地震
前住的是37平方米的旧房，没想到遇上这场大
地震后，会住上 70多平方米的新房，这都要感
谢党和国家的关心！”

2008年 5月 12日下午，都江堰站站区瞬间
变成一片废墟，老人在地震中幸存下来。今年4
月18日，都江堰灾后新建的80户铁路安居住宅
楼竣工，老人第一个领到了钥匙住进了新房。

数字看重建

村庄改名叫“感恩”
刘忠福：地震中连一个碗都

没抢出来，如今住上了二层楼
坐在新家的二楼上，刘忠福能看到对面山

顶上的那个家——一年前的地震中被夷为平地
的曾经的家。刘忠福真实地感到了一年来的变
化：“像做梦一样，地震中连一个碗都没有抢出
来，如今住上了二层楼，真是感谢政府啊。”

日前，刘忠福带着记者楼上楼下参观他的
新居，虽然还没有完工，但是刘忠福和老伴已经
感觉像住上了宫殿。

“房子是政府和社会帮着盖的，家具是政府
买的，粮食是政府送的，政府还把儿子送出去打
工了。”刘忠福扳着指头一个劲地说政府的好处。

刘忠福是甘肃陇南市武都区马街镇蒿坪村
的村民，现在这个村子叫做感恩村，甘肃灾区唯
一名叫“感恩”的村庄。

走在危险的路上，过着艰苦的

生活，承担繁重的任务。援建者们

用行动抒写着对灾区人民的情意

通往北川县关内 12 个乡镇的
“路”是挂在山腰上的，一侧的山体
像利剑一样直插下来，另一侧是深
不见底的峡谷，山上还不时滚落下
巨石和泥石流拦在路上。

这样如走“鬼门关”的路，山东
省的援建队伍几乎天天都要走。

道路的艰险能克服，水土不服
却让所有这些北方汉子吃尽了苦
头。北川多雨多雾，援建者的被子
常常是湿漉漉的。潮湿多雨，很多
队员身上长满了湿疹。由于水土
不服和高强度工作，山东援建人员
普遍转氨酶高、血压高，普遍患上
了风湿病，还有一些援建人员出现
了便秘、肚胀、脱发等症状。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目前山东
援建北川农村永久性住房已开工1.5
万多户，北川新县城建设前期准备工
作也已全部就绪，近期就要开工。

有一种坚韧超越了生命，有一
种大爱超越了亲情，有一种奉献超

越了本职。援建者们超越了自己

记者在4月底走进绵竹市清平
乡山区那天，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山

谷。这个曾经的“孤岛”乡镇在大
地震后与世隔绝上百天。现在虽
然碎石路通了，但老公路延伸向堰
塞湖底的痕迹、大片垮塌破碎的山
体、掩埋了20多户“农家乐”的泥石
流，仍让人心有余悸。

在去年 8 月施工便道还没修
通的时候，53 岁的江苏省江阴市
交通局局长、江阴市援建清平现
场指挥部指挥沈文华向这山沟沟
闯了三次。

因为必须冒着危险在山区里到

处跑，许多援建者在灾区的危险从
来不和家人说。沈文华和大家的工
作服上都绣着自己的名字，为的是
万一被滑坡、泥石流掩埋遇难，能够
识别……

肩负神圣使命，挥洒炽烈情
感，铸造重建成就。援建者在灾区

人的心中，演绎着爱的传奇

在地震极重灾区什邡市，有一
条新修的交通干线，这条路原名为
广青路，最近被当地改名为“北京大
道”。大地震后，记者曾护送被埋
129 小时获救的卞刚芬，沿广青路
前往什邡市区的医院，在这坑坑洼
洼的路上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今
天，再走这段路，只需要20分钟。

这条路是北京援建什邡的第
一个重点工程，从去年7月至今，一
期工程早已在施工人员披星戴月
的劳作中完工，二期工程则正向茫
茫大山中延伸……

在北京援建者中，王成明，是
什邡援建项目部生产部经理，去年
8月2日离开北京时，他儿子正躺在
病床上，刚动完手术。9月20日，本
来是儿子做第二次手术的时间，他
没有离开什邡。在近3个月的时间
里，王成明未回过一趟家。

援建资金超700亿

一年不到住进新房
家园尽毁的王全当初想都不

敢想，现在它是幸福的事实
5月9日清晨，都江堰市茶坪村村民王全惬

意地坐在自家新建的两层高新房里吃起了早餐。
不到一年时间就住进新房子——在大地震

之初，这是身处极重灾区、家园尽毁的王全想都
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它是幸福的事实。

“原来的房子是家里辛辛苦苦积攒多年才
盖起来的，一下子全没了。”王全说，“当时，我们
一家人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在板房里熬上三
五年，再建新房。”

现在，他们所拥有的新家结实、漂亮，设施
齐全，而且设计先进、抗震能力强。王全的房子
是一幢宽敞明亮的两层小楼，5间卧室，每个卧
室都配有卫生间，厨房也预留了天然气接入口。

北川第一羌寨——猫儿石村吉
娜羌寨,由69座羌族碉楼组成，是北
川震后第一个永久性居住房。去年
12月26日起，猫儿石村受灾的69户
人家陆续搬进了新建的羌寨。如今
这里已成为集居住和旅游于一体的
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是传承
北川羌族文化的重要再现地，北川
民俗旅游的起点站。

5月9日上午，成都军区驻滇某
集团军灾区回访团来到“北川第一
羌寨”——猫儿石村吉娜羌寨。

听说官兵们要来，当地群众早

早齐聚在村口。村民们穿着鲜艳
的民族盛装，跳起羌族舞蹈，热情
欢迎亲人解放军的到来。

顺着村里宽敞的水泥路向上
走，官兵们看到了一座座美丽别致
的羌式小楼。淡雅素洁的淡灰色
外墙，白石兀立的屋顶，别致精巧
的吊脚楼，让人耳目一新。

猫儿石村村主任王孝虎说，作
为北川第一个永久性居住房，村民
们给她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吉娜羌
寨,“吉娜”是羌族文化中美丽女神
的名字。

“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欢迎你们常回家看看，我给你们炖
腊肉吃。”村民冯德惠热情地说。
冯德惠的小楼占地150平方米，4间
房子，上下两层，整个建筑面积接
近300平方米。

王孝虎告诉官兵，羌寨中建设
了专门的市场和游客接待中心。
与寨子仅一河之隔的公路就是今
后进入北川地震遗址、唐家山堰塞
湖最便捷的通道。羌寨距成都有
90分钟车程，以后肯定能吸引大批
周末休闲旅游群体。

废墟上崛起新江油市。

北川第一羌寨
今日别样美丽

建“家”人演绎爱的传奇
——记对口支援的建设者

为加快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经党中
央、国务院同意，《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对口支援方案》2008 年 6 月 18 日正式颁
布。根据这一方案，山东、广东、浙江、江
苏、北京、上海、河北、辽宁、河南、福建、山
西、湖南、吉林、安徽、江西、湖北、重庆、黑
龙江、天津等 19 个省市分别对口支援四
川、甘肃、陕西严重受灾的县（市），其中四
川省有18个受援县（市）。 记者从审计署
了解到，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甘肃、陕
西的资金将超过700亿元。

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汇总的数据，
截至今年4月9日，18个支援省市已确定
支援四川18个重灾县（市）项目2375个，确
定援建项目总投资额517.41亿元。其中，
已到位援建资金186.05亿元，已开工援建
项目1175个，已建成援建项目198个。

本版文字均据新华社电

绵竹年画承载着灾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汉旺镇如今已是新房一片。

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李利强 唐强 摄

我省援建者在查看工程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