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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信心勝於黃金

4月19日，2011中國四川國際文化旅遊節
在汶川縣水磨鎮隆重開幕，來自全球近60個
國家和地區的旅遊主管部門、協會組織以及
來自對口援建省市的600名旅遊界相關人
士共同見證了 「震後的四川更加美麗！」

從風景秀麗到滿目瘡痍，再到依然美
麗、更加美麗，四川旅遊產業也在三年間發

生了 「V」 型反轉的奇迹：2008年，全省實現
旅遊總收入1091.52億元，同比下降10.3%。
2009年，全省實現旅遊總收入1472.48億元，
超過震前水平，提前一年完成 「十一五」 規劃
總量目標。2010年，實現旅遊總收入1886.09

億元，增長28.1%。旅遊作為災後恢復重建的
先導產業和優勢產業，展現的不僅是四川依然
美麗的風光，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遊客乃至全
世界對四川信心的恢復與提振！

這一信心，不僅體現在遊客、更體現在海
內外投資者身上。從震後十天騰訊投資5.5億
元建成都研發中心、信息處理與客服中心，再
到震後三年富士康、仁寶、緯創、聯想、戴爾
等世界巨頭陸續入駐，震後四川以安全的投資
環境、獨特的軟硬件優勢，成功將汶川大地震
的 「高關注度」 轉化為強勁的投資吸引力，從
而實現產業恢復重建與提檔升級。

去年9月啟用的什邡方亭慈濟中學，學校大門轉了個方位，
遠離熙攘馬路，面向穿流整個市區的 「筏子河」，站在河畔望進
去，學校建築逐漸升高，極富層次感。 「慈雨沐方亭劫後新風
鍾大愛，春暉榮學苑爭先朝氣濟群科。」知新樓前的一副楹聯
，道出了始建於1963年的方亭中學與台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的故事。

由台灣慈濟全資捐建的方亭慈濟中學，原址擴建為44畝，
校舍和部分教學設施投資約4000萬人民幣。提高安全標準的新
校園在風貌上承襲了中國傳統建築樸素優雅的風格，而樓宇道
路命名、課程設置、校風校紀方面，無不透出濃濃的國學傳統
韻味。學校的大愛廣場，源於慈濟的教育思想 「經由愛的付
出，凝聚人文思想」；教學樓前的孔子銅像肅然而立，九思
庭院、崇德樓、弘毅樓、慎行樓、躬行樓、知新樓、文質
樓、敏慎樓等樓名皆取自《論語》。

什邡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台灣慈濟援建方亭中學，
「不僅因為校舍損毀，更在於學校由書法教育而延伸出的
『規範』、 『端正』、 『整潔』等教育宗旨和慈濟人文的

期許不謀而合」。新啟用的方亭慈濟中學每個角落裡，都
蘊含着中華文化的精粹。特設的書法教室裡擺置着適合揮
毫的大桌，櫥櫃中收納着各式硯台、碑帖，師生在提懸收
放之間，靜悟人生；校園廊道與教室裱框吊掛着師生書寫的
「靜思語」，安人心也讓人產生博愛情懷；新設的茶道室裡

，沿襲慈濟的習慣，需脫鞋進入；而田徑場上正在練習老師
自編的書道茶藝健身操的學生們，則在一舉手一投足中體味
着中華傳統的禮儀、書法、茶藝、民樂…… 「尋根悟道思辨
國學經典，修身治學承傳華夏文明」，教學樓前的主題標語
展示着整個學校的發展思路。據校長簡明富介紹，學校明確
將國學作為特色，書法、茶道等作為特長和亮點來打造，
讓慈濟國學、傳統文化方面的優勢與學校發展相契合，在
潛移默化的環境中育人。

事實上，學校與慈濟共同營造的 「孝順」、
「感恩」、 「愛」的教育氛圍，已顯出成效。

七年級一班羅婷的母親卞剛芬告訴我們，
在家長日上，看學生表演的音樂手語劇
《跪羊圖》，捧着兒女敬上的一杯茶，很
多家長都感動得哭了， 「這對孩子真是一
種特別好的教育」。

正因為對腳下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重
建家園」這一溫馨的字眼，讓多少悲傷的心
靈，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譜寫出一曲 「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樂章；正因為對
腳下這片土地愛得深沉，10 多萬援建大軍散
布在這個當今世界最大規模的建築工地上，
以夜以繼日的艱苦奮戰，先是換來災區 「兩
年跨越二十年」。相較於百日攻堅的抗震救
災而言，千日奮戰的災後重建更加複雜瑣碎
，無疑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持久戰：前所未有
的動員、以萬億為計的投入，是對災區的考
驗，也是對這個崛起中大國力量的整體考
驗。

從地震後的廢墟，到重建時的工地，再
到如今的新家，人們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告
，汶川大地震災區已從悲壯走向豪邁。

災區總體發展或超震前
三年前，中外媒體記者八方挺進災區，

紀錄下抗震救災壯闊場景；三年後，參加
「重返災區看巨變」活動的記者們，走進新

北川、東汽、映秀、水磨、紅白鎮……無不
驚嘆於災區重建的巨大變化。

根據四川省官方公布的震後重建進程顯
示：災後恢復重建取得了重大階段性勝利，
將在今年 9 月底左右全面完成災後重建任務
，確保災區基本生活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
平總體達到或超過災前水平。

重建萬億資金從何而來？事實上，中國
政府在當年刺激經濟的四萬億方案中，有四
分之一用在了重建。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
表示，在該省1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短短
兩年多投放近 8000 億的巨量資金，完成
27564多個項目，巨大的資金缺口是最迫切的
問題。

據統計，重建資金缺口高達5000多億。
為有效解決資金不足問題，政府通過調整財

政支出結構、壓縮公用經費支出、整合各類
專項資金、集中財力增量等辦法，籌集了地
方政府性重建資金 400 多億元；建立銀企銀
政項目對接平台，吸引社會資金、銀行貸款
，各金融機構累計發放災後恢復重建貸款
3900 多億元。同時，創新投融資平台，通過
發放地方政府債券，放大政府投入的乘數效
應；並引導災區群眾自籌資金。

在災後重建中，住房、學校、醫院等民
生項目和城鎮恢復都被放在絕對優先的地位
。 「在災區，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堅固的是
學校，最現代化的是醫院，最滿意的是群眾
」，一名普通網友對災區恢復重建的評價，
成為目前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話。

重建與產業轉型同推進
地震兩周年時，四川正式提出將發展經

濟、促進就業和撫貧幫困納入災區各級政府
工作重點。在住房和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
重建過程中，災區生產、生活水平的恢復和
提高已同步提上日程。以映秀鎮和水磨鎮為
例，重建的房屋每家均有一個舖面，既可自
己經營也可出租以獲取收益；同時除特色食
品、醫藥加工外，兩地均擯棄了耗能高、有
污染的冶煉業，轉而發展旅遊，並引導百姓
逐步轉移到現代服務業、高附加值種植業，
災後重建與產業轉型基本同時推進。

2010 年 5 月，參加四川省災後重建工作
現場會和 「5．12」汶川特大地震暨巨災應對
全國研討會的代表，一致認為 「再生性跨越
」的重建模式已在災區開花結果，特別是映
秀鎮和新北川縣城的重建模式、都江堰市的
城鄉聯建模式、綿竹市孝德鎮和遵道鎮的產
業重建模式、青川縣的生態重建模式、理縣
桃坪羌寨和甘堡藏寨的文化重建模式等，都
積累了很多值得總結推廣的經驗。

地動山搖之後，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古建築群樑
折柱斷、建築傾圮，古堰近旁的幽幽青城山泥流黃土
滾滾傾瀉；被譽為 「古羌王遺都，雲朵上的街市」的
汶川蘿蔔寨，只餘下碉樓的殘垣斷壁；國家級地質公
園竇圌山丹霞地貌的奇峰異石裂成危岩；北川羌族民
俗博物館等數十處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在廢墟中支離破
碎……此外，平武報恩寺、滎經開善寺、廣元千佛崖
摩崖造像、德陽文廟、朝天明月峽古棧道、江油李白
故居……震區範圍以內幾乎所有的歷史文化古跡，或
地基下沉、或牆體開裂、或整體瓦解，千年蜀地留存
的歷史記憶，岌岌可危。

搶救保護項目完工逾八成
據統計，汶川大地震使都江堰古建築群和列入

《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3處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遭到嚴重損毀；83 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174 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 814 處市、縣級文物
保護單位以及難以數計的文物保護點受到不同程度損
毀；大量珍貴的館藏文物受損。

在抗震救災的同時，文物文化的搶救保護、轉移
修復被提上日程。震後第三天，四川省文物部門迅速
上報了首份詳實的災情報告，為國家實施文化遺產搶
救保護提供了決策依據。

2008年6月8日，國務院頒布了《汶川地震災後
恢復重建條例》，條例中有7處涉及文化遺產保護，
將文物的保護修復、地震遺址博物館的建設等納入到
調查評估、重建規劃以及重建實施等災後恢復重建的
全過程。

在可移動文物保存環境惡劣和安全受到威脅時，四川又組
織了歷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物大轉徙，將綿陽博物館、茂縣羌
族博物館等文博單位近70000件館藏文物轉移至三星堆博物館
、成都博物院和金沙博物館保存。

目前，列入國家《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公共服務設施建
設專項規劃》中的245項災後文化遺產搶救保護項目（主要包
括：不可移動文物搶救保護工程，博物館、文管所維修、加固
工程，少數民族村寨工程等）已全部開工，已完成和即將完成
的項目 208 項，完工率為 84.89%；列入國家規劃的 153 處不可
移動文物的搶救保護工作將在 2011 年內全面完成，3176 件
（套）可移動文物得到了及時修復，46座博物館和文物管理所
得到了加固或重建。 「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古建築群搶救保護
工程」、 「羌族碉樓與村寨搶救保護工程」和 「松崗直波碉樓
搶救保護工程」等重點工程已全部完工；北川、映秀、漢旺地
震遺址紀念地實現局部開放。

文化保護傳承首納重建規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藏羌文
化等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作為震後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工程的重要
內容，得到有效保護和傳承，中國政府第一次在自然災害發生
後將文化保護和傳承列入重建規劃。

廢墟廢墟 工地工地 新家園新家園

汶川壯歌震山河汶川壯歌震山河
三年前的黑色三年前的黑色100100秒，僅四川就有秒，僅四川就有

10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一片廢墟，滿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一片廢墟，滿
目瘡痍；震災一年後重訪震區時，驚訝廢目瘡痍；震災一年後重訪震區時，驚訝廢
墟已變身一處處熱火朝天的工地；而三年墟已變身一處處熱火朝天的工地；而三年
後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是豐饒的原野、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是豐饒的原野、整
齊的廠房、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嶄新別齊的廠房、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嶄新別
致的房屋，無盡的綠意點染曾經破碎的山致的房屋，無盡的綠意點染曾經破碎的山
河……河……10001000個日夜的援建，個日夜的援建，10001000個日夜個日夜
的自立和奮起，當又一個五月來到時，災的自立和奮起，當又一個五月來到時，災
區已展現出無盡的生命力。區已展現出無盡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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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亭慈濟中學新風鍾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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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鳥瞰汶川大地震災區重建新貌空中鳥瞰汶川大地震災區重建新貌 新華社新華社

▶▶甘堡藏寨在汶川大地甘堡藏寨在汶川大地
震中嚴重受損，經過湖震中嚴重受損，經過湖
南省兩年多的援建，基南省兩年多的援建，基
礎設施和旅遊配套設施礎設施和旅遊配套設施
現已全面完工。圖為甘現已全面完工。圖為甘
堡藏寨的群眾在開寨儀堡藏寨的群眾在開寨儀
式上式上 新華社新華社

農房 190.85萬戶
城鎮住房 28.83萬戶
學校 3839所
各類醫療衛生和康復機構 2169個
各類基礎設施項目 5000多個

震後國家重建項目已完成近95%
截至4月底

已經完工 38803 累計投資 8851億元

四川、
陝西、
甘肅
已建成

四川省需要恢復重建 已完工
學校 3001所 96.9%
醫療衛生和 1362個 90.7%
康復機構

預計到9月底將全面完成災後恢復重建各項任務

汶川特大地震災區國家重建項目 41130個

「三川兩鎮」 等一批遭重創的縣鎮村莊以全新面貌再現

◀汶川大地震讓夏鳳婷失去了右臂，三
年來，憑藉着頑強的意志和來自社會的
關愛，笑容重新回到了這個身材嬌小的
女孩臉上 新華社

▲▼四川省安縣高川鄉甘溝村，災民建起了新房
新華社

▲23個國家駐華使節與國際組織代表組成的參訪團抵
達四川省博物院參觀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