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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四川省老北川县城前的“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内，一件名为《山川永
纪》的大型浮雕作品呈现在前来参观的人
群面前。山崩、地陷、救援、大爱、感恩、重
建和新生，这件作品的七个展现部分就是
2008 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汶川特大地震的
写照。4625 万多人受灾，其中 374643 人
受伤，87149 人遇难，需要紧急转移安置的
受灾群众 1510 万人。城乡居民住房大量
被毁，基础设施惨遭重创，公共设施损毁严
重，文化遗产损失惨重，生态环境破坏惨
烈，直接经济损失达 8451 亿元，这场地震
给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
了难以估计的重大损失。

为了加快灾区恢复重建，党中央统一
部署，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创造
性地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坚持把对口援
建、多方参与作为重要力量，汇聚了推进灾
后恢复重建的强大合力。2008 年7月26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各市人民政府、
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印发了《安徽省
对口支援松潘恢复重建工作总体方案》。举
全省之力，倾全省之心，集全省之智，聚全省
之财，援建灾区，重建松潘。在其后的三年
时间里，来自安徽的援建者们带着无比神圣
的责任和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日夜奋战在
“三千里之外的三千米高原”上，如期实现了
“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向灾
区人民交出了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

如今地震已经过去十年，有些伤痛已经
过去，灾区群众在感恩奋进历程中不断取得
新的成就、新的突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此刻，请跟随记者的笔和镜头，回
到安徽援建者曾经奋斗过的土地，看一看重
生后的松潘，看一看安徽援建者在雪山下用
双手搭起的“丰碑”。 ▋黄洋洋 文/图

雪山脚下的丰碑
——安徽对口援建“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十周年回访

2008年5月12日14 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 8.0
级特大地震。距离震中映秀 180 公里的松潘全县 25个
乡镇147个村（社区）均受地震波及，因灾死亡25 人、失踪
12人、受伤22人，民房、校舍、办公楼倒塌毁坏，饮用水、电
力、道路、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损坏，灾害直接损失
达 34.89 亿元，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部分行业领
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除此之外，山河破碎、家园被毁带
来的强烈冲击，松潘群众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2008 年 5 月 23 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安徽省对
口支援松潘县的决定后，安徽省委省政府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和对灾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周密部署、精心组
织、高效实施对口支援松潘工作。三年多的时间里，在
皖川两省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两省有关部门和
阿坝州的大力支持下，在松潘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密切
配合下，全体援建人员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灾区人
民的赤诚之心，舍小家、顾大家，排除艰险、迎难而上，
勇于创新、乐于奉献，无私无畏、高风亮节，按照“一流
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程质量、一流的援建工作、一流
的援建队伍”要求，坚持科学重建、民生为先、发展至
上、合作共建的原则，投入援建资金 21.3 亿元，援建大
项目46个、子项目320个，取得了丰硕成果。

安徽亲人的对口援建既有物质的重建，更有精神
的重塑；既有文化的重兴，更有社会的重构；既有城乡
格局的调整，更有村镇功能的提升；既有产业和就业结
构的升级，更有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灾后重建，我们
的收获不仅在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也不仅在于实
体工程建设取得的进展，而最重要的是在于从安徽援
建亲人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全县上下
在实战中解放了思想、打开了思路，在实践中增强了信
心、凝聚了共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
风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松潘的未来
和希望，从而在全县形成了只争朝夕、干事创业的劲
头，形成了万众同心、各业共振的局面。这是重建带给
我县最大的收获、最大的变化，也是我们推进松潘发展

最持久的动力、最宝贵的财富。
从 2012 年起，松潘县将每年的 5 月 10 日确定为

“松潘县安徽日”，筹办与安徽的交流活动，为融洽两地
情谊、拓展重建成果、加深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今年是

“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松潘县将5月确定为“感
恩奋进月”，邀请安徽亲人重走松潘、再叙情缘、共谋发
展。同时，松潘还将依托旅游振兴推动“我为灾区出把
力”等公益活动，将当年安徽援建松潘的“大爱”通过世
界各地的游客传播得更加广阔、更为深远。

“5·12”汶川特大地震以来的十年，是松潘经济社
会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
十年，安徽对口援建的坚实基础为松潘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进步注入了蓬勃动力、提供了更多可能。

虽然受到“8·8”九寨沟地震的影响，松潘2017年部
分经济指标暂时性下滑，但与十年前相比，仍是实现了数
倍增长。地方生产总值从5.67亿元增长至19.71亿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635元增长至11746元，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2828元增长至30329元，地
方公共财政收入从0.12亿元增长至1.16亿元，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从4.73亿元增长至28.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从1.07亿元增长至5.51亿元，接待游客从49.7万
人次增长至413.58万人次，旅游收入从5.39亿元增长至
42.9亿元。几乎所有核心经济指标都以年均超过10%
的速度递增，部分指标甚至达到20%的增速。

黄山黄龙，辉映华夏胜景；安徽松潘，共铸奔康伟
业。当前正是松潘着力推进经济发展转型、建设全面小
康的关键时期，希望今后安徽和松潘之间能够进一步创
新落实人才培训、产业合作与扶持、技术交流、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长效合作机制。松潘也将进一步积极
学习借鉴安徽的先进理念和优良作风，倍加珍惜对口援
建的深情厚谊，加快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步伐。

安徽人民对松潘的无私援助恩重如山
——专访松潘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建军

由安徽投资 3.5 亿元支援改扩建的川黄公路全长
41.2 公里，地处海拔 3000 米以上，雪山梁段约 10 公
里，被誉为“天路”，改扩建完成后大大促进了当地旅游
业的发展。

松潘新城位于古城的北部，是以公共建筑和居民住房建设为主的区域，总建筑面积12538 平方米，投资 4800 万元。

松潘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建军

位于北川的 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
馆内“安徽省驻松潘县援建办公室”的挂牌
作为重要文物向世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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