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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记录伟大精神

激发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王明峰

弘扬抗震救灾精神 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张 音 宋静思 王明峰

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
地震遗址的教学楼废墟前，巨大的汶
川特大地震纪念表盘，清晰地定格着
地震发生的时间——2008年5月12日
下午2点28分。

2008年6月30日，汶川特大地震49
天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抗震救
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
表座谈会指出，“在同特大地震灾害的
艰苦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
了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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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做
好芦山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要坚持抗震救灾工作和经济
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大力弘扬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大力发挥各级党
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广大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灾区群众广
泛开展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活动，在
中央和四川省大力支持下，积极发展
生产、建设家园，用自己的双手创造
幸福美好的生活。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作为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时代
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发进取、开拓创
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不懈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
个普通人挺身而出、慷慨前行

那一刻，天摇地动，山崩地裂。汶
川、北川、茂县、理县……一栋栋房屋倒
下，一座座桥梁坍塌，一个个生命逝去。

那一刻，千百万不屈的脊梁在废
墟上挺起，亿万普通人伸出温暖的援
手，让灾区群众在绝境中逢生、在感
动中前行。

四川江油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蒋
晓娟，当时还是巡警大队一名普通民
警。地震发生后，不少尚在襁褓中的
婴儿因父母伤亡而嗷嗷待哺，在安置
灾民点协助工作的蒋晓娟顾不上哺育
家里刚满半岁的孩子，主动提出为婴
儿哺乳。

每天为10多个婴儿哺乳，成了这位
美丽警花的一份“特殊工作”。10多年
过去，蒋晓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依然经常想念并关心着那些孩子。

“地震过去 10 多年，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的团结力量永远铭刻在我心
里。”蒋晓娟表示，作为一名人民警察，
这些年来，她一直用伟大抗震救灾精
神鼓舞自己，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灾难降
临的时刻，爱的力量，在华夏儿女之
间不断传递、凝聚。

汶川突遭劫难，远在千里之外的
河北唐山市玉田县农民宋志永心急如
焚。当晚他独自向灾区进发，临行时
给每位农民兄弟发了短信：“我先走
了，你们随后跟上！”

剩下的12位农民兄弟如约赶到绵
阳，立下“伤亡一律自负，保证帮忙不添
乱”的军令状，直奔北川与宋志永会合。
他们和救援部队一起，在瓦砾中搜寻幸
存者，救出25人，清理出60多具遇难者
遗体。随后，13位农民兄弟又赶到安县
晓坝镇，十几天里，他们帮助搭建起300
多顶帐篷，装卸救灾物资上百吨。一时
间，“唐山十三义士”的事迹传为佳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
能够经历无数灾厄仍不断发展壮大，
从来都不是因为有救世主，而是因为
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挺
身而出、慷慨前行！”

在特大灾难面前，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上下
患难与共，前方后方同心协力，海内海
外和衷共济，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以灾
情为最高命令、以救灾为神圣使命，紧
急行动，守望相助，倾力支持，无私奉
献，凝聚起抗震救灾的强大合力，显示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
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
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兵表示。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
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

8.0级特大地震，让灾区山河移位，
巴蜀之地满目疮痍。接连不断的余
震、山间随时滑落的石块、随处可见的
塌方……在地震灾区，危险无处不在。

龙门山镇与震中汶川仅一山之
隔。地震发生后，龙门山镇银厂沟景
区两面山峰崩塌，通往银厂沟最深处
小龙潭的唯一道路被崩塌山体填平，
游客被困，情况危急。西部战区空军
少将、时任成都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
长蔡伟素主动请缨，带领由30名官兵
组成的救援突击队向“孤岛”小龙潭
突击。他们绕过五六处还滚着石头的
塌方区，10余次跨过河流，在水深湍
急处，临时砍树木搭了两座简易桥。
短短几公里路，足足用了 4 个多小
时。突进小龙潭后，官兵们几十个小
时不吃饭、不睡觉，争分夺秒救人。

“抗震救灾途中，几乎随时都有巨
石滚落，但我们一路高喊着往震中
去。面对数不清的余震，没有人害怕、
没有人退缩。”蔡伟素对救援场景记忆
犹新。

“山可塌，路可断，油品供应不
能断！”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兰成
渝管道仅停输 22 小时就全线恢复供
油，全体干部员工冒着几百次余震威
胁，顽强坚守在1250公里的管道沿线
长达两个多月。这条抗震救灾能源供
应通道，被誉为“摧不垮的生命线”。

从汶川到玉树到芦山，再到每一次
灾难降临，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民子弟兵
上演“生死突击”、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
家、白衣战士日以继夜救死扶伤、灾区
群众强忍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悲痛奋力
抢险……一个个英雄壮举、一幕幕感人
场景，他们用血肉之躯不断诠释着不畏
艰险、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之
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
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
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

廖智，原本是德阳绵竹汉旺镇的
一名舞蹈老师，在汶川特大地震中，
她不仅失去了10个月大的女儿，更永
远地失去了双腿。

对于重获新生，廖智充满感激，
“救援过程困难重重，但士兵们尝试了
各种救援办法，没有一个人放弃。当
我被救出来时，他们却不停地流泪。”

顽强的廖智没有放弃梦想。她创
作了舞蹈 《鼓舞》，并戴着假肢多次
演出，一次次震撼着观众的心灵。
2013年 4月，芦山地震后，戴着假肢
的廖智还赶赴灾区担任志愿者。

这些年来，廖智投身于公益事业，
拿出积蓄成立残疾人艺术团、成立“晨
星之家”截肢者康复工作室……她努
力用自身的专业和特殊的经历鼓励关
爱其他因震致残的人士。“我们中国人
就应该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
概。”廖智说。

以人为本、尊重科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灾抗
灾救灾相结合

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执政理
念的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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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务是
救人，要抓住黄金救援期，一刻不能
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是当前抗震救
灾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人为本的
理念在一次次抗震救灾中转化为实际
行动。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时任急诊
科副主任的李银先，带领绵阳市第三
人民医院医疗急救队，带上急诊科所
有备用的急救箱、药品、器械，不惧
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和次生灾害，当
天便赶赴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城。

救援队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的情
况下，争分夺秒救人。李银先10余次
钻入废墟搜救伤员，及时对伤者进行
清创、缝合、分诊，在北川一待就是
五天五夜。李银先表示：“当时，脑
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哪怕只
有一丝希望，也决不放弃抢救任何一
个生命。”

如今，李银先已经转行从事司法
鉴定工作。他表示：“伟大抗震救灾
精神始终鼓舞着我，司法鉴定面对的
不是冷冰冰的案例，而是充满温度的
生命，我必须严谨认真对待。”

关爱生命、抢救生命、为了生命，
一线希望、百倍努力、决不放弃……所
有这一切，成为以人为本理念的生动
诠释和具体体现。

汶川特大地震，让人感受了自然
的威力，也看到了科技的发展、文明
的进步。当通信中断，“风云”“资
源”“北斗”“遥感”等15颗卫星，成
了抗震救灾的“千里眼”；当道路阻
隔，中国自行研制的运输机、直升
机、通用飞机等，成了抗震救灾的

“千里马”……
习近平主席向汶川地震十周年国

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
会致信强调，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灾抗灾
救灾相结合，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
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经过多年努力，全国防震减
灾、抗震救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中
国特色大国应急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形
成。”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同志介
绍，近年来，国家新组建地震灾害救
援队 461支，建设了“10+2”森林消
防综合应急救援拳头力量；建成“国
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应急指
挥一张图”等一批信息化系统；推动
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实现
应急物资全程监管、溯源和一物一码
精细化管理……我国的应急救援能力
明显增强。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丰富和升华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坚
定了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心和决心。”冯兵表示，新时代，我
们应该进一步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
神，向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
精神、英雄气概和民族品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伟
大抗震救灾精神，必将历久弥新、熠
熠生辉，激励着从5000多年文明发展
的苦难辉煌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一路向
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新征程上一往无前！

要坚持抗震救灾工作和经济社会

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大力弘扬伟大

抗震救灾精神，大力发挥各级党组织

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引导灾区群众广泛开

展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活动，在中央

和四川省大力支持下，积极发展生

产、建设家园，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

福美好的生活。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就芦山地

震抗震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大爱托起新映秀
本报记者 王明峰

大爱托起新映秀
本报记者 王明峰

图①：观众参观 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
念馆。

图②：“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部
队官兵把自己的饮水和干粮送给灾区群众。

图③：航拍北川羌族自治县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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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绵阳市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
旁，有一座特别的建筑，从空中俯瞰，像
是大地被地震无情地撕裂后留下的巨大伤
口。这座建筑名为“裂缝”，寓意为“将灾难
闪电般定格在大地之间，留给后人永恒的记
忆”。这就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序厅正中石柱镌刻着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15
个大字。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纪念馆
党委书记冯正碧介绍，基本陈展 《山川永
纪》分为6部分，真实记录汶川特大地震造
成的严重破坏、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以及
党的十八大以来灾区发展振兴取得的伟大
成就。

震后第一时间从汶川报告灾情的海事
卫星电话、打通“都汶”水上生命通道的冲锋
舟、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直升机吊绳……纪念
馆 已 征 集 地 震 文 献 实 物 资 料 共 74 万 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63件 （套）。截至今年
7 月底，纪念馆共计接待社会公众 2085 万
人次。开展抗震救灾精神宣讲“进学校、
进机关、进社区、进军队、进企业”活动
192 场次，通过线上线下举办专题讲座 436
场次，利用节假日、纪念日举办主题活动
131场次，开展防震减灾教育和实训活动上
千场次。

“地震纪念馆已经成为对外展示中国发
展道路、发展模式、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
窗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载体，开展地震科普研究和防灾减灾
教育的重要基地。”冯正碧说。

漫步在富有浓郁羌藏风情的映秀小镇
上，别致的三层小楼整齐划一，餐馆、旅
店一家挨着一家，街头巷尾红旗摇曳招
展，家家户户门前大红灯笼喜气洋洋，人
们忙进忙出，游客高声谈笑，一派祥和景
象，曾经满目疮痍的映秀镇已焕然一新。

“现在的映秀镇，全是震后规划重建
的。”站在自家三层小楼前，50岁的居民刘
安芳表示，自己家有 6 口人，分到了两套
房，一套用于自住，一套改建成旅店。“每
年 5 月至 10 月是旺季，来映秀游玩避暑培
训的人很多。家家旅店都有客人。”刘安芳
说，震前在山上靠种地为生，震后土地没
法耕种，搬到镇上当起了老板，收入也是
以前的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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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映秀镇博爱新村饭店中一遍
一遍地回响。走进饭店，经营者杨云刚夫
妇正在忙着招呼顾客，夫妻俩抬着一箩筐
酥肉摆上案头，顾客点菜品尝，纷纷称赞
叫绝。“幸福酥肉”“带劲豆花”成为小店
的招牌菜。

“感恩共产党，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如
今的美好生活。”杨云刚表示要把生意做得
更红火。

随着映秀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
设，来自全国各地的培训学员会聚映秀，
用映秀老百姓的话讲：“以前的房子10万元
都没人想买，现在五六十万元没人愿意
卖。”涅槃重生的震中映秀，就是“5·12”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的样板。2017 年 11
月，映秀镇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