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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见证铮铮誓言
———记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

新华社记者

任 硌 苑 坚 党文伯

这是一面面挺立飘扬的旗帜———废墟

旁，瓦砾上，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汶川
大地震灾区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

党员，奋勇抗争，不屈不挠，铸造了一个又
一个拯救生命、恢复重建的壮举；

这是一股股强大无比的力量———崭新

的城池，漂亮的村庄，在三年灾后重建中，广
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灾区群众， 众志成城，
艰苦奋斗，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建起了一座
座现代化的城市、村庄、工厂、学校……

党旗见证，誓言铮铮。
弹指三年，灾区已“沧海桑田”。在这背

后，广大党员干部默默无闻的奉献，书写着
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与忠诚。

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个

战斗堡垒

震中所在地阿坝州汶川县映秀镇，地
震几乎摧毁了一切。镇党委书记受重伤，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人大副主席及9名政
府干部失踪，多名政府干部亲人罹难……

灾难面前，党委是震不垮的堡垒；关键
时刻，党员是群众的主心骨。

震后第一时间，镇党委组织全镇党员，
紧急成立了搜救抢险、 安置、 医疗等工作
组，迅速展开救援，成功救出被困人员500
余人，救治伤员1000余名。

41岁的副镇长吴拥军负责重建协调和
保障工作，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工地上奔波。
地震中，他失去了父亲、大姐和已上中学的
儿子。每当思念亲人的时候，吴拥军总是盯
着那处掩埋家人的废墟默念片刻， 悄悄抹

去眼角泪水，继续埋头苦干。
整个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期间， 全镇

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 用共产
党员的实际行动在群众心里树立起不朽的

丰碑。
在援建方和映秀镇党委的顽强拼搏

下，2010年8月， 一个藏羌特色鲜明的世界
级旅游小镇从废墟上崛起，一个集现代化、
公园化、民族化于一体的新城已经诞生。

在地震灾区的特殊战场上， 一个支部
就是一个核心，一个组织就是一个标杆，一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广大党员干部用自
己的汗水、 鲜血甚至生命， 践行着入党誓
言，诠释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严防次生灾害， 不能再让灾区群众的
安全受到威胁， 这是各地基层党组织担负
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为山区乡镇， 德阳市绵竹清平乡党
委在震后狠抓地质灾害地段隐患排查和制

定修正防灾避险应急预案工作， 并成立了
应急灾害指挥联动体系。

2010年8月13日夜，地震次生灾害———
特大泥石流突袭清平乡。 清平乡党委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共紧急转移5400余名群众。
由于事先预警、事前警示和有序转移，这场
3倍于舟曲泥石流流量的特大灾害中，损失
被降到了最低，创造了被誉为“清平经验”
的抢险奇迹。

科学重建， 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广
大基层党支部和党员遵循的核心理念。

汶川县漩口镇震源新村，离“5·12”地

震震源点仅1公里。在这里，一座座整齐统
一的藏羌新房拔地而起， 一条条整洁的青
石板街道修葺一新，健身场所、停车场、自
来水入户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走进震源新村党总支办公室， 墙上挂
着“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先进单位”的奖状
和“三百工程”的成果图片。灾后重建带来
的巨变记载着新村人的辉煌和成就。 新村
人感触颇深，但说得最多的还是“火车跑得
快全靠车头带， 有了先进的党总支部才有
了先进的震源新村”。

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一支火炬

父亲和8位亲人至今埋在北川老县城
那片废墟里———3年来，德阳市公安消防支
队助理工程师田飞始终将悲痛埋在心底。
田飞以羌族汉子特有的坚强意志， 把全部
心血投入到灾后重建当中。

3年来，由田飞经办的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核610件， 总面积达3300万平方米；参
加各种工程论证会57次； 深入施工工地检
查200余次。长期超负荷工作，年仅29岁的
他就患上了颈椎骨质增生和腰椎间盘突出

等病症。
2009年5月11日， 地震快一周年了。德

阳消防支队领导特批了田飞两天假回北川

祭奠亲人。
当天下午4点，市建设规划局电话通知

田飞， 有一个重要项目须在5月12日下午5
点前提出初审意见。

怎么办？如果回北川，肯定赶不上并联

审批。 作为一名对地震灾害有切身体会的
消防军人， 更能理解灾区群众对灾后重建
工作的渴望。

忠孝难两全，擦干眼角的泪水，田飞选
择留在了办公室……

12日晚上7点半， 当忙完了一天的工作
后，田飞独自来到成绵高速公路旁，这里是
爸爸以前出差经常经过的地方。 点上香，燃
上纸，他面向北川方向三鞠躬，向曾经也是
军人的爸爸，向亲人们补上迟到的祭奠……

英雄岂无情，党员亦凡人。
但正是为了早日让灾区群众住上新房

子，恢复正常生活，无数田飞这样的党员，
舍小家、顾大家，用自己的奉献，书写着对
人民、对国家的忠诚。

灾区党员的事迹像天上的星星， 数也
数不完。

再让我们的目光定格映秀镇黄家村：
4.6米宽的水泥路， 从山脚一直蜿蜒至山
顶；几十栋农房粉刷一新，点缀着葱葱郁郁
的大山……

这一切， 正是黄家村党支部书记连富
强带领全村村民，顶余震、战困难，用辛勤
汗水绘就的一幅美丽画卷。

今年42岁的连富强，已当了8年村党支
部书记。

地震导致全村的水电路被毁， 为了给
灾后重建打下基石， 连富强带领黄家村党
员干部和群众硬是挖出一条道路， 抢通了
全村的生命线。

而这时， 他家里的家务及废墟清理只

有落在年迈的父母身上， 连富强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实在没办法啊， 我是黄家村的
书记，我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村民！”擦干对
父母愧疚的泪水， 连富强继续投入到灾后
重建的工作中。

“多亏有了这些党员干部，我们村才能
建得这样快、这样好，我相信有这些党员干
部的带领，我们村一定可以发展得更好！”憧
憬美好的未来，村民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鲜红的党旗，承载着共产
党人的赤胆忠诚和为民情怀

北川新县城建设指挥部墙上的规划蓝

图中，曾醒目地写着一个人的名字：新县城
建设组组长：崔学选。

今天， 这个名字已永远铭刻在北川人
的心中———

2008年5月28日，山东潍坊市建设局局
长崔学选主动请缨， 来到对口援建的北川
桂溪乡。在余震、滑坡、飞石的陪伴下，他踏
遍了桂溪乡每一片土地。

北川重建，举世关注。崔学选被任命为
山东对口支援北川恢复重建前线指挥部新

县城组组长。因为过度劳累，病魔悄悄侵蚀
着崔学选的身体：先是腹泻，后是发烧，接
着体力不支，便秘腹胀。

病魔当前，崔学选毅然选择了坚守！作为
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灾区急需的建设专家。他
明白“重建”两个字对于灾区的意义，他更明
白，每一个援建人员，都背负着党和政府的嘱
托、灾区人民的厚望、全国人民的爱心。

2008年9月6日， 崔学选再一次被剧烈
的腹痛击倒， 被迫躺在担架上返回山东。
2009年7月13日18时许，带着对灾区的深情
厚爱与不舍， 援建地震灾区的优秀干部、
“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崔学选因罹患癌症
医治无效，在潍坊市人民医院去世。

生命谱就壮歌，忠诚续写辉煌！四川地
震灾区，在千千万万个“崔学选”的大爱中
崛起，迈向新生———

2009年1月15日，共产党员、什邡市政
府办公室干部刘庆禄， 因过度劳累引发突
发性脑溢血，倒在了他挚爱的“灾区生命保
障线”上。

地震当晚开始， 刘庆禄就开始负责救
灾物资接收、发放、押运。那些日子里，没有
人记得刘庆禄在各乡镇究竟来来回回跑了

多少趟。
2009年1月14日，刘庆禄值夜班，负责

接收清点从北京运来的400台电暖器。晚上
11时左右，他感觉身体不适、脸色发青。什
邡市人民医院医生薛道艳说， 临床诊断表
明他随时可能出现脑溢血、中风等并发症，
如果不住院治疗，后果不堪设想。

“不住院。刘庆禄”几个刚劲有力的大
字， 还写在什邡市人民医院门诊病人简易
登记表上。这是一份“生死协议”！

刘庆禄走了，但他对党的忠诚、对群众
的大爱却长留人间……

70多年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
农红军万里长征，在四川境内爬雪山、过草
地，留下浴血奋战的足迹。

70多年后，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
大群众，践行着党旗下的誓言，用不到3年
时间完成了繁重的灾后重建任务， 灾区旧
貌换新颜。

巍巍夹金山，滚滚岷江水，见证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执政新篇。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
任务如期完成的事实正在证明并将永远证

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任何困难都
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新华社成都5月11日电

（上接1版）
胡锦涛总书记连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一时间对抗震
救灾各项工作作出紧急部署：“抓紧抢修受
损的设施和设备，尽快恢复灾区的通路、通
电、通信和供水……”

5天后。四川成都。金牛宾馆灯火通明。
结束一天在重灾区的奔波指导， 胡锦

涛总书记于夜里主持召开抗震救灾工作会

议：“尽快研究制定扶助措施， 帮助受灾群
众重建家园……”

震后第10天。中南海怀仁堂。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对灾后恢复重建作出
部署： 中央有关部门要指导受灾地区在深
入调查、综合评估、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及
早规划和适时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任务千头万绪，复杂艰巨；
决策坚定有力，有条不紊。
随着形势发展变化， 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明确。
5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深入分析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后，果断作出“建
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
建”的重大决策。这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全力推
进灾后恢复重建的一大创举。

10天后， 胡锦涛总书记再次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就对口
援建作出具体安排： 按照 “一省帮一重灾
县” 的原则，19个省市以不低于1%的财力
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随后，《汶川特大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正式颁布。

震后30天。6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在
北京召开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会议， 对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作出
具体安排。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 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汶川特大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的总动员令。

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对全国上下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全力以赴做好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意义重大。

一次又一次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一
项又一项重大举措，全程展现了大力度、全
方位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的坚定决心。

在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时间节点，胡
锦涛总书记和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
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中
央领导同志多次前往灾区， 考察指导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

26次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会议，
11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接连召开
重要会议， 研究解决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提出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
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 基本生活条件和经
济发展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

建立中央财政恢复重建基金、 实施税
收和信贷政策倾斜……国务院和有关部门
密集出台88项扶持政策， 大力支持灾后恢
复重建， 确保全面做好和按时完成各项恢
复重建任务， 向灾区群众和全国人民交出
一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答卷；

第一时间出台恢复重建指导意见，第
一时间调整预算， 第一时间进行立法……
从政府到人大，目标一致，步调一致，灾后
恢复重建始终沿着科学和法治的轨道稳步

推进……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倾心相助，有关部
门科学组织，灾区干部群众奋力拼搏，饱受
特大灾害摧残的土地， 迅速掀起重建家园
的热潮———

灾后第一时间，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
挥部即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 组织开展灾
后重建前期工作， 研究制定总体规划和专
项规划；恢复重建阶段，33个中央和国家部
门及时组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协调小

组———这些部门和四川、甘肃、陕西省委省

政府一起，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着力加
强指导、研究政策，不断解决重建中存在的
问题， 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按照中央部
署稳步向前推进。

一对一、一帮一。根据中央部署，来自
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山东、江苏等19个
对口支援省市的援建队伍，带着资金、设备
和浓浓的情谊，赶赴灾区、日夜奋战。内蒙
古、海南、青海……一些没有对口援建任务
的省份， 纷纷自发参与到对灾区的援建之
中。

用双手重建家园，用双手开创未来。千
千万万灾区干部群众， 迅速从废墟中顽强
站立，动手建房，进山修路，以顽强的毅力
和艰辛的汗水重建家园。“出自己的力，流
自己的汗，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手有脚
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在灾区广
泛流传的标语， 成为灾区干部群众自力更
生、顽强拼搏精神的生动写照……

力量，在凝聚，在迸发；灾区，在变化，
在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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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
目标如期实现，跨越式发展态势日趋明显。

但是，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异常艰巨而
繁重 ， 大自然仍不时显现出暴虐的一
面———

2010年8月12日晚开始，四川灾区暴雨
如注， 山洪暴发， 特大泥石流灾害频频告
急。青川：县城被淹，36个乡镇受灾；绵竹：
600万立方米泥石流堆积，5000多人被困；
汶川：山石垮塌，道路中断，人员滞留……

昨天的伤痕还未抚平， 新的灾难再次
降临。“灾区的境况一传到北京， 就引起中
央的高度关注。”四川省主要负责同志回忆
说。

胡锦涛总书记立即给四川省主要负责

同志打电话，详细询问灾区情况，叮嘱一定
要迅速行动、科学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温家宝总理临时调整行程，前往灾情
最重的绵竹、汶川，指导抢险救灾。吴邦国、
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
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以各种方式了解

灾情，表达关怀，作出指示。
各项预警机制迅速启动， 各种处置预

案科学实施，上百万群众化险为夷。灾后恢
复重建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有力、有序、有
效向前……

这是一份权威部门1天前公布的灾后
恢复重建进展清单———

四川。纳入国家总体规划的29692个项
目已完工94%，投资完成92%；

甘肃。8个重灾县的7546个规划项目完
工91.8%， 受灾最重的陇南已基本完成重
建；

陕西。4个重灾县已建成规划项目3964
个，完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均超过95%。

到9月底总体规划颁布3周年时， 灾后
恢复重建各项任务将全面完成， 重建美好
家园的预期目标将胜利实现！

恢复重建，是考验，更是砥砺———
党中央用高超的总体指挥能力、 统筹

协调能力，有效驾驭复杂局面，极大鼓舞和
激励灾区广大干部群众重建家园的信心，
赢得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 也赢得世界
广泛赞誉。

有一种牵挂情暖万家———把灾

区群众冷暖挂在心头，以人为本、民生
优先贯穿于灾后恢复重建的每一步

想要有个家， 此时此刻成为灾区群众
的最大期盼。

尽早让灾区群众重新拥有一个温暖的

家，成为党和政府牵挂的头等大事———
震后第一个冬天， 灾区天气显得分外

寒冷。 栖身于帐篷和过渡房的群众如何过
冬？胡锦涛总书记惦念于心。

“那是2008年12月28日下午3点48分，

那年我69岁！”那一刻，深深定格在田传贵
老人心头。

那个下午， 正在四川灾区考察灾后恢
复重建的胡锦涛总书记走进都江堰幸福家

园的活动板房里，让居民们格外欣喜。
“当时，总书记来到我家，握着我的手

说，中央很牵挂我们灾区群众，惦记我们能
不能暖暖和和地过冬、 能不能过好灾后第
一个新年。”田传贵一边说，一边拿出当时
的照片， 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他还问
我有什么困难， 说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解
决。我就告诉总书记，希望能够早日住上房
子，能有一个家！”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 田传贵借着大树
和雨棚逃生。“家没了， 以后日子怎么办？”
震后，望着一片废墟，老人家曾失声痛哭。

板房里， 胡锦涛总书记用坚定的语气
对田传贵说：“党和政府已经制定了灾区重
建规划，相信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能够
早日实现重建规划， 使灾区群众尽快拥有
一个良好生活环境。”

一席话，带来温暖，点燃希望。
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下，让受灾

群众早日住进永久性住房成为恢复重建的

首要任务。去年6月，田传贵拿到新房钥匙；
9月，乔迁新居。

“现在 ， 我总对孩子讲 ， 要好好学
习、 好好工作， 才对得起总书记和党中央
的关爱 ！” 田传贵家120多平方米的新房
里， 兰花 、 茉莉 、 藿香 、 君子兰争奇斗
艳， 生机盎然……

从取暖到口粮，从住房到看病，从上学
到就业……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3
年来，党中央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从
炎炎夏日到数九寒天， 从巴山蜀水到甘陕
山区，总书记先后5次深入灾区，进板房，上
山寨，检查灾区群众生活保障情况。总书记
反复强调， 灾后恢复重建一定要坚持以人
为本，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也始终

心系民生，一次次前往灾区———
汶川县银杏乡东界脑村。 吴邦国来到

位于岷江岸边的新建居民点，看变化，问生
活，话未来，热情勉励羌族群众通过辛勤劳
动，把日子越过越好；

青川县红光乡东河口村。 温家宝沿着
山路前往建房工地， 关切了解政策落实情
况，强调要把困难地方作为重点帮扶对象，
一件事一件事地解决；

都江堰。贾庆林走进居民家中，详细询
问灾区生产生活， 强调要注重保障和改善
民生， 让灾区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大
家庭的温暖；

北川新县城工地。 李长春仔细察看建
设中的安居房，了解功能设施，叮嘱要确保
工程质量，让老百姓住得放心、过得舒心；

陇南市徽县龙头新村。 习近平实地了
解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强调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要坚持突出重点、以人为本；

映秀板房医院。 李克强专程看望医护
人员， 指出要加快恢复和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条件；

宁强县汉源镇北辰新村。 贺国强关切
询问村民家中就业、收入等情况，希望大家
安居以后，努力开拓致富门路；

绵竹市孝德新镇。 周永康与老人们拉
家常， 要求当地干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水平，把建设成果巩固好……

深切的关怀、有力的部署，确保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战胜一个个困难， 朝着规划目
标顺利向前。

一块块普通的红砖， 承载着别样的深
情———

2011年4月19日，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
大雪纷飞。200辆满载红砖等建材的军车在
川藏线上排起长龙， 向最偏远的受灾地区
艰难挺进……

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入高峰，各
种建材尤其是红砖需求巨大。 一块红砖经
过长途运输， 到户价格从震前的0.2元左
右，最高涨到了0.8元，正在重建家园的人
们万分焦急。

困难时刻， 一份来自四川灾区的情况

反映传到了中南海。 胡锦涛总书记看后立
即指示军队派车辆帮助灾区群众运送建筑

材料和各种物资，降低建筑材料价格。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

令， 成都军区先后抽调上万名官兵和3700
多台运输车辆，昼夜兼程全力抢运建材。在
四川灾区考察期间， 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前
往重建建材特供站考察， 要求有关方面确
保货源充足、 确保建材质量、 确保价格稳
定。总书记还亲自登上满载物资的军车，看
望运输部队，勉励官兵们克服困难，继续把
抢运任务完成好。

截至目前，共抢运红砖5300万块，抢运
帐篷近23万顶，抢运水泥3.2万吨 ，行驶总
里程2646万多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660多
圈。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学校，是孩子的
家园。

“要认真谋划灾区学校重建工作，切实
提高校舍建设的抗震标准， 高度重视学校
建筑质量， 为师生们提供安全可靠的教学
和生活环境。”———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

导同志多次就灾区学校恢复重建作出重要

指示，并亲临灾区检查指导。
每一天， 孩子们的琅琅书声都在青山

中回荡； 每一天， 崭新的校牌总被擦得锃
亮。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金山寺小学，一所
藏在大巴山深处的山村小学， 凝结着中南
海对灾区孩子的牵挂和期望———

地震中，这里的200多名孩子失去了校
园，他们天天盼着能早日重返课堂。

2008年5月31日，金山寺小学孩子们难
忘的一天。 一直惦念着灾区学校恢复重建
工作的胡锦涛总书记， 沿着崎岖山路长途
跋涉，特地赶到这里。在狭小的简易防震棚
里， 总书记亲切看望正在刻苦学习的孩子
们，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

“今天你们还只能在帐篷里学习， 党
和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建设好新校舍， 你
们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总书
记充满感情的话语， 让孩子们的双眸闪烁
希望。

很快， 大巴山里工程机械昼夜轰鸣。
冰雪开始消融， 山坡上的油菜花传递

着春的消息。200多天后， 金山寺小学正式
启用。那一刻，孩子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飞向红白相间的教学楼……

3年来，四川、甘肃、陕西已经建成新学
校3839所， 数以百万计的灾区学生全部告
别了板房校舍。

有一种超越昭示未来———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恢复重建
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增强发
展后劲

发展，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
展，也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一大关键。

9米立车高高矗立，高速运转———
上世纪50年代从法国进口、70年代从

东北调入、 坐落在东汽重型一分厂的这台
立车见证了东汽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发
展历程。 然而， 汶川特大地震无情摧残了
她，残垣断壁中，她伤痕累累。东汽人不愿
意弃她而去， 硬是冒着厂房坍塌的危险把
她从废墟中抢出，赋予她新的生命。

2008年12月28日， 胡锦涛总书记走进
位于龙门山麓的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关
切地察看公司恢复生产的情况。 听说企业
在震后不久就迅速恢复生产、 已如期实现
当年100亿元的生产目标，他感慨道：“这些
成绩来之不易。 东汽广大干部职工发扬了
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 充分体现了工人
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你们是好样的！”
总书记希望干部职工们搞好当前生产，加
快重建步伐， 让新东汽真正成为国际一流
的电力设备企业。

总书记的鼓舞和激励给东汽的重生注

入强大动力。服役了50多年的“老将”———9
米立车又重新出征， 投身重大装备制造第
一线。震后3年，东汽重建、搬迁、生产三不
误，不仅产值连创新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也取得重大进展。

面对大地震造成的破坏， 胡锦涛总书

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灾区经济的恢复和产

业发展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在不同场合，通
过不同方式为经济重建排忧解难， 为灾区
发展鼓劲加油。

在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上， 胡锦涛总
书记指出， 要把灾后恢复重建与推进工业
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开
发紧密结合起来， 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和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 努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

如何加快灾后工农业生产恢复？ 如何
把恢复重建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

来？ 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建设和更高起点
的发展……中央领导同志奔赴灾区， 了解
重建实情，反复深入思考，提出指导意见。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 中央和国家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一次次深入灾区， 就灾后恢
复重建开展调研、提出对策，引导恢复重建
工作又好又快向前推进。

谋转变、促发展，上水平、上台阶。
“中央确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不仅直

接促进经济的恢复，也为结构调整、产业升
级、布局优化拓展了空间，含金量高，实际
作用大。” 四川省一位负责同志说，3年来，
仅税收减免这一项就为四川灾区减负155
亿元以上。

四川是农业大省。在灾后恢复重建中，
第一产业也必须增强发展后劲， 提升竞争
能力———

绿油油的菜田，繁茂的果树，盛开的鲜
花， 现代化的农业大棚……走进上海企业
和当地政府合力打造的都江堰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蓬勃生机扑面而来。
“以前这里是一片地震损毁的农田。

2009年5月12日， 园区建设的关键时期，总
书记曾经来过。”园区负责人说。

在园区水田边， 胡锦涛总书记同正在
操作插秧机的农民拉家常，询问秧苗培育、
水稻产量、农机具补贴等情况；在蔬菜基地
里，他察看用现代农业技术培育的种苗。离
开时， 总书记希望农业技术人员加大农技
推广力度， 带动更多农民发展特色高效农
业，既推进灾区农业生产再上新台阶，又为
灾区农民增收开辟新渠道。

重科技，上规模。这个园区如今已声名
远播，国内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前来入驻，园
区的农户收入得到显著提升。

恢复重建，不是原样恢复，而是跳起摸
高。

2009年5月12日上午，一辆面包车冲开
设在庙子坪大桥中间的彩带， 通往震中的
都映快速通道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正式通

车。
成都到汶川过去只有一条213线国道。

地震后，这条唯一的“生命通道”被破坏，原
本几十公里的距离要被迫绕行上千公里。
震后1周年， 胡锦涛总书记专程来到这里，
乘车体验这条刚刚建成的高等级交通线。

路通，人和，经济兴。
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在灾区考察的

行程中， 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反
复强调，道路等基础设施是保障民生、恢复
生产的关键。 要大力提高基础设施保障能
力，为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提供有力支持。

新修的公路纵横交错， 各种车辆川流
不息———

“按照中央的规划部署，震后灾区由原
来单一‘生命线’升格为‘交通网’，这是一
个巨大跨越。”交通运输部负责人表示。

3年经济增长 ： 15.75%； 3年财政增
速： 54.5%； 整体发展水平： 达到或超过
灾前……来自地震重灾区的最新报告， 让
人们体会脱胎换骨的涵义， 让人们感受浴
火重生的分量。

有一种关爱催人奋起———对灾

区群众心灵家园的守护激发起自强

不息的精神力量， 灾区人民走向新
生、开启未来
灿烂的笑容，朗朗的笑声！正在德阳市

残疾人康复及假肢中心进行康复检查的刘

春艳， 总会把内心迸发出来的自信与乐观
传给别人。

3年前的那场特大地震让37岁的刘春
艳失去了左腿。“当时， 我每天只能躺在床
上，一动也不能动，两眼盯着天花板，直到
眼泪模糊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刘春艳一边
走， 一边坦然回顾那一段黑暗的日子。“我
不止一次地想，不如死了算了！”

战胜困难，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走
向新生，更需要心灵家园的重建。

2009年5月11日，心中牵挂着地震伤残
人员的胡锦涛总书记专程前来残疾人康复

及假肢中心考察。“来, 我扶你走几步。”总
书记看到刘春艳在训练行走， 主动伸出手
臂，搀扶她在训练道上走了一个来回。临别
时 , 总书记握着她的手说 : “我送你 8个
字———自强不息,乐观向上。”

如今， 安上假肢和矫形器的刘春艳不
仅能够独立行走， 还在汉旺新镇开始了新
生活。“我和丈夫开办了一家窗帘店。 我还
与病友分享康复的经验和感受， 帮助他们
重树信心，重建生活……”

用坚强面对挑战， 用微笑迎接明天。3
年来， 灾区人民的心灵家园同样经历了一
场浴火重生的锤炼。

这是一次次饱含关爱、 细致入微的安
排———

“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为更多
受灾群众做好心理抚慰”、“帮助大家增强
信心、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党中央非
常重视灾区心理重建， 以各种方式激励灾
区群众自强不息，重建家园。

这是一组组使人坚强、 催人奋起的画
面———

“要从小学会坚强，不向困难低头，将
来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在四川的受灾群
众安置点， 总书记搂着在地震中失去亲人
的孩子，一边安慰一边激励；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在陕南的简易防震棚教室里，总书
记把16个大字奋力书写在小黑板上， 也深
深铭刻在孩子们的心田里；

……
这是一段中央领导与灾区孩子间感人

的书信情缘———
桂溪初级中学， 北川群山之中一所普

通农村中学。2008年12月27日下午4时许，
正在板房里上课的1200多名学生得知胡锦
涛总书记的到来，兴奋不已。初一（8）班同
学决定由作文写得最好的王力敏代表全班

给胡爷爷写一封信， 表达大家的感恩与进
取之心：

“地震，让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学
校， 但是在党和政府的关爱帮助下……我
们看到了我们的希望， 也看到了我们的未
来……”

当晚， 百忙之中的总书记认真阅读了
孩子们的震后心路， 当即提笔给孩子们回
信———

“……希望你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爱
变成激励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 用知识
成就理想 ， 用美德塑造人生 ， 长大以后
更好地建设家乡、 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
衷心祝愿你们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茁壮

成长。”
汶川特大地震3周年前夕，学校师生再

次拿出他们珍藏的这封回信， 倾诉自己的
心声：“我一定会保持坚强自信、 好好学习
本领”、“长大后我要为建设更新更美的家
乡奉献力量……”

在灾难中挺立。
灾区群众走出伤痛，下地耕耘，进厂做

工，用双手重建家园，昔日的废墟真正走向
新生。

在希望中奋进。
灾区人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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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平艰辛成大道，风雨高歌勇向前。
我们坚信，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必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惧任何
艰险、不畏任何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行， 开创祖国和民族更
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在洒满阳光和爱的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