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震后重建加强城镇避灾广场建设。这是汶川县体育馆旁边一个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的避

灾广场（5月5日摄）。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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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都江堰市虹口

乡， 一座与映秀仅一山之隔

的小镇。

两年前的5月12日，轰鸣

阵阵，巨石直落。虹口乡瞬间

沦为“孤岛”。为了传出灾情，

四名勇士曾经翻越深山重走

尘封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小道。

如今， 虹口乡通往都江

堰、彭州、蒲阳、龙池的四条

大道让人很难想象当初的窘

迫。 当记者沿着平整的柏油

路进入虹口乡，汽车如一叶轻

舟穿行在青山绿水之间，路旁

的残垣断壁已化作一座座雅

致的农家院落。

在汶川特大地震刚刚袭

来时，有些人断言，灾区至少

需要30年才能恢复到地震之

前的水平， 但两年的努力打

破了这种断言。 “我们至少比

以前进步了20年。”望着如花园

般的村落， 青川县黄坪乡枣树

村村民石光武如是说。

700多个日夜过去了， 科学

重建让这里的一切已经发生了

巨变。700多个日夜，让人们有理

由相信， 千里之外的青海玉树，

会有着同样灿烂的明天———“新

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

牢 记 这 段 历

史， 不是为了记住

伤痛， 而是为了记

住那些伤痛中迸发

的坚强和伟大———

从汶川到玉树， 我们相

距1000公里。

场景如此相似： 大地撕

裂、残垣断壁、泪水不止；情境

却又是如此熟悉： 抗震救灾、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13亿同

胞内心深处又增添了新的“共

同经历”和“集体记忆”。

从汶川到玉树， 地震相隔

702天。

因为见证了汶川的昨日

和今天， 我们对玉树的明天

更多了一份自信和沉着。

第730天，汶川新生

科学重建让这里发生巨变，村民感叹“我们至少比以前进步了20年”

点亮生活明灯

摇曳的火花在香案上跳动， 酥油

的香气弥漫整座帐篷。 索南才措静静

地坐在床边，搂着熟睡的女儿，不时用

勺子往灯碗里添油。

吃饭的锅碗是新的， 取暖的火炉

是新的，御寒的被褥是新的，女儿身上

的花衣裳是新的。是的，对一个刚从生

离死别的阴影中走出的中年女人来

说，一切都是新的！

6年前，为了医治妻子索南才措满

身的病痛，仁郎带着妻子女儿到玉树。

挖虫草，打短工，贩蔬菜，朴实的仁郎

背负起养家的重任。在索南才措眼里，

年纪小她一轮的丈夫是顶梁柱。

然而，地震过后，索南才措的天塌

了。她的顶梁柱，她的仁郎，还有她的

儿子再也没有醒来。

这个倔强的女子当年为了寻找真

爱，拒绝了家人为她安排的婚姻，而选

择远离家乡外出谋生。在拉萨，她遇到

了憨厚的同乡人仁郎。

被救出第3天，这位瘦弱的女性吃

了一口部队官兵送来的热饭。

被救出第4天，在部队帮助搭建的

帐篷里，她烧了热水，把自己和女儿洗

得干干净净， 并给女儿穿上部队送来

的漂亮花裙子，还煮了一锅热粥；借来

扫帚，打来净水，把满是尘土的地面打

扫得整洁清新。

女人红着眼说，仁郎生前爱干净，

每天都把我们母子收拾得利利索索，

我不能忘了他的好……

按照当地风俗， 生者对于逝者的

祭奠要持续49天。

索南才措找来了22盏油灯， 她要

让它们彻夜长明。 她要让她的丈夫和

儿子在另一个世界感觉到温暖。

索南才措说， 她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把女儿送到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读

书， 把她培养成才。“她是我全部的寄

托了。”

这是一个爱美的女人。 她从废墟

上捡回来摔成半截的盆花， 放在帐篷

的一角认真培养。她说，天气暖和起来

了，过不了多久，这盆花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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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

增添科学内涵

“这简直是个奇迹！”玉树震

后第5天，一声啼哭打破了宁静。

经历了玉树大地震，还险

遭两次生命危险的小生命顺

利降生成都。爸爸嘎登给她取

名戎珍，与蓉城谐音，也寓意

着感恩解放军。

在玉树，在汶川，是什么力

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

迹？

是不抛弃不放弃的以人

为本的理念，是“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制度优势！有了这

些， 才有了玉树大救援中的

“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和一

个个生命奇迹。

回首两年前，一幕幕竟是

如此相似。玉树地震，让我们

再一次检验了汶川地震之后

700多个日夜的收获， 制度上

不断完善和进步的背后，许多

闪光之处将在时间的沉淀中

显示出越来越珍贵的价值。

11岁的藏族女孩格桑曲

珍静静地躺在四川省人民医

院骨科病房里， 摆弄着铅笔

和橡皮。

“这些文具是汶川地震

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送给我

的。 一位都江堰的小哥哥还

给我看新学校的照片， 鼓励

我要坚强。”格桑曲珍说。

格桑曲珍是来自青海省

玉树地震灾区的伤员。 像她

一样在四川接受治疗的玉树

伤员一共有300多人。

像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

一样， 为避免救治伤员时血

液告急， 成都市民在献血车

前排起了几十米的长队。

同时， 四川省卫生厅共

派出500多名卫生救援人员

赴玉树， 在前方共救治伤员

8000多人。

两年前， 当四川发生汶

川大地震时， 青海省像其他省

份一样，紧急支援四川。今年，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 四川灾

区也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

回望两年前感人的一幕

幕， 再想想刚刚过去的20多个

不眠之夜，从汶川到玉树，人们

深切地感受到———

汶川地震的灾难也是一种财

富，它让人性的光辉永存，民族

的精神永在，社会的进步永续。

“我们至少比以前进步了20年”

“汶川精神”经洗礼不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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