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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9 日 14 时 28 分，在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四川省

北川羌族自治县，参加救援的武警 8690 部队指战员与全国人民

一道，向遇难者表达无尽的哀思。 贺延光/摄

让文物记录抗震救灾和
灾后重建

尽管 13 年过去了，透过珍藏在 5 · 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邱光华机组飞机残

骸和建川博物馆的 《飞行日记》，英雄机

组邱光华机组参加汶川特大地震救援时的

情景，如今依然清晰可见。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从 《飞行

日记》 中，可以看到邱光华今天飞北川、

明天飞青川的繁重的救灾任务，这本 《飞

行日记》“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位是救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党中央第一时间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启动

国家一级应急预案；第一时间从各大军区

调集部队，协调全国各种资源驰援灾区。

地震后，道路不通、通信中断，空中

航线成为灾区人民唯一的希望。原成都军

区陆航某团特级飞行员邱光华主动承担了

地形条件最复杂、气候变化最多、执行任

务风险最大的汶川、理县、茂县方向的抗

震救灾飞行任务，挑战直升机飞行极限。

他所在的陆航团创造了抗震救灾 5 项

第一：第一个从空中抵达汶川、茂县、北

川等重灾区，第一个将食品、药品等救灾

物资送到灾区群众手中，第一个从灾区运

回 伤 员 ， 第 一 个 搭 载 通 信 小 分 队 飞 抵 汶

川，第一个将通信设备运抵灾区。

5 月 31 日，当邱光华机组从理县返航

时，突遭极端天气，5 名机组成员和 13 名

群众不幸遇难。

工作人 员 在 飞 机 失 事 区 域 的 山 地 里

找到了飞机残骸和这本 《飞行日记》，并

带 回 馆 内 珍 藏 。 樊 建 川 回 忆 说 ， 当 时 飞

行 日 记 被 泥 巴 埋 住 了 ， 如 果 我 们 再 晚 去

十 几 天 ， 日 记 在 野 地 里 风吹雨打，很快

就会碎掉。

这本 《飞行日记》 被鉴定为国家一级

文物，如今静静地躺在建川博物馆中，向

参 观 者 “ 讲 述 ” 邱 光 华 机 组 从 “ 死 亡 航

线”一次次挺进震中的英雄故事。

“一个国家的记忆，一个民族的记忆

就是博物馆，而这种记忆又使国家和民族

往前走时避开灾难。”樊建川说。

“我们不说话，要让文物说话。”汶川

地震后，樊建川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收集文

物。震后仅一个月，国内首个以地震为主

题的民间博物馆正式开放，其中的展品绝

大多数来源于地震中的遇难者和幸存者。

建川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汶川

大地震中，灾区人民艰苦卓绝的抗震救灾

和重建家园的精神、人民子弟兵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特殊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社会各

界在这场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无私大爱精

神等都需要文物来展现、弘扬。

让参观者实实在在体会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地震文物所承载的有关汶川特大地震

抗震救灾的记忆，在地震灾区的很多地方

都可见到。坍塌的房屋、扭曲的道路、窗

口的逃生绳⋯⋯地震发生瞬间的场景在很

多地方凝固了下来。

2018 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到 四 川 汶 川

映 秀 镇 考 察 时 叮 嘱 ， 一 定 要 把 地 震 遗 址

保 护 好 ， 使 其 成 为 重 要 的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地。

如今，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是全世界

唯一整体原址原貌保护的规模最大、破坏

类型最全面、次生灾害最典型的地震灾难

遗址。

5 · 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工作人员

陈 云 波 介 绍 ， 纪 念 馆 包 括 “ 三 遗 址 · 两

馆· 两 中 心 ”， 即 北 川 老 县 城 地 震 遗 址、

沙坝地震断层遗址、唐家山堰塞湖地震遗

迹、主馆、副馆和地震纪念馆服务中心、

防 灾 减 灾 宣 传 教 育 中 心 。 主 馆 主 要 再 现

5 · 12 汶川特大地震灾难、抗震救灾和灾

后重建历程。

陈 云 波 是 一 名 退 役 军 人 。 他 回 忆 ，

汶 川 地 震 发 生 时 ， 自 己 第 一 时 间 跟 随 救

援 队 伍 前 往 北 川 永 城 村 转 移 受 灾 群 众 。

“当时还不知道这场地震的严重情况，只

想 着 赶 紧 去 转 移 群 众 ， 没 准 备 任 何 防 护

措施就上了救援队的卡车。”沿途，山上

滚 落 的 飞 石 砸 到 陈 云 波 脸 上 ， 留 下 一 道

永久的疤痕。

除了自然的力量，人们也尝试通过自

己的方式留下大地震的痕迹。

在 5 · 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里，参

观者常在一组名为 《山川永纪》 的青铜浮

雕墙前驻足。“敬礼娃娃”郎铮、“最牛校

长”叶志平、“抗震救灾英雄战士”武文

斌⋯⋯这幅雕塑作品记录了抗震救灾和灾

后重建中涌现的各类人物。其中，就有山

东援建干部崔学选。

指 针 拨 回 到 2008 年 。 震 后 第 24 天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

究部署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

作；震后第 37 天，国务院制定 《汶川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确定了

“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全国 19 个省

市 对 口 支 援 四 川 的 18 个 县（市）和 甘 肃、

陕西的受灾严重地区。

山 东 与 北 川 ， 从 相 隔 千 里 ， 到 密 不

可分。

陈云波介绍，崔学选是山东潍坊市原

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也是北川新县城

建设组第一任组长。冒着余震、滑坡和飞

石的危险，他带领援建人员踏遍了北川县

桂溪乡的土地。因连续超负荷工作，崔学

选 病 倒 在 援 建 岗 位 上 。 2009 年 7 月 13
日，他因病去世。

如今，崔学选用过的工作笔记本、安

全帽、获得的勋章都在地震纪念馆里陈列

着。

打通都汶水上生命通道的冲锋舟、来

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捐款箱、地震灾区

悬挂的条幅标语⋯⋯在 5 · 12 汶川特大地

震纪念馆里，这些珍贵的文物，都让“万

众 一 心 、 众 志 成 城 ， 不 畏 艰 险 、 百 折 不

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

灾精神有了依托，让参观者实实在在地体

会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在四川省什邡市蓥华镇废墟上，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胡锦涛面对所有救援大军高喊：“任何

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这台扩

音器后来被收藏进了 5 · 12 汶川特大地震

纪念馆，成为纪念馆讲解员常常向参观者

提及的馆藏文物。

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
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

回家乡工作原本并不在羌族女孩高粒

原的规划中。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成都参

加大学毕业前的专业实习。

“地震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北川，我站

在‘三道拐’（北川老县城地名，在这里

可以俯瞰整个县城） 时就开始哭。难以接

受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乡变得面目全非、

满目疮痍。”高粒原说。

北川是汶川地震中唯一异地重建的县

城 。 震 后 ， 随 着 党 中 央 “ 再 造 一 个 新 北

川 ” 的 号 召 ， 5 万 余 名 建 设 人 员 涌 入 北

川，参与到建设中。尊重科学、尊重自然

是中国人民为破解巨灾后重建这一世界性

难题交上的答卷。

北川新县城的“新”不只是一座拔地

而起的新城，还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的核心区域和抗震精神的标志。

2011 年 春 节 前 夕 ， 高 粒 原 一 家 搬 进

了距离北川老县城 35 公里外的新家。从

住帐篷，到住板房，再到搬进新家，不到

三年时间，她见证了新北川从无到有。

回 到 家 乡 ， 高 粒 原 成 为 地 震 纪 念 馆

的 一 名 讲 解 员 ， 在 老 县 城 工 作 ， 在 新 县

城 生 活 ， 她 想 把北川的变化讲述给每一

位来访者。

陈云波说，我国开展抗震救灾和灾后

重建时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常常令许多

前来取经的外国友人赞叹不已。“众多外

国游客在参观后说，中国在抗震救灾中取

得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有三个历史之最：

中 国 历 史 上 救 援 速 度 最 快 、 动 员 范 围 最

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

限度地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

除了留住地震记忆，弘扬抗震救灾精

神，5 · 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另一个

重要作用，是开展地震科普研究和防灾减

灾教育。

5 · 12 汶川特大地震成为中国防灾减

灾史上的“里程碑”，经国务院批准，自

2009 年 起 ， 每 年 5 月 12 日 为 全 国 “ 防 灾

减灾日”。

“我们不仅在纪念馆内设置防灾减灾

展览，还经常开展进学校、进机关、进社

区、进部队、进企业‘五进活动’，让更

多人受益。”陈云波说，灾难发生时，第

一时间参与救援的最大力量是人民群众，

只有让更多人学会逃生技巧和救援知识，

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灾后自救互救，最大

程度挽救生命。

“ 人 类 对 自 然 规 律 的 认 知 没 有 止 境 ，

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

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灾减灾

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

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

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

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学者评价：在特大地震灾害的巨大

破 坏 力 面 前 ， 中 国 执 政 党 体 现 了 卓 越 的

“领导力”，中国政府体现了一流的“组织

力”，中国军队体现了顽强的“战斗力”，

中国人民体现了高尚的“互助力”，举国

上下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

高粒原说，见证家乡在震后的巨变，

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拥有一个强大的祖

国做后盾，也更有信心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让参观者了解汶川地

震始末，更是希望让来访者在这里感受到

大灾面前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凝聚力。”

□ 陈建波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断战
胜各种自然灾害，历经风雨，生生不
息，锤炼了勤劳勇敢、刚强坚毅的精神
品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过多次大地
震，1966 年 3 月河北邢台半月内相继发
生里氏 6.8 级和 7.2 级大地震，1976 年 7
月河北唐 山 发 生 里 氏 7.8 级 大 地 震 ，
2008 年 5 月四川汶川发生里氏 8.0 级大
地震，2010 年 4 月青海玉树藏族自治
州发生里氏 7.1 级大地震，2013 年 4 月
四川雅安芦山发生里氏 7.0 级大地震，
2017 年 8 月四川九寨沟发生里氏 7.0 级
大地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与地震灾难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
历 史 进 程 中 ， 抗 震 救 灾 精 神 逐 渐 形
成。2008 年 6 月 30 日，党中央召开抗
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
员代表座谈会，提出伟大的抗震救灾
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以人
为本、尊重科学，不畏艰险、百折不
挠。这 一 精 神 ，是我们党的光荣传
统、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和重要发展，
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重要
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
事优势的有力彰显。

抗震救灾精神蕴含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的强大力量。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
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
作，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气壮山河的抗
震救灾斗争。在这场特大地震灾难面
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海内海外和衷共
济，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无私奉献。
各级党组织切实承担起领导核心和战斗
堡垒职能，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灾区人民不屈不挠、奋起
自救⋯⋯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汶川
地震灾区募集款物 762.14 亿元。全国
4550 多 万 名 党 员 自 愿 交 纳 抗 震 救 灾

“特殊党费”97.3 亿元。在党的领导和
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当地受灾群
众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灾后重建的
伟大奇迹。2018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到四川考察调研时，专程到汶
川特大地震震中地汶川县映秀镇，看
望 慰 问 当 地 群 众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灾后恢复重建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
在推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继续

发力，把人民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抗震救灾精神凸显不畏艰险、百折不

挠的英勇气概。人类的生存发展史，是一
部不断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在
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党领导广大军
民迅速行动起来，奋不顾身、舍生忘死开
展救援，体现出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
大无畏精神。汶川地震发生十几分钟后，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启动了应急机制。地
震发生两小时，驻灾区的 9100 名官兵紧
急出征，开赴救灾一线。地震不到 10 小
时，解放军和武警 1.2 万名官兵就进入了
灾区。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几分钟后，当地
军分区第一个搜救小组就出现在受灾群众
面前。2017年8月九寨沟地震发生后，习
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紧
了解核实地震灾情，迅速组织力量救灾，
全力以赴抢救伤员，疏散安置好游客和受
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中央各
有关单位紧急行动起来，争分夺秒地投入
各项抗震救灾工作。西部战区联指连夜派
遣多军兵种展开救援。面对重大地震灾
害，我们用血肉之躯构筑起战胜灾难的钢
铁长城，创造了一次又一次人间奇迹。

抗震救灾精神展现以人为本、尊重科
学的精神风貌。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
党始终坚持把抢救人的生命摆在第一位，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去拯救群
众。无论是进行及时救援还是开展灾后重
建，都坚持依靠科学、运用科学，高度重
视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在汶川地震救援
中，从废墟里抢救群众到及时救治伤病
员，航空侦测、遥感卫星、电子生命探测
仪等高科技派上用场。2013年4月四川雅
安芦山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抓紧了解灾情，把抢救
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救援受灾群
众，科学施救，最大限度减少伤亡。震后
1 分钟，中国地震局发布地震速报信息；
震后几小时内，多部门救灾机制全部启动
运行；遥感信息、自动搜救设备、旋翼无
人机等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科学化水
平，保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2018 年 4
月我国成立应急管理部，2019 年已初步
建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应急管理组织体
系，2020 年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质
灾害防灾减灾体系模式。以人为本、尊重
科学，是我们党领导取得抗震救灾和灾后
重建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新时代，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弘扬抗震救灾精
神，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201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之际，人们在纪念碑前祭奠遇难同胞。

汪龙华/摄

2008 年 6 月 1 日，四川什邡市洛水镇洛城村的儿童在帐篷前

高呼，中国加油！四川加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摄

珍贵文物和遗址不仅凝固地震灾区历史，更见证巨变——

汶川：从悲壮走向豪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实习生 马晓晴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位于四
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 5·12 汶
川特大地震纪念馆迎来 18 位“小小讲
解员”。随着小朋友们讲述的一个个地
震故事，游客们循着展览，回望汶川地
震灾区从悲壮走向豪迈的蜕变。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
汶川发生 8.0 级强震，造成 69227 人遇
难 、17923 人 失 踪 ，受 灾 总 人 口 达
4625.6 万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
害损失最重、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
震。

在艰苦卓绝的抗震救灾中所凝聚
的抗震救灾精神，成为这场灾难留给
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2016 年 7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唐山考
察时的讲话。

抗震救灾精神
具有永恒价值

201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之际，钟楼的时针定格在 14 时 2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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