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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卫东 屠国玺 成 欣

汶川特大地震已过十年。

这场地震波及甘肃多地，甘肃成

为仅次于四川的重灾区，其中，

毗邻四川的甘肃省陇南市9个

县区中7个成了重灾县，337人

遇难，百万间住宅倒塌。

地震十周年之际，新华社记

者再访陇南。十年前，这里山高

沟深、道路难行，救灾和重建面

临前所未有的难度。但这十年，

陇南灾区干部群众默默奋斗，中

央、甘肃全省、广东深圳等地多

方支援，让地处大山深处的陇南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实现跨

越发展。

兰渝铁路百年梦圆，成县

机场银鹰飞天，千年蜀道不再

艰险……现在的陇南，不再被山

水阻隔，封闭发展的思维也被不

断打破，脱贫攻坚进程加快，全

面小康不再遥远。

千年蜀道不再艰险

“5·12”地震一发生，记者

紧急赶往陇南灾区，但当时交通

难行，相隔不到百余公里的县区

间往往要花费数小时车程，多个

村庄更是道路中断，和外界失去

了联系。

为了去区上报灾，乡里两个

年轻的干部骑着摩托车出发，边

走边骑边抬，用20个小时才走

完不到80公里的路程，见到区

委书记时，两个小伙子已是两个

“土人”。

其实也不仅仅是受灾所致，

长期以来，陇南境内无高速公

路、无铁路、无机场，国省道主干

线公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陇

南境内山岭与河谷错落相接，层

层叠叠的山岭犹如屏障，将这里

与外界隔绝开来。

灾后重建过程中，陇南市几

乎成了一个交通会战场。兰渝

铁路、武罐高速、成武高速、十天

高速陇南段和成县机场等重大

交通项目相继在陇南境内建成，

影响陇南发展的交通制约正在

被消除，山水不再是阻隔。西

狭、青泥岭、阴平道、祁山道，这

些在陇南留存的古蜀道的遗迹

和地名，已经由行路难的证据变

成了一个个可以便利达到的旅

游景点。

十年后的今天，当年两个年

轻人走过的那段路程，一半变成

了高速，一半是宽阔的国道，开

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便可到

达。陇南市副市长漆文忠介绍

说，在灾后重建中，陇南全市11

条国省干线恢复重建 1110 公

里，干线公路均达到山岭重丘二

级标准，陇南交通条件发生了历

史巨变。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十年后，记者再次见到陇南

市武都区感恩村村民李石得，在

他家三层小楼房的一楼客厅里

与他对话十年经历。

感恩村原名蒿坪村，位于海

拔1500米的高山上，大地震将

全村彻底摧毁，300多人的小村

庄里，1人遇难7人受伤。十年

前的那天下午，山上先是下起了

“鸡刨般”的碎石，紧接着的大石

块像炸开一样倾泻而下，李石得

家刚修好一年零四天的房子瞬

间倒塌。

那一年，李石得51岁，那套

新房子花了他家多年收入，当时

村里还不通公路，建房的材料也

是全靠自己背上来的，准备材料

就花了4年时间。“那一刻对我

打击太大了，不知道何时再能有

房子住。”

重建在震后不到两个月时

间就开始。“解放军帮我们开挖

地基，政府给每户补贴2万元，

红十字会捐助2万元，还申请了

3万元的无息贷款。”

当年入冬前，李石得一家就

住进了新房。

说起震后十年之变，李石得

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现在搬下

山了，孙女上学更方便，距离学

校半里路不到，走路5分钟就到

了。”李石得家里有4亩多地，种

了300多棵大花椒树，一年能

卖将近4万元，再加上儿子在

外打工的工钱，每年都有六七

万元的收入。“房子修好的第二

年，儿子还娶了个镇上的媳

妇。”李石得笑着说，“放在原来

想都不敢想。”

马街镇干部符忠海目睹了

感恩村这十年的变化。“现在这

里成了一个‘小康村’。村民都

建起了三层小洋楼，71户人家

有 20 多户都在城里买了房，

80%的家庭都有小汽车，大部分

村民的孩子都在城里上学。”

这只是陇南通过灾后重建，

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发生嬗变的

一个缩影。汶川地震后，党中央

决定由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

包括陇南市武都区、文县、康县

在内的甘肃重灾区，帮助灾区人

民重建家园。

据统计，陇南全市农村居民

中，重建住房22.8万户，维修加

固住房 18.6 万户，累计投资

167.9亿元，比新中国成立以来

到地震前全市农村居民建房资

金的总和还要多。

现在的陇南城乡，建起了

一栋栋崭新的居民楼、一所所

现代化的学校和医院、一个个

新村，和地震当年残破萧瑟的

景象相比已是天翻地覆，旧貌

换新颜。

加速奔向全面小康

兀立的危峰，锁住了大山

里陇南的发展脚步。守着丰裕

的物产，却难逃“富饶的贫困”，

这是世代陇南人难解的愁肠。

地震后，社会各界的援建和接

踵而来的外界信息，不断打破

过去陇南封闭发展的思维。

这十年，陇南市多个特色产

业在灾后重建中培育壮大，已经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法宝。

武都区的气候、土壤等与

地中海沿岸极其相似，夏季炎

热少雨、冬季温和湿润，坡地

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利用

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

然条件，武都区在过去十年里

不断扩大油橄榄种植面积，现

在已经是我国油橄榄种植的最

主要产区，许多贫困群众从中

受益。

武都区油橄榄办主任马鹏

飞说，截至2017年底，全国油橄

榄种植总面积达90万亩，其中

武都区就占了45万亩，涉及22

个乡镇、4.5万户、21万人。通

过油橄榄产业，159个村如期实

现了脱贫。

陇南是全国花椒、油橄榄、

核桃的主产区之一。互联网的

应用让陇南大山里的特产渐渐

被外界熟知，开始源源不断地走

出大山。2015年，陇南市被国

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全国首个电

商扶贫试点地级市，商务部也将

陇南列为“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陇南市诞生了西北首个淘

宝网市级地方馆、西部首家电子

商务教学培训全日制学校。陇

南正从过去的封闭中走出来，成

为一个“全民皆电商”的“时髦”

之地。

现如今，经历过地震灾后重

建的陇南正呈现加速奔小康的

势头。陇南的大山正在被打开，

山水不再阻隔，脱贫攻坚进程加

快，跨越式发展加快步伐。

□ 任 硌 周相吉 江 毅

据四川省统计局发布的

“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年重

灾区经济发展报告，2009 年

~2017年，包括汶川、北川、绵

竹、什邡在内的10个极重灾区

年均增长13.1%，比全省高2.1

个百分点。在灾后重建取得伟

大胜利的新时代春天里，曾经满

目疮痍的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汶川山岭旅游旺

从春天到初夏，龙门山繁花

似锦。同往年一样，5月12日这

一天，汶川县映秀镇村民杨云刚

在自家的豆花饭庄前摆上茶水，

供过往的人们免费饮用。“没有

全国人民的关心关爱，映秀人民

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整洁的街道，宽敞明亮的楼

房，如织的游客……杨云刚见证

了这些年灾区和镇上的变化。

“2012年的时候，这条街上只有

4家餐馆，如今已经发展到14

家，我家一年能挣10多万元。”

杨云刚对未来充满信心。

汶川县旅游发展局的数据

印证了他的自信。经过十年发

展，汶川县目前已有乡村酒店

及农家乐500余家，各类饭店、

农家乐床位14,000余张，旅游

从业人员达8000余人。2017

年，汶川县旅游收入达到27亿

元，游客 600 万人次，而 2009

年这两个数据仅是2亿元和85

万人次。

统计数据显示，汶川县国民

生产总值2017年达到57.57亿

元，比2008年增长2.6倍，年均

增长15.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017年分别达到29,472

元和12,243元，分别比2008年

增长1.7倍和3.5倍。

安昌河畔产业兴

安昌河静静地流经浅丘环

绕的北川新县城，行政区、商业

区、居住区错落有致，具有羌族

特色的楼房鳞次栉比，现代化

的小城在初夏的阳光中宁静而

安详。

震前北川县总人口16万多

人，目前已超过24万。以北川

土特产、手工艺品为特色的商业

步行街“巴拿恰”一到节假日就

人潮涌动，今年“五一”更是涌入

10多万人。走进街边一家铺

子，醇厚的酒香扑鼻而来。羌族

店主刘胜强高兴地说：“马槽酒

是羌族特产，如今新县城人气旺

了，马槽酒也畅销了。”

“产业大发展聚集了人气，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新兴产业势头

较好。”长期在北川工作的县

长瞿永安说，“震前全县没有

一个园区，如今有一个省级经

济开发区，还有 5 个工业园。

通航、新材料、智慧家居，过去

北川这个山区小县想不到的

新产业，如今都有了雏形。去

年北川GDP已突破50亿元大

关，是震前的3.81倍。北川人

做梦也没想到十年间能恢复

发展到这个程度。”

北川县委书记赖俊说：“北

川这几年的发展很大程度得益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

2014年北川还有2万多建卡贫

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超过12%，

依靠特色农业、旅游和电子商

务三大产业，去年已累计减贫

1.9万多人，贫困发生率降到1%

以下。”

走进擂鼓镇盖头村村民

田晓宏的家，3层400多平方米

的房子高大敞亮，家具家电一

应俱全。

老田的女儿刚刚出嫁，房

间里到处贴着喜字，老田眉宇

间也满是喜色：“现在日子好

过了。国家推动乡村振兴，北

川生态环境好，不少村子已经

搞起休闲旅游，每年夏季客房

都爆满。如今村里人在一起

还会说到地震，但已没有那么

难过了，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

幸福。”

龙门山下玫瑰香

五月的龙门山被绿色浸

染。位于龙门山下绵竹境内的

中国玫瑰谷鲜花盛开，53岁的

土门镇天宝村村民宋华江带着

村民采摘玫瑰花。

“汶川地震时天宝村大部分

房子倒塌了，后来政府统一规划

住房，并引入玫瑰产业。去年，

我带领48名村民承包了230亩

玫瑰园的鲜花采摘和维护，大家

收入都还可以。”宋华江现在的

日子忙碌而充实。

绵竹市委书记陈万见告诉

新华社记者，绵竹在灾后重建中

坚持绿色发展，做大做强农业产

业化，玫瑰、猕猴桃两大特色种

植分别达到1.2万亩、2.5万亩。

全市农林牧渔业产值由2008年

的 14.7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29.2亿元。

离开绵竹时，看到路边一

块牌子上写着：“坚定坚强坚

韧不拔，敢想敢拼敢为人先。”

这正是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人

民的精神写照。

本报讯 5月13日上午

9点，2018年汶川半程马拉

松赛在汶川县映秀镇爱立方

鸣枪起跑，来自中国、美国、

英国、加拿大等14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6000名运动员共

同跑出“生命的赞歌”。

比赛的各项设置彰显“生

命赞歌”的主题，既感谢人们

给予汶川重生的力量，又表达

对逝者的缅怀。比赛现场，汶

川羌族群众以独特的祈福形

式——击打传统羊皮鼓，表达

对生命的敬畏，为苍生祈福，

为祖国的明天祈福。

赛道中有一段特别的

“默语赛道”。在漩口路段

1.5公里长的隧道中，每一位

跑者都在隧道入口处拿起一

束菊花，保持静默慢慢奔跑，

在隧道中的纪念区放下花束

短暂默哀。

这是汶川首次举办马拉

松赛事，选手们从映秀镇起

跑，经过漩口隧道、寿江大

桥、禅寿老街等地标，抵达终

点阿坝师范学院。最终，中

国选手周波以 1小时 09 分

40秒的成绩摘得男子组桂

冠，中国选手龚君获得女子

组冠军。

据组委会介绍，从 5月

14日起开始接受2019年汶

川马拉松的预报名。明年汶

川马拉松将设有经过熊猫家

园的全程马拉松路线，赛事

规模将扩大到1万人。

（陈 地）

本报讯 在美丽的汶

川，一条现代化的公路——

汶川漩三公路向国家4A级

旅游区三江风景区延伸，与

沿途的崇山峻岭和优美的

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成为外

界通往景区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

汶川县漩口至三江公路

是三江生态旅游国家4A级

景区、水磨古镇国家4A级景

区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公

路全长20.8公里，按三级公

路标准建设。

2008 年，漩三公路在

“5·12”汶川特大地震中遭到

了严重破坏。为了“还”灾区

人民一条新路，2009年，中铁

十八局集团北京大都公司肩

负起“重修漩三公路、援建美

丽汶川”的任务。施工人员

冒着余震、山体滑坡、泥石流

随时发生的危险，精细组织，

科学施工，用两年的时间完

成了项目管段3.8公里的施

工任务。

汶川漩三公路的建成，

对汶川群众发展生态旅游起

到重要推动作用。如今，汶

川漩三环线旅游经济圈已初

步形成，沿途20余个藏寨羌

村连成一体，一条奔向致富

的康庄大道就此铺开。

（王飞辉 齐中熙）

山水不再阻隔 小康不再遥远

奋 进 在 新 时 代 的 春 天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见闻

汶川马拉松赛：首次举办 跑向新生

最坚固的是学校最坚固的是学校
最漂亮的最漂亮的是民居是民居
“5·12”汶川地震中，陕西汉中

市略阳、宁强、勉县等多个县区遭

受重创。十年之后，这里的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天津市对口援建的

民居、学校、医院，为当地老百姓筑

起了美好家园。汉中市通过自身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灾

区群众开始了新生活。图为汉中

市幼儿园副园长王敏（左三）与孩

子们在一起。

新华社发（张博文 摄）

□ 韩 梁

灾难，考验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力量与韧性。从山崩地裂

到新城崛起，从满目疮痍到生

机盎然，十年间，劫后重生的

汶川迈入崭新时代。中国力

量创造出世界惊叹的奇迹，彰

显出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带给世人温暖和启迪。

今日汶川，民居白墙青

瓦，校园书声琅琅，公共服务

设施完备；山茶、樱桃、猕猴

桃通过电商网络销往全国乃

至全球；精品民宿、生态旅游

把青山绿水变成家门口的

“诗与远方”……前往灾区的

中外人士无不赞叹：唯有中

国，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汶川的重生与崛起，彰

显了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和制

度优势。自然灾害面前，人

类显得脆弱渺小。但基于制

度优势形成的“再生能力”，

常常迸发出惊人伟力。这种

力量，不仅体现在危难前的

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也体现

在危难后的快速恢复、高效

运转。

制度的优越性，在比较

中尤为鲜明。一些西方媒体

评价：“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

府能像中国那样集中资源和

注意力。”一名美国学者感

慨，对比汶川地震和美国“卡

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国的反

应速度、社会动员能力远超

美国。实地采访汶川灾后重

建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

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则感叹，

中国政府强大的执行力让汶

川奇迹“以一种让新奥尔良

嫉妒的速度发生”。

从汶川到玉树，从芦山

到九寨沟，经历一次次灾难

考验，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持

续提升：救灾速度更快，重建

效率更高，救助模式更加成

熟，体系机制日趋完善……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

和深厚积累，则为创造汶川

奇迹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初心与担当，是

创造汶川奇迹的原动力。“始

终和人民在一起”的信念坚

守，让党和政府在最短时间

内科学决策、周密组织，实现

高效的资源调配；着眼长期

和可持续发展的灾后重建理

念，与精准扶贫、绿色发展理

念彼此呼应，凝聚起民众的

精气神，使大灾之后重现欣

欣向荣。

透过汶川奇迹，世界更

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执政党

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百姓安

危冷暖放在心上，为人民带

来持续安全感、获得感、幸福

感，是引领中国乘风破浪、勇

往直前的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汶

川灾后救援与重建离不开国

际社会的鼎力相助。这是展

现跨越国界大爱、人类命运

与共的例证。作为“地球公

民”，中国已把守望相助、风

雨同舟的抗震精神转化为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行动

力。从国际救援到国际维

和，中国以实际行动为遭受

磨难的生命点亮明灯，为世

界和平安宁带来希望。

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

以不屈的精神，汇聚磅礴力

量，正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未来阔步前行。

汶川十年 世界见证中国力量

汶川漩三公路：援建道路 渐成风景

——震后十年看甘肃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