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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衷共济，

见证中国力量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中国
汶川，一场里氏 8.0 级特大地震猝然袭
来，天地痉挛，满目疮痍。这是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
最大的一次地震，受灾面积约 50 万平
方公里！

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华民族
强大的凝聚力再一次迸发——党中央、
国务院第一时间向全国发出抗震救灾
的号令，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政府投袂而
起，全力以赴救援灾区；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官兵强行突破，直奔抗震救灾一
线，创下短时间内运兵 10万的纪录；全
国人民纷纷捐款慰问，奉献爱心。

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规模空前、
力度空前、认识统一空前令世人震惊。

举全国之力，不仅是启动一切人、
财、物和储备满足抗震救灾需要，还是
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最大程度调动一切
积极力量，减少消极因素，其中还包含
着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创新、发展民主、
开放舆论的新努力。这也成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应对国家重大危机事件的最
佳范例。在震后救援的黄金时间里,
“救人第一”体现了尊重生命的理念，是
举全国之力的思想支柱和共同价值标
准,也是政府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时所
作出的必然选择。

多难兴邦，事实印证了恩格斯曾说
过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
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曾举国之强
力应对了包括 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
年特大洪灾、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等大灾
难。

纵览全球，探索应对大灾难的有效
模式，正成为各国共同的课题。汶川抗
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取得的巨大胜
利，证明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带来的处
置大灾难的优越性，彰显了中国面对大
灾难的举国应对模式的有效性。同时，

我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及政治制度，也
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这样一条举国应对
之路。

2013 年 4 月 20 日，灾难再一次降
临四川——雅安市芦山县突发 7.0 级
地震。解放军空军部队和武警部队、
国家地震局、交通运输部、卫生计生委
等相继启动抗震救灾一级应急响应，
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组织救援。重大自
然灾害救援的举国应对，已成为一种
自觉、自动的机制。因为灾情就是命
令。

攻坚克难，

提升救援能力

汶川地震 10周年祭，我们品悟了
生命的脆弱，更有着不能忘却的伤痛
和感动。

山川抚平伤痕，记忆却深入骨
髓。血与泪的教训告诉我们，灾难面
前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提升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可以争取更大的生命机会。

纵观古今，我国是一个灾害事故
频发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遭
受灾害人数约 3亿人次，直接经济损失
达 2000多亿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使我国应急救援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10年间，我国在应急救援的体制
机制建设中取得极大进步，灾害救援
体制机制日臻完善。

2016年 10月 11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会议明确指出灾害管
理模式要由单灾种向综合防灾减灾转
变，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珠三角区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
制、长江三角洲突发事件应急联动联
盟等一系列区域应急联动机制设立，
促使多区域应急协作变为可能。

今年 3月，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成立。此
举打破了原有灾害救援过程中部门间
条块分割、信息难以共享的状态。我

国现代应急管理迈向新阶段。
回顾汶川地震时，因缺乏特种装

备与专业工具，大部分参与救灾人员
只能用原始的工具实施救援。走技术
减灾之路，成为必然之势。

10年间，高技术在应急救援中的
作用逐渐凸显。

2010 年以来，中央财政与地方政
府、企业共同投入 100多亿元，配套了
1万多套国际领先的新型救援装备，极
大地提升了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的事故
处置能力。为迅速准确获取灾害发生
后的灾情信息，无人机航空遥感系统
“上线”以研判灾情。此外，自动地震
速报技术的应用，让 2017年的九寨沟
地震中由机器人构成的速报系统仅用
时 25秒，比汶川地震时速度提升了 33
倍。

新形势下的灾害风险特征对应急
救援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理应看到，
当前我国应急救援还面临体制机制整
合困难、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缺乏秩序
等窘境，加强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
计、推进应急管理高端智库建设将成
为必然选项。

风雨高歌，

奋进崛起之路

事实上，从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的
那一刻起，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就投向
中国：遭受重创的特大地震灾区能否
重新挺立？

一年后，灾后恢复重建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灾区人民大踏步走向新
生活；

五年后，灾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态
势日趋明显；

十年后，不断推进绿色发展的汶
川，正实现绿色崛起……

汶川以奋进的姿态，走出了一条
化危为机、崛起于危难的科学发展之
路。

回首重建之初，筹集资金是汶川
亟待破解的难题。据 2008年国务院发

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
划》测算，重建资金需求约为 1万亿
元。除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之外，“对
口支援”让资金渠道更加多元化，让
灾后重建有的放矢。

10 年间，汶川经济快速恢复发
展。灾区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贡献首当
其冲——与 18个援建省市合作，形成
东西互补、东西共赢的经济合作模
式。一大批重要产业发展项目和若干
个对口援建工业园区相继引进、建
成，为灾区经济发展振兴添柴助力。

如今的汶川，城乡布局优化，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事业实
现整体性跨越，经济增速快于全省
平均水平，主要经济指标全面超过
震前水平。

在可持续发展指挥棒下，灾区生
产力布局尽可能地避开了地震高风险
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泄洪通道，
灾区民房抗震设防水平普遍在 7度以
上，重要公共设施抗震设防水平达 8
度。在 2010 年 8月四川遭受的特大山
洪泥石流灾害中，以震中映秀镇为代
表的重建成果经受住了考验。

去年 10月，四川首次提出加快建
成全国生态康养目的地和生态康养产
业强省。以“康养+”重塑灾区绿色动
能，修复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成
为汶川的重要选择。

踏平艰辛成大道，风雨高歌勇向前。
10 年间，无数灾区群众走出伤

痛，用双手重建家园，昔日的废墟真
正走向新生。他们心中激发起自强不
息、愈挫愈勇的强大力量，给 13亿中
国人留下宝贵的精神、深刻的启迪。

10年后，巴蜀大地，在灾难中挺
立，孕育着感恩奋进的前行梦想，奋
进书写新篇章！

上图：近日，因“生态宜居宜业宜

游”著称的青川，正以崭新姿态步入人

们的视野。

震后重建的青川县基本实现了环

境生态化。城市绿地率达39%，街道干

净平坦，居民小区大多临近公园、广场，

整个城市花草芬芳，满载着浓浓的艺术

气息与现代城市音符。10年间，青川

全县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百

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景象。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凝聚创造“汶川奇迹”的中国力量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10年重建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安

2018年 5月 12日，是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的日子。
10年前，一场 8.0级的地震让巴蜀大地遭受重创。10年间，13万多平

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城镇林立，近 2000万受灾民众的家园得以重建，4万
余公里城乡公路修通，破碎的山河重现勃勃生机。

一场艰苦卓绝的重建之役，让汶川这个曾经支离破碎满目疮痍的城市
抖去伤痛，重新屹立于希望之中。

灾难带来的创伤，淬炼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精神。从废
墟上崛起，在重建中超越。汶川特大地震灾区的浴火重生，世界为之震撼！

汶川，从悲壮走向豪迈，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汶川答卷在加强科学重
建、提高防范灾害能力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给人类应
对大灾难以深刻启迪。

人间五月芳菲尽，山城桃花始盛
开。王肃满永远忘不了 10年前从废墟
中抱出3岁宋馨懿的情景。

2008年 5月 13日，北川城外一片残
垣断壁。
“此处已无生命迹象，清理工作正

在继续。”松开对讲机，王肃满和他的战
友们合力搬开坍塌的预制板，眼前的景
象令他们大为震惊。只见预制板下一
对青年夫妇呈半跪身，头部互相抵住对
方的肩膀，四臂相搭筑起拱形“人房”，
僵硬冰凉的身体显示二人早已丧失生
命体征。“人房”下却藏着奄奄一息的小
身影——两只乌溜溜的眼睛挂在充满
绝望的小脸上，被撕扯破烂的童装下，
右腿被预制板“咬”得血肉模糊。
“有人生还，请求支援营救。”王肃

满的对讲机再一次开启。
一昼夜时间过去，王肃满和战友们

抬着约莫只有 3岁的宋馨懿脱身废墟，
一路高吼奔向救护车，此时恰逢正在北

川县城外察看灾情的温家宝总理。听闻
身后“让开”的警示声，总理立即闪到路
边为亟待救治的小馨懿让行，这一刻也
定格了“总理让路女孩”的温暖瞬间……
“如果能再快一点，也许馨懿就不

会截肢了！”10年间，王肃满心中的这个
“结”让他自责不已。默默关注，不再提
及，是他为小馨懿能幸福地生活提出的
唯一“请求”。虽然已 9年未见，但王肃
满始终与宋馨懿监护人小叔保持电话
联系。几年前，听说馨懿戴假肢训练走
路，王肃满便收集各方面训练素材邮寄
去。为此，他一度成为宋馨懿口中悄悄
帮忙的“神秘人”。

曾与宋馨懿约定再见，今年 5月 2
日，身着帅气常服的王肃满精心挑选见
面礼以赴 10年之约。此时的他已是第
77集团军某旅一级军士长。
“再见到我们，会不会让宋馨懿回

忆起过去？”既兴奋又忐忑的王肃满暗
自忖度。

乘车辗转数小时，当日傍晚 6 时
许，王肃满和老兵杨德志，终于在成都
市某居民小区见到了宋馨懿。
“叔叔，我在这儿！”等候多时的宋

馨懿挥舞双手迎了上去。眼见当年萌
萌的“小豆丁”长成活泼开朗的中学生，
王肃满十分欣慰。他听说，经过复健训
练的宋馨懿如今已能灵活运用假肢走
路上下学，偶尔还上台表演舞蹈、太极。
“叔叔，这个送给您留做纪念！”相

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临别时，宋馨懿
慢慢地从身后抽出多年攒下的“宝贝”
递给王肃满，满脸期待地望着他。翻开
这本记载着 9年“笑脸”的精致相册，分
享着小馨懿成长的快乐，泪水模糊了王
肃满的眼眶……

来时的路披荆斩棘，折翼的天使并
没有因此失去方向。秉持“坚强地活下
去”的信念，王肃满期待，这个坚强的北
川女孩宋馨懿一定会再一次书写生命
奇迹。

用爱托起生命的脊梁
■黄腾飞 郭淑军

杨柳吐绿，麦苗泛青，踏进北川新
城，已是季春时节。站在老爷山顶眺望，
一幢幢高楼大厦，矗立在宛如丝带般的
北川河两岸，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在北
川大地徐徐展开……

恬静、舒缓、淡然，到过老北川县
城的人都说，那是个令人宾至如归的
好地方。10 年前一场特大地震灾害的
浩劫，不仅成为国家和民族之痛，也将
昔日宁静的老北川县城夷为平地。近
2万人死亡或失踪，北川全城只剩一片
废墟。

2008 年 11 月，党中央决定重建北
川县城。新城地处黄土镇与安昌镇之
间，距离北川老县城 23公里，紧邻安昌
河，依山傍水，取名为永昌镇，寓意“繁
荣昌盛”。

北川是汶川特大地震后唯一一个
整体异地重建的县城。10 年前，援建
大军日夜奋战，仅仅用了 11 个多月时
间，就让蹒跚起步的北川新城向世人

展现出美丽的身姿。自此，众多幸存
者举家迁往新地生活，实现了家家有
房住，各项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新建小
城山水环绕、幸福宜居。调整后的北
川羌族自治县面积增加 215 平方千米，
人口增加 7.8 万余人。新北川昂然挺
立在中国西部的地平线上！

如今，从高空俯瞰北川新城，城区面
积不算太大，布局却井井有条，一眼望
去，景观颇具特色。纵贯县城的新北川
大道、新川路、滨河路平坦通达，车辆川
流不息。文化中心、体育中心、抗震纪念
园、北川中羌中医院、北川中学等一座座
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羌味浓郁。
“从关山来、情系云天外……”一

声声富有羌族文化历史的祝福、呼唤
从“巴拿恰”传来。北川县是大陆唯一
的羌族自治县，“巴拿恰”是羌语，意为
“做买卖的地方”。这条羌音常绕耳畔
的特色步行街，位于新北川县城城市
文化中心轴上，不仅是北川新城十大

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特
色文化旅游商业步行街。

重建后的北川新城不仅注重“输
血”更是在“造血”上下了功夫。乡村
处处可见“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致
富门路”等标语，以乡村游、采摘园、农
家乐为代表的旅游业正逐渐兴起。秉
持绿色发展理念，北川新城着力把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趟出一条少
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绿色崛起、后发跨
越之路。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
灯。回望北川 10年，部分产业起跳，经
济发展领跑。如今北川人的脸上，再
也看不到悲伤、茫然的影子，他们与祖
国各地的同胞一样，快乐地生活在阳
光下，忙碌在春天里，用崭新姿态迎接
新生活。

勤劳勇敢的北川儿女从悲壮走向豪
迈，经历了涅槃重生，曾经的废墟上已开
满幸福的羊角花。

幸福花开满羌城
■本报记者 杜怡琼 特约记者 孙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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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10年过去

了，人们仍然记得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

画面：15勇士空降茂县，在地面无指引

的5000米高空凌空一跃、向死而生；绵

竹中学余震袭来，武警战士挣脱战友阻

拦哭喊“让我再救一个”；唐家山堰塞湖，

当130万群众向外疏散时，子弟兵却演

绎着“最美逆行”……惊天动地的生死救

援，借助新闻记者手中的笔和镜头，形成

强大的振奋人心的舆论力量，凝聚起亿

万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坚强意志。

10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很多人从舆

论中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西方

媒体比喻那是中国军队首次直播的“战

争”，感叹说“中国一夜之间从‘一盘散沙’

变成了‘一块钢铁’”。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正向的

舆论能够凝聚民心、鼓舞斗志，消极的负

面的舆论涣散人心、消解意志。

汶川地震救援中，一位被困在震区山

路上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原成都军

区一位领导：“将军的任务是什么？”答：“救

人！”“将军对我有什么要求？”“客观！”后

来，这位记者就对话采写了题为《唤醒的中

国》的报道，文中说“中国抗震救灾报道的

成熟度与自由度令人吃惊”，建设性地向外

界介绍了灾害救援中的中国，在国际舆论

界引发不小反响。

10年后，我们回过头看灾害救援中

的舆论态势发现，整个过程中灾情路况

直播连线、救助信息媒体指引、部队行

动信息公开、新闻记者采访播报等，都

已深度嵌入到救援行动指挥链中。比

如，在交通、通讯和电力中断的“信息孤

岛”，新闻记者靠海事卫星联线指挥部，

口播灾区的地形地貌、道路交通和人员

伤亡情况，指挥部据此选择空降场、空

投救援物资和增派救援人员。基于此

形成的有关舆论生成的经验性认识，在

2011年云南盈江地震发生后，原成都军

区宣传部就应急开通了“成都军区盈江

救援”官方微博，很快便发布了一批灾

害和救援需求信息，为实施精确救援提

供了一手信息。

其实，新媒体时代，各国都在尝试灾

害救援的力量参与和指挥方式。2011

年，日本“3·11”大地震期间，流行歌星滨

崎步通过推特发送143条推文报道地震

救援情况；2012年，桑迪飓风席卷美国

东海岸，《纽约时报》鼓励记者通过官方

账号发布实时消息，同时转载民众发布

的现场消息。近几年的几次灾害救援

中，我国舆论场在媒体融合发展实践中

借助微博、微信等平台转换“声道”，取得

不错效果。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历史的

长河中，10年弹指一瞬。今天，我们从

舆论传播的视角回顾汶川10年不难发

现，媒介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只要我们

的舆论工作者初心不改、理念常新，坚定

地弘扬天地正气、反映人民心声、凝聚社

会共识，就一定能锻造成有效引领舆论、

提升中国形象的主力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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