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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结束之后，松潘的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
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是不是也
可以做些什么。”藏族小伙子罗
海斌语气坚定讲述着自己经营
客栈的初衷。

2008 年，罗海斌在川主寺镇
从事旅游行业，亲历了汶川特大
地震给松潘带来的创伤，本地旅
游业的迅速下滑，使得他所工作
的商场无法维持经营。2010 年，
一次偶然机会，罗海斌来到了若
尔盖西部牧场，认识了很多旅行
家、画师、自驾游游客，在那里，他
意识本地旅游业已经开始复苏。

2011 年，安徽援建松潘县的
工程项目全面完工交接。灾后重
建对松潘古城进行了统一规划和
风貌改造，古城的面貌发生了彻
底的变化。接待游客的能力提高
了，城市的规划布局更合理了。
游客来到松潘不再是像从前一样
只是“路过”，很多人纯粹为了松
潘这座古城而来。“多留一晚”的
需求让罗海斌坚定了开一家特色
民俗客栈的决心。

“我们松潘有黄龙、牟尼沟、
奇侠沟、花绿二海、圣地花海等风

景区，更有千年古城墙和民族风
情浓郁的古城。我要打造一家自
己的特色客栈。”经过 3 年的准
备，2013 年 11 月，拥有 14 间客
房的“安多房子”咖啡客栈在古城
开业。“在松潘，我是第一个打造
特色民俗客栈的人，一开业就爆
满了 5 个月。”在生意最火的时
候，当地人想来喝上一杯咖啡，都
得提前预约。

2014 年，罗海斌的客栈登上
了 世 界 著 名 旅 行 杂 志《孤 独 星
球》。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
游客来到他的客栈。在他看来，
自己的客栈除了住宿的功能，也
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和世界
各地天南地北的朋友聊天，让自
己学了更多，也让更多人了解了
松潘。

灾后重建为松潘县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和前景，旅游业的振
兴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灾后十年的重建，让松潘的老百
姓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松潘的旅
游业更是向前推进了很多很多
年。对于我们老百姓，就是要抓
住机遇，弘扬民族文化，不留遗
憾。”罗海斌说道。 （下转07版）

位于松潘县境内的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 5588 米，为藏区苯
波教七大神山之一。

进入黄
龙景区，沿
栈道蜿蜒而
上，可见数
十道梯形瀑
布，号称“飞
瀑流辉”。

2008 年援建后，原位于松州古城内和周边的部分行政单位迁往新
城，古城在统一科学规划和风貌改造后，重现古代“高原明珠”的风采。

松潘县人民医院新址，占地 38 亩，建筑面积 1.8万平方米，配备了先进的医
疗设施设备，总投资 1 亿余元。

松潘县医院护理部主任刘文彬见
证了医院震后“重生”的十年。

始 建 于 1952 年 的 松 潘 县 医
院，在 2008 年前，坐落于松潘县古城
南街守备巷，就医环境、医疗硬件配置
落后。医院在 5·12 汶川特大地震中
受损严重。

2008年9月，安徽省确定对松潘县
人民医院进行“硬件”援建和“软件”援
助，投资1亿余元在县城城北新区新建
一所设施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医院。新
医院占地面积38亩，总建筑面积18165
平方米，配置了先进的办公及医疗设施

设备，如 16 排螺旋 CT、数字化 X 胃肠
机、彩色超声诊断仪、腹腔镜、全自动生
化仪、全自动麻醉机、现代化层流洁净
手术室等医疗设施设备；配置中心供
氧、吸引系统、地热系统、弱电系统等，
功能齐全，配套设施完善，硬件设施达
到了阿坝州先进水平。

2018 年是松潘县人民医院护理部
主任刘文彬进入医院工作的第 24 个
年头。说起曾经的松潘县人民医院，她
感慨万千。

“记得医院正式搬迁到新址是在
2011 年 5 月 1 日。就医环境提升了，
医疗水平也跟着硬件一起有了质的飞
跃。2008 年地震以前，我们这儿门诊
全年接诊大概只有 2 万人次。现在一
年接诊人数已经达到 6 万人次。当年
住院人数一年能有 1 千多人次，去年
已经有 5 千余人次了。”刘文彬说道。

“在地震之后的五年，安徽派来了支援
医疗队伍手把手地带教，一直坚持到
2013 年。现在我们的很多医生在临
床上遇到了难题，还会通过电话或者
微信向老师们请教。这种私下的交流
很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技术上
的“新鲜血液”大大提高了松潘当地的
医疗水平。“对于安徽的援助，真的非
常感激。”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谢谢当年安徽支援松潘的医生们

雪山脚下的丰碑 （三）

由安徽支援的先进医疗设备 16 排螺旋 CT 至今仍服务于广大松潘群众

灾后十年 十年重建

松潘的旅游业向前推进了很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