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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 年

“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去已经十年
了，为充分展现十年来绵阳的巨变，本报
推出《感恩奋进·十年巨变——“5·12”汶
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特别报道》，开展“我
这十年”主题征文活动，诚邀社会各界人
士 通 过 讲 述 身 边 故 事 ，见 证 十 年 巨
变 。（篇幅 1500——1800 字，投稿邮箱：
myrbywb@163.com）。

“5·12”地震时，我正在雎水镇附近一
矿场打工。当时，被埋在矿洞里，我的求生
意志特别强。我想方设法坚持了 176 个小
时，最后被解放军救出。

当时，我被送到了上海长征医院搭建
在安州区的帐篷医院，每天，护士医生都对
我精心照顾，是他们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
的。大家都喊我“最牛矿工”，说我是“传奇”，
啥子传奇哦，也就是命大而已。既然活了下
来，那就是上天对我的厚待，我就要好好过
下去，才对得起曾经对我不离不弃的家人，
和历尽千辛万苦把我救出的解放军战士。

修房子的钱都还没还完，房子就塌了。
结束治疗后，我就一直住在安置的板房内。
好在一家人都还在，让一家人住进坚固温暖
的新家，就是我当时的奋斗目标。为了新家，
我每天大早出门，凭着泥瓦匠的手艺，在附
近的灾后重建工地上打工，存了一些钱。加

上政府的帮扶，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向
银行贷了一些款，东拼西凑的凑够了 10 多
万元，修了新房子我们全家住进了新家。

因为这场灾难，我的幸福观也有了改
变。地震前，我修过青藏铁路，最远甚至到
过广西做建筑工，天南海北跑，最后才回到
老家矿山做矿工。地震后，我觉得只要家人
平安健康，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所以，搬进新家后，我没有再跑出去打工，
选择了就待在村里挣钱。怎么挣？农忙时我
就在庄稼地里忙活、在家照看林木。农闲就
骑着三轮车给别人送货，或者是利用自己
的泥瓦匠手艺，在周边打些小工。我还在山
上承包了三四十亩林地种柳杉，再过三四
年，大批的树木就可以成材。当然，有时我
也给自己放松一下，去钓钓鱼。

接着，通过打零工，我又陆续为家里添
置了空调、洗衣机、电视等家电，90 余平方
米的房子越来越充实温馨。我主外，爱人就
主内，我们利用家住一楼的优势，将一楼一
间卧室改造成了一个小卖部，现在我爱人
就在家经营着这个小店，每个月也是一笔
收入。如今，我们小区各种设施齐备，环境

优美，离场镇也很近，交通方便，就连城里
人也羡慕我们。

虽然日子一般，远谈不上富裕，但是，
我心中的那份感恩之情永不忘。黄海、杨亚
娟、王进华、尹小林、周燕燕……这一连串
名字，都是当年救我命的恩人。我也一直有
个心愿，亲自去上海和云南，当面感谢这些
救我的医生和解放军战士，今年是“5·12”
十周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我托亲戚在
茂县找老乡买了一些蜂蜜，特意去镇上定
做了一面锦旗。爱人这些年在打理小卖部
的同时，也抽空绣了一百多双鞋垫，不是什
么贵重礼物，但一针一线都表达了我们的
感恩之心、感谢之意 ，这也是我们对地震
最好的纪念。

一切准备就绪，买了机票，上个月9号，
我到了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当年
救治过我的主治医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医
院还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过抗震救灾的
医生、护士都在。我也圆了梦，再次见到了
救命恩人，大家都没怎么变化，我们就像很
多年没有见面的亲人一样谈心聊天。走之
前，我还加了大家的微信，准备日后发点老

家的照片给他们。
十年了，通过靠双手打拼，我们小家庭

的日子，可以说是比地震前过得还要好。现
在，我的大儿子在成都找了份工作，小女儿
在念初中。日子虽然平凡，但是却让我感觉
每天都很充实、有干劲。在人生最艰难的时
候，我都咬牙挺过来了，还有什么更可怕的
呢，只有人还在，就有希望。我有信心，努力
让我们一家人生活越来越好。

奋力打拼，日子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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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东华

草木繁盛，花儿娇艳。一栋栋漂亮的川
北民居小楼错落有致，村容村貌整洁，生态
环境优美，每家房屋的外墙上还绘制着以

“和”字为主题的标语及壁画，老人们在院
子里欢歌笑语，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5月2
日，记者走进大康镇官渡村，不禁为眼前的
景象赞叹不已：这些“农家别墅”比城市里
的建筑还要气派、舒适。

官渡村傍依百年好合爱情谷景区，时
不时看见三五成群的游客，正在观赏农家
外墙上壁画，还拿出手机拍下了优美的画

面，分享到了微信朋友圈。采访中，村民告
诉记者，2013 年前，村里的经济、农业生产
基本上还是传统农业为主，玉米、水稻、油
菜、小麦等，村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又不高。
2014 年以来，村里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乡村
旅游发展，采取“政府补助+官渡村”共同投
资的方式，对旅游景区沿线的183户农家进
行家庭院落风貌改造，成功打造了景区的

“爱情农家”，发展乡村旅游，既改善了环
境，又增加了村民收入。

中午时分，杨家的门打开着，门前挂有
“家训”“大康镇好习惯”“十星户”等，老人
正准备给老伴做午饭，右手一拧就用上了
自来水。“以前我们这里都用井水，现在更
方便了，用上了自来水。”杨阿姨说，如今家
家户户通上了天然气，就不再用柴火做饭
了，既环保又干净卫生。过去，房屋四处的
树木都是用于柴火，就连草都会当柴火。

村民李波刚从外面回来，当得知记者

的来意时，连忙停下了脚步。两年前，李波
还在省外打工，看到家乡发展并不比外面
差，就没有出去打工了，在景区当电工。

“2008年特大地震发生后，村里的房屋都受
损严重，都推倒重建。”李波边擦汗水边说，
重建家园后他们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建
成了美丽新村，实现了新村内道路家家通，
污水进管网，庭院家家美。

记者随后在村里走了一圈，发现一幅“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美丽画卷，新农村建设
与精神文明建设完美融合。在五和广场，两位
老人带着孩子，边享受独特的田园风光，边走
边聊天，有说有笑。村里多数青壮年都外出务
工了，留下的是手艺人和妇女、老人、儿童。

“现在党的政策好，家家户户都住上漂亮的新
房子，妇女和老人都在景区里做活路，50元一
天，这是过去不敢想的事情。”巩阿姨说着，又
拉着小孙女到邻居家去了。

村里的官渡客栈，环境优美，是一家典型

的农家小院，保持原有的古朴风格，还是三星
级农家乐。几名来自成都的游客，正在办理入
住手续，准备在这里住上几天，享受大自然的
气息。“周末和法定节日的生意很火爆，不少
游客是订不到房间的。”农家乐老板李瑞华
说，2015年以来，村里有6家农家乐保持正常
营业，成都、德阳等周边城市来度假的居多。

官渡村有一片面积600亩的桑树林，不
少来自成都的市民正在体验摘桑葚。该村
引进了圣露公司后，其公司以推广“一年养
3 季蚕，加种果桑”的产业发展模式，变过去
的纯养蚕为蚕果兼养，充分利用桑葚资源，
发展桑果酒产业，带动村民增收。“2014 年
起，村里采取包产地村集约，土地流转，通过

‘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每年每亩
土地补偿800元，每四年增长 5%，还解决了
村民就业问题。”村主任张国明表示，下一
步，通过产业带动全村发展，拓宽增收新路
径和新渠道，让村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江油市大康镇官渡村——

村子建设成景区 在家就能把钱挣

本报讯（景富国 记者
郭若雪）为提高比赛质量，赛
出水平，比出风格。日前，我市
纪念“5·12”特大地震十周年
演讲赛举行赛前辅导，组委会
特邀国内著名演讲专家高嘉璟，
为全市高中组入围决赛的
200 余名选手进行了统一的
赛前免费辅导。

在辅导过程中，高嘉璟
围绕“为什么参加纪念地震
十周年演讲”“演讲的基本技
能”“现场气氛把控”等方面
进行了辅导。200 余名选手深
情地回忆了震后十年绵阳的
巨大变化，自己在阳光下成
长的感人故事。参赛选手纷
纷表示，通过参加演讲赛前
公益辅导，学习了演讲知识，
收获了感恩教育，懂得了自

己的使命，全面提升了演讲
的技能。

据介绍，自 4 月初由市
委宣传部、市教体局、市文
联、团市委、“5·12”汶川特
大地震纪念馆联合主办，绵
阳 华 视 创意公司承办的全
市纪念“5·12”特大地震十
周年暨第五届“地震纪念馆
杯”征文演讲比赛启动后，
全市有 6 万多名学生踊跃参
赛，经组委会认真评审，初
选了高中组 200 余名选手入
围决赛。

据了解，全市纪念“5·12”
特大地震十周年暨第五届“地
震纪念馆杯”征文演讲比赛即
将在南山中学举行决赛，其中
大学组在 5 月 4 日进行，高中
组5月5日进行。

我市纪念“5·12”特大地震
演讲赛举行赛前辅导

□ 讲述：彭国华（安州区雎水镇农民、
“5·12地震”最牛矿工）

□记录：记者 李灵越

巨变巨变看看走基层

本报讯（记者 安达福
郑金容）今年是“5·12”特大
地震十周年，我市近日组织
开展“纪念 5·12 汶川特大地
震感恩教育电影展播月活
动”，用影像的独特视角为广
大群众呈现灾后重建、奋斗前
行的十年。

5 月 1 日晚上 8 点，在盐
亭县鸿运广场放映点，年过八
旬的退伍老军人饶荣志正聚
精会神地观看电影《兰辉》，看
到感人处，老人情不自禁的流
下了眼泪。他告诉记者，虽然
他之前看过《兰辉》这部电影，
但再一次看还是会被兰辉的
事迹感动，也为绵阳有这样一
位人民公仆感到骄傲。

据了解，此次感恩教育电
影展播月活动以“感恩奋进，
建设西部强市”为主题，活动
从 4 月 25 日到 5 月 25 日，为
期一个月，期间电影放映工作
人员将在城市（城镇）合适的

社区、广场、学校、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地方，定点放映电影

《厉害了，我的国》《兰辉》《换
个活法》《汶川不相信眼泪》

《惊天动地》等五部紧扣感恩
主题、富有教育意义的爱祖
国、爱家乡的影片，用感人的
电影故事唤起群众对防震减
灾的重视，展现灾区人民自强
自立，重建美好生活的精神风
貌和经受巨大磨难后坚强的
民族韧性。同时，通过这些主
旋律电影，表现十年来灾区经
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以及感恩
祖国的深厚情感，激发建设西
部经济强市的热情。

此外，除了流动电影放
映，感恩教育电影展播月活
动期间，全市 28 家城市院线
还将定点放映《厉害了，我的
国》等影片，用电影来增强市
民的爱国情怀，用鲜活的故
事来激励大家努力奋斗，创
造新生活。

我市开展纪念“5·12”特大地震
感恩教育电影展播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春梅）近
日，一群远方的客人来到北川
羌族自治县曲山镇油房沟村，
和村民们一起在野生猕猴桃
园内挖坑、栽种植苗，建立标
准产业示范园。

原来，这群客人是来自深
圳新桥镇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的 29 位企业老总，他们不远
千里来到油房沟村，考察高
山生态种养产业。通过实地
考察，亲身体验，他们对山区
的农特产品非常感兴趣，现
场给该村捐助善款 3 万元，用
于建立标准产业示范园，支

持村上野生猕猴桃产业发
展。同时，“客人”们还与村上
达成意向协议，帮助宣传、销
售高山野生猕猴桃、土蜂蜜、
高山玉米面、山羊、土猪肉等
特色农产品。

据了解，近年来，北川羌
族自治县不断加强地震灾区
产业振兴发展，努力构建生
态、富民的产业体系。其中，野
生猕猴桃等特种水果成为当
地的支柱产业和精准脱贫的

“拳头”产业，得到社会爱心人
士捐助的善款，油房沟村的群
众更坚定了发展的信心。

深圳私企老板捐资3万元助力
北川村民发展猕猴桃产业

本报讯（记者 田明霞）由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绵阳人
采写的《大羌故事》，日前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市（州）县
院所第十二次优秀科研成果
评奖中荣获一等奖。

“羌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
展中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元素。
汶川特大地震后，有关羌族文
化传承和地震灾后重建的书
籍有不少。《大羌故事》是一本
主要反映羌文化的书籍，该书
从筹划到编写，用了三年时
间。”该书主编徐世丕先生说，

《大羌故事》分为上下两册，共
计 80 余万字，贯穿古今，根脉
连接，一书在手，便知羌文化
全貌。

《大羌故事》的 7 位主要
撰稿人栗海、帅士象、黎健、胡
正荣、邓家伦、李贫、周耘等都
是绵阳人，他们或是作家、或
是记者、或是退休公务员，但
他们都热爱文学创作和羌文

化。他们说，现在的北川因为
县城迁移重建，很多以前羌族
的风貌因“5·12”大地震“天
难”而遭受严重的损失。通过

《大羌故事》这样的文字，把
北川羌族的这些东西记录下
来，把羌文化的艺术传承落
地，把羌人的心灵世界和人
文情怀用文字记述成书，这
既是对生活的一种告慰，也
是对羌族下一代应尽的责
任。而《大羌故事》现代部分
的内容，大部分是通过感人
的情感故事，来表现羌文化
的。所选的人物虽都是普通
群众，但他们身上都有令人
感动的精神和情操。尤其是表
现了“5·12”特大地震那些特
定环境下的人性美，“小中见
大”“情怀毕真”“敢担责任”

“道义无价”等，不仅仅只是讲
述北川羌人的事迹，还包括那
些志愿者、援建者，包括他们
内心世界的阳光照射。

《大羌故事》讲述羌文化传承
荣获省社科成果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田明霞）“羌笛何须怨杨
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流传千古的名
诗中的“羌笛”，就是羌文化代表之一的国
家级“非遗”项目，一场特大地震，羌族文化
受损严重。“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去了十
年，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保护、传
承、弘扬羌文化义不容辞。日前，北川汇德轩
文化传习所联合武汉市大禹文化博物馆举
办的《一抹最羌红——来自禹乡的礼物》文
创文化展在武汉晴川阁开展，现场展出125
件（套）古羌文创产品，向广大武汉市民呈现
了博大精深的羌族文化，展示了北川保护传
承羌文化的累累硕果。

作为全国首家研究大禹文化的博物
馆，晴川阁大禹文化博物馆全面贯彻落实

“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和“藏羌彝文化产

业走廊”的打造，特联合四川汇德轩推出此
次古羌文创文化展。

晴川阁建于明代，是全国重点文物单
位，得名于唐朝诗人崔颢诗句“晴川历历汉
阳树”，与黄鹤楼隔江相望，有“楚天第一名
楼”之称，此次羌族文创文化展在晴川阁主
楼举行，意义十分重大。

羌族以红为贵，羌红是羌族人祈求吉
祥的信物。此次展出的 125 件（套）大禹文
创产品，多以羌红颜色为主色调，以华夏
古羌文化中视觉图案形象设计制作，勾勒
出远古时期大禹所处古羌族的文化和生
活。神林柱被视为羌文化圣物，上面布满
了线条流畅的印记图案，被誉为“吉祥天
书”。创作团队从神林柱上拓印图本，从中
提取千个文化形象符号，创作了神林柱系

列产品。《西羌画韵》这组原创作品，抓住
羌文化的精髓，以装饰风格浓郁的表现形
式，运用丰富的色彩渲染和优美的画面构
成，描绘出生动的羌族人民生产、生活图
景，并把“吹口弦”“跳莎朗”等有关羌族非
遗文化的图案，或制作成挂件、摆件，或印
制在丝巾等日用品上，有力地促进了羌文
化的传承和推广。

据介绍，汇德轩文化传习所的创始人李
云川，是从北川禹里走出来的羌族文化传承
者，羌族祖先的精神图腾神林柱等是他创作
的灵感来源。在“5·12”汶川地震后，李云川
和他的团队先后将散落各地的羌族文化加
以总结，提炼出了 12 个最具羌韵的文化符
号，并把这些羌族元素设计印刻在茶杯、披
肩、靠垫、花瓶、车挂等不同生活用品上。传

习所推出的《神林柱·天书》《西羌画韵》《最·
羌红》《羌人密码》等系列羌文化创意产品，
获得了 70 项著作权、7 项外观设计专利，并
荣获省内外多种奖项，其中的《神林柱》曾获
得过“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奖，有效地传
承和保护了羌文化。

汇德轩文化以原创取胜。“我们的这款
羌红融入了神林柱的图案，木雕、羌绣、手
工瓷器……每件作品背后都有羌族的历史
传说或民风民俗。”公司负责人说，公司有
专门的创作团队，仅前期在创意和研发阶
段就用了3到5年。

据悉，以“一抹最羌红——来自禹乡的
礼物”为主题的展览活动将持续到 6 月 20
日，同时展出的还有北川禹风诗社作者们
创作的诗歌集。

125件文创产品讲述古羌文化
《一抹最羌红——来自禹乡的礼物》文创文化展在武汉举行

北川新县城永昌镇是“5·12”特大地震后唯一异地重建的新县城，被誉为抗震精神标志、城建工程标志和文化遗产标志，是国家5A级北
川羌城旅游区的主要部分。由中国城市规划院规划设计，山东省整体援建，于2011年1月23日整体移交给北川，2011年2月11日举行开城仪
式投入使用。几年来，已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备，产业体系完善，人民宜居宜业的新型城市。 （视觉绵阳刘华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