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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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山大沟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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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天覆地
的巨变，发展实现跨越。

山水不再阻隔 千年蜀道不再艰险

“5·12”地震一发生，陇南灾区多个村庄道
路中断，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时任陇南市武都区五库乡党委书记的寇正
德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地震后乡里通信断了 3
天，路也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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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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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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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交通条件发生历史巨变。

住房条件嬗变 城乡面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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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预期更早来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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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给每户补贴两万元，红十字会捐助两万元，
还申请了三万元的无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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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现在这里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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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封闭发展 全面小康不再遥远

十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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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都区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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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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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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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在实
现跨越。

（据新华社兰州5月12日电）

震后十年看陇南：

山水不再阻隔
小康不再遥远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屠国玺 成欣

12日下午，四川省在汶川县映秀镇举行
“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10周年纪念
仪式。各界干部群众表示，汶川特大地震10
周年之际，不仅要寄托哀思，也要奋进拼搏，
为创造美好幸福的明天而奋斗。

纪念仪式在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举
行。当日14时28分，各界干部群众数百人向
在地震中罹难的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
英雄们默哀，随后敬献鲜花。

映秀镇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
当年8个村（社区）全部受灾。如今的映秀，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映秀镇党委书记蔡代敏说，
是祖国母亲给了映秀第二次生命。

参与纪念仪式的汶川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人员罗建超告诉记者，逝者安息，生者当奋
斗。2008 年他还在上高中，地震后就赶到救
援一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今在工作
岗位上，要更加尽职尽责。“做好每一件小事，
真诚对待身边每一个人。”罗建超说，灾区人
民的生活和状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映秀街头，商铺林立。汶川灾区，山清水
秀。当地干部群众说，不仅自然环境在变化，
村民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参与仪式的村民刘平说，以后的生活会越
来越好。“大家逐渐走出悲伤，打开了一片天
地。”刘平还参加了映秀志愿者服务队，热心公
益。在这个志愿者服务队，平均年龄55岁。

当天的映秀镇还迎来不少外地游客。四
川遂宁市的市民何泽在漩口中学地震遗址
外，驻足停留。“‘四川雄起’的声音，仿佛就在
昨日。”何泽说，要铭记伤痛，更要走向未来。

都江堰市向峨乡茶溪谷农场大堂经理李静说，在那场特大地震中，
她房屋全部倒塌。此后，李静种茶树、采茶叶，每天起早摸黑，背着背篓
爬行在山谷之间。山高路滑，她记不清多少次跌倒。“汶川地震都经历
了，这点又算什么呢？”十年过去，她已从采茶工人成长为茶溪谷农场的
大堂经理。李静说，她不仅经济收入提高了，自己也从悲观走向自信。

当日，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仪式上说，纪念过去是为了更
好地开创未来。四川人民永远忘不了危难时一双双援助之手，英雄的灾
区人民也自力更生，产业发展再现新跨越。（据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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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四川省在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举行“5·
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十周年纪念仪式。各界干部群众在遗址
前向遇难同胞及为抗震救灾捐躯的英雄们默哀，并敬献鲜花。图为
纪念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四川省举行汶川特大地震
抗震救灾十周年纪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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