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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给了这里浴火重生的力量

习近平两次到过的映秀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如今的汶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 （资料图片）如今的汶川如今的汶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安居乐业。。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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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演出现场的观众慰问演出现场的观众。。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才才 扬扬摄摄

春日的岷江河畔，柳绿花红，生机勃勃。
2018年，汶川大地震 10年。震中小镇映秀，始终牵

动人心。
10年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映秀灾区看望受

灾群众；1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春节前又给映秀当地
百姓送来温暖，极大地鼓舞了小镇百姓奔小康的热情。

本报记者在汶川大地震 10年到来之际，深入震中小
镇映秀采访。

爱立方 成人礼

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10年前在地震中倾倒
的教学楼废墟前，安放着一个硕大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纪念表盘，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地震发生的时间——下午
两点二十八分。

由于大地震导致教学楼剧烈摇晃，当时教学楼教室
里的一面钟因为摇晃摔落到了地上，于是人们把破碎状
的钟放大，做成了这面记事钟。

在中学的左侧是“5·12”汶川特大地震记事墙，这
面记事墙是以国家名义修建的，主要有文字和浮雕两个
部分组成。文字记录着大地震以及抗震救灾的内容，而
下面的浮雕则是一幅真实的画面再现，画面诠释的是解
放军战士以及医护人员共同运送伤员上飞机的场景。

作为那场大灾难中唯一得到较为完整保存的漩口中
学遗址已成为“5·12”汶川特大地震震中的标志性建
筑，成为那场特大地震的见证者之一。

倒塌的主楼定格在“5·12”那个下午的姿势，部分
遇难者仍然长眠在扭曲的钢筋水泥下。汉白玉纪念碑上
摆满了黄色或白色的菊花。后建的七一中学、八一中学
漂亮而挺拔。

群山间，岷江畔，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在青山绿水
间伫立。它的前身是漩口中学，在地震中变成一片废
墟。现在的七一中学是由中组部“特殊党费”全额捐建
的。教学主楼红墙涂成了党旗的模样。

4月9日，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为高2015级学生举行
成人礼。在映秀大爱主题公园——爱立方，成人礼在庄
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在老师们的掌声中，在
家长的引领下，孩子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迈着沉稳坚毅
的步伐，穿过成人门。学校领导、老师及家长向每一位
学生赠送了一本 《宪法》，并为他们一一佩戴成人纪念
章。学生手握《宪法》，面向国旗，进行了庄严的集体宣
誓，以响彻云霄的誓言表达了他们内心对成长与责任的
理解，以昂扬的姿态展示了七一映中学子的风采。副校
长李云春激动地向记者介绍了当时难忘场景。

映秀的天是蓝蓝的天，精致的房顶上飘扬着五星红
旗，这里每一户人家都是在全国人民支援下重建的，每
一栋房子都是经过招标后精心设计建造。在镇上的主干
道边，陈列了所使用的几种建筑结构技术标本。除了美
观和便民，映秀建筑的最重要一项指标就是抗震，要求
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其中最坚固的
就是公共建筑，学校医院可抗9级地震。

被大爱托举的人生

“映秀花开了；
歌儿响起了；
人间大爱的地方，
洒满真情和阳光。”
这首 《映秀花开了》，原唱汤星月已经唱过数百遍。

她记忆最深的是2018年2月的那次。
2018年2月，习近平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2月12日上午，他专程来到映秀镇。当习近平即将上车离
开时，百姓们依依不舍。大家围拢上来，向总书记道
别，并合唱了这首《映秀花开了》。汤星月就站在合唱的

人群中。
初中毕业后，喜欢唱歌的汤星月，就到四川成都进

行专业学习。去年，经过不懈努力，她终于被四川电影
电视学院破格录取，成为了音乐表演系的一名大一新
生。“我跟习总书记说，我是一名大一的学生，他让我要
好好学习。”汤星月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多年来的坚
持都是值得的。

10年前地震发生时，汤星月还是映秀小学四年级的
一名学生，正在二楼教室和同学们一起上科学课。当年
班里44名同学，只有11人幸存下来，汤星月最要好的两
姐妹和最喜欢的音乐老师都不幸遇难。而她也因为髋关
节脱位和脊椎受伤，身高定格在了10岁时的1.2米。

地震过去一年多之后，汤星月才得以看到妈妈偷偷
藏起来的那份医院诊断书。

10年时间，生活给了她磨难，也教会了她坚强。有
一次，汤星月和一个叫“三姐妹”的袖珍歌手组合一起
在北京逛街，三个姐姐主动招呼围观的孩子们叫她们

“阿姨”。从那一刻开始，汤星月也放下心里的包袱，从
世俗的眼光里放飞自我。

现在，汤星月的父母在镇上经营着两家饭店，妹妹
也在都江堰读书，一家人的生活在慢慢变好。

“2018 年，是我人生的转折和新的开始。”汤新月
说，曾经是唱歌帮助她走出了阴霾，未来她也会继续坚
持音乐梦想。

大地震也改变了李云春的命运。
汶川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李云春对大地震的感悟，

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人生初旨。
汶川发生大地震时，27岁的他被埋在漩口中学废墟

里。一个小时后被人挖出来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他很激动地向记者说，他的后半生要用主要精力来
为社会做公益和感恩行动，报答社会，报答全国各地人
对映秀的无私奉献。

李云春在汶川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办由各村留守妇女
组成的舞蹈队，并请专业人士开展培训。在他的精心组
织和带动下，目前各个行政村都有了本村的舞蹈队，开
展得轰轰烈烈。

针对每年到中秋节，许多小孩缺少家庭温暖的情
形，李云春就在外面聘请专业做月饼的师傅来教孩子们
认识中秋月饼的感恩文化内涵及制作方法。没想到这一
活动得到空前成功，许多孩子家长脸上都露出了欣喜之
情。据李云春讲，目前汶川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的月饼
活动，早已“人满为患”，小孩报名火爆！

现在，李云春还在一个村负责扶贫，推广种植车厘
子和中药材的方法。

总书记在这儿磨过豆花

“现在，我们每天要炸 40 多斤酥肉，卖上百碗豆
花。”时近中午，映秀镇中滩堡村博爱新村饭店老板杨云
刚和老伴刘先燕将炸好的酥肉从厨房中搬出来，为即将
到来的游客准备午餐。今年春季旅游期间，饭店推出了
新菜单，“幸福酥肉”和“带劲豆花”两道特色菜品格外
引人注目。

2018 年 2 月 12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映秀镇。到达杨
云刚的店前，在店主邀请下，习近平愉快地参与炸酥
肉、磨豆花，边体验边同一家人交流，一幅其乐融融的
场景。总书记转动磨盘，笑着说：“很练臂力啊，真是越
磨越带劲。”现场响起阵阵欢声笑语。

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爆，杨云刚老两口让儿子、女儿
都回来一起经营饭店。今年，他家又多聘请了一名厨
师，装修了两个包间，扩大了经营规模。每天的工作繁
忙辛苦，但老杨一家却觉得幸福又“带劲”。

杨云刚自信地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的旅游收入肯定
翻番！

10年时间，杨云刚一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
12”汶川特大地震前，杨云刚跑过运输，当过驾校教
练，刘先燕在映秀小学伙食团打工。地震中，杨云刚家
房屋垮了，所幸一家人都平安。2011年春节前夕，由广
东东莞对口援建的新房竣工，杨云刚一家和乡亲们搬回
了映秀镇。第二年，杨云刚利用一楼门面开起了饭店，
取名“博爱新村饭店”。

“博爱，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党的恩情。”杨云
刚深情地对本报记者说。

在映秀镇，像杨云刚一家一样从事餐饮、旅游接待的
群众越来越多。目前，全镇有餐馆 59 家，客栈 67 家，直接
和间接从事旅游经营的人占全镇人口半数以上。

3月，汶川春茶上市。映秀镇“茶祥子”制茶人蒋维
明开办的“汶川县映秀人民茶业”又迎来了一年中最为
繁忙的时节。

去年，“茶祥子”在 400平方米的标准生产线上制茶
17 吨，年产值突破 300 万元，带动 170 户群众采茶收入
100余万元。“从收茶记录上看，户均每年可增收5000元
到 1.5 万元。”蒋维明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到映秀考
察时来到他的制茶坊，了解茶产业的发展情况，让他备

感关怀、备受鼓舞，他将不负重托，在做好“大土司”
黑茶为代表的西路边茶系列品牌的同时，专心研制民族
地区的藏茶产业，为群众提供更加洁净、安全和营养的
藏茶。

“映秀镇产茶历史悠久，全镇有百年老茶树 20 余万
株。”映秀镇党委书记蔡代敏说，地处茶马古道要冲的映
秀镇，茶叶历来是茶马古道上流通的重要商品。灾后产
业振兴，映秀镇突出旅游与茶产业的融合，并对周边荒
山上的百年古茶树进行保护。

2017 年，来自映秀“茶祥子”的茶叶作为唯一的中国
茶，登上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一带一路”沿
海上丝绸之路“盛世公主”号邮轮，沿途巡展10多个国家。
春节前，这里的“大土司”黑茶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展。正
月初一，“大土司”黑茶又在中国台湾亮相。

茶产业让映秀群众充分享受到生态发展带来的红利。
在烧汤河与岷江交汇处，317国道和 303省道从群山

上蜿蜒而下，盘山路通往一片崭新的镇子，在阳光下锦
绣斑斓。汶川县映秀镇，10年前的悲怆一幕已浓缩在漩
口中学的遗址。一圈篱笆之外，花团锦簇，人们穿着藏
羌服饰，迎接着四方来客。

重建振兴永远在路上

记者在汶川县映秀镇街头采访时，感受到了当地人
的感恩情怀。

“作为异地人，我是被映秀乡亲的爱滋润成长起来
的。”蒋维明说，像映秀当地村民一样，大家都在用自己
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报答曾经向他们伸过援手的人。

浴火重生的映秀，是将感恩融入灵魂，将文明创建
融入执政全程的实践之地。祖国母亲给了映秀第二次生
命，全国人民给了映秀人民重生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映秀正按照全国文明村镇的创建要
求，全力推进创建工作，使文明之花涅槃重生的大地散
发醇厚芬芳。

映秀镇通过评选 204 个文明家庭、70 余名“好婆
婆”、67个诚信守法商户等活动，持续推进创建融入群众
生活，破解了创建工作上热下冷问题，营造了全民行
动、全民满意的共建大势。

以“文明乡村·美丽家园”行动布局环境治理，以文
明“家风、校风、民风、政风”活动修正不良风气，映
秀镇如今构建了村庄美、家风淳、校风好、民风和、政
风清的生动局面。走在映秀街头，“文明四风”宣传提示
牌随处可见。

如今的汶川，主要支柱产业为以“康养游”为代表
的旅游业、以甜樱桃为代表的特色水果种植业、以水电
为代表的绿色生态工业。

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说，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再次
到汶川来，全县人民都感受到了党中央莫大的鼓励和关
心。在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汶川灾后重建产业发展情况
时，他特别重点介绍了“汶川三宝”。张通荣说，“汶川
三宝”指甜樱桃、脆李子和香杏子，去年一年“汶川三
宝”产值就达到5亿左右，这笔收入占全县老百姓总收入
的 70%左右，汶川人的人均收入从 10 年前的 2000 多元，
增加到了如今的1.2万多元。

张通荣说，下一步，要把映秀镇建设成为全国重要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速汶川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加
快推进康养经济布局落实落地；更加注重脱贫攻坚质
量；把“南林北果、绿色工业+全域旅游”总体思路贯彻
好、执行好、落实好。

10 年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汶川看望慰问、指导
工作。如今汶川人正把总书记的这份关怀转化成整个汶
川的感恩之情，让全县人民都感恩祖国、感恩党中央、
感恩总书记。另一方面，汶川灾区人民正以崭新的精神
风貌，让汶川再次上路。张通荣表示，汶川的灾后重建
和发展振兴更是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