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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防灾减灾 2018 年 5 月 13 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梦妮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者叶昊鸣、
齐中熙、张海磊)十年前的 5 月 12 日，一场大
地震，撕开了中国西南角一道伤口，也震痛了
国人的内心。这场地震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巨
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对我国灾害应急救援
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国务院批准，自
2009 年起，每年的 5 月 12 日作为全国防灾
减灾日。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既表达了对地
震遇难者的哀思与纪念，也顺应了社会各界
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

十年上下求索，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日益完善，防灾减灾“剑”“盾”磨砺得日
益坚实，党和人民的“守夜人”整装待发。

充实队伍，完善装备，铸造快

速直抵灾区的“先锋”

2017 年 8 月 8 日晚，一场里氏 7 . 0 级
的地震发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
寨沟县。震后 30 分钟内，成都市消防“飞豹”

救援队集结完毕，连夜兼程 12 小时来到九寨
沟县大录乡受灾较为严重的亚录寨侦察受灾
情况并参与救援，成为成都市消防第一支到
达震区的队伍。

这样一支行动迅速、反应灵敏的救援队，
是四川省消防应急救援 22支重轻型地震救
援队中的一员，也是我国涵盖各省区市县级
3000 余支地震救援队中的代表。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地震
灾害紧急救援体系，这一体系以解放军、武警
部队为突击力量，以消防、安全生产、地震专
业救援队为骨干力量，以企事业、社会基层救
援队和志愿者队伍为辅助力量。”国务院应急
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说。

有这样一份数据的对比：2008 年，我国
共有国家和 26 个省级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伍，总人数约 4200 人，其中国家地震灾害紧
急救援队人数为 222 人；十年之后，我国已建
成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1支、480 人，省
级地震救援队 76支、12443 人，市级地震救
援队 1000 多支、10 . 6 万人，县级地震救援队
2100 多支、13 . 4 万人，地震救援志愿者队伍
1 . 1 万支、69 . 4 万人。

变化的不仅仅只是人数，装备上的升级
换代也是日新月异，并在历次地震救援中发
挥了关键的“先锋”作用。

“当时我们手中的工具就只有铁锹和手
镐，在小的封闭环境中救人时，更多只能靠手

挖。”当年参与“5·12”汶川地震救援的四川省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侯建明说。

在现代交通意义上，遭受地震重创的地区
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吊车，没有挖掘机，大型
救援机械工具的缺乏成为当时救援队伍最头
痛的问题。在救援时，不少救援队员更多依靠
铁锹、钢钎与血肉之躯，在废墟中进行搜救。

“现在的装备与之前相比要强了很多，无
论是可以装载 300 多件救生器具的地震救援
车，还是性能堪比国外悍马的猛士救援车，还
有海事卫星电话、雷达生命探测仪、侦察无人
直升机等，都是我们现在应急救援必备的装
备。”成都市消防支队宣传科科长周才钧说。

加强后勤保障，完善物资储

备，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12”汶川地震救援，是四川省宜宾市
消防支队的李院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救援
行动，那时的场景对他来说依然历历在目。
“渴了喝凉水，饿了啃方便面，困了倒地就睡。
虽然前期做了准备，但还是存在不足。”

“5·12”汶川地震震坏了大多数公路，在
汽运交通工具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四川省消
防临时抽调 400 多名官兵组成后期保障突击
队，在汶川县漩口、映秀等灾区徒步进行接力
背运，尽可能保障现场官兵的给养需要。虽然
只有短短 5 公里路程，但每次往返都需要五
六个小时。

人们意识到，灾区后勤保障能力是保障
救援的关键力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四川省消防开始瞄
准大规模、非常规灾害事故处置的需要，配备
更先进的辅助装备；增加睡袋、风镜、口罩、医

疗箱、帐篷、炊具和生活保障车等野外长时间
作战保障物资储备……在打造现代化战勤保
障体系的道路上，四川省消防日趋成熟。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
县发生 7 . 0级地震。震后 30 分钟内，成都市
消防支队配备提前准备好的蔬菜、水果和粮
食，集结 11 辆携带工具、装备的战勤保障车
辆，奔赴前线。

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沟县发生地震后，
四川省消防迅速调集 18 个支队 131 名战保
人员、66 辆战勤保障车辆，携带 25 顶帐篷、
50 余张行军床、200 余床被褥和口罩、消毒
液、药品等开赴前线。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样一支现代化的
消防后勤保障队伍是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保障
和储备体系不断健全的一个缩影。

“十年来，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取
得较大成效，已建立起了从中央到省到市再
到县的四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据国家减灾
中心总工程师杨思全介绍，全国目前已建立
起 19 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60 个省级救
灾物资储备库和省级分库，240 个地市级储
备库和 2000 多个县级库的储备网络，确保自
然灾害发生的 12 小时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能够得到初步救助。

而在物资储备方面，目前中央救灾物资
储备有三大类 17 个品种，包括帐篷、棉大衣、
棉被、睡袋、折叠床、折叠桌椅、简易厕所、场
地照明设备、苫布、炉子和应急灯等生活类救
灾物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共投入救
灾物资采购资金近 10亿元，中央救灾物资储
备库常年存储价值 10亿元的中央救灾物资，
第一时间可保障 80 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的基本生活。

“及时得力的后勤保障，充足完善的物
资储备，为受灾群众搭建起安全温暖的庇
护所，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让党
和人民放心。”杨思全说。

织密网络，提升能力，编织

现代化灾害预警体系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
环境和自然环境，前者的可控性相对较高，
后者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处于高风险
的状态。

“最近三百年，全人类死伤 10 万人以上
的事故灾难一共有 50 起，其中 26 起发生在
中国。”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
凯表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地域分布广，发生频
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基本国情。

如何在相对不稳定的自然环境中实现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一套
相对完善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就显得非常
必要。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十年，我国经历了
诸如玉树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芦山
地震、‘威马逊’台风、鲁甸地震等一系列重特
大自然灾害。在一次次抗灾救灾的过程中，

我国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和能力建设
也在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闪淳昌说。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这是我国逐步
形成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结合这一
体系而出台了自然灾害救助、防汛抗旱、地
震地质灾害应急、重特大森林火灾处置、医
疗卫生救援、气象灾害防御、通信保障等专
项预案。各省、市、县均编制了自然灾害救
助应急预案，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等基
层预案建设也得到了重视和推动。

同时，由多个部门通力合作而完善的
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也基本建立了起来。江
河洪水、农情和农业有害生物、干旱和暴
雨、森林火险、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地
震速报、海洋观测等监测站网得到进一步
完善，站网密度不断加大，各类监测设施和
平台通过及时收集上报灾情，预警预报的
时效性和准确性得到明显提升，获取灾害
预警预报时间显著提前，覆盖面明显扩大。

“建立完善的灾害监测预警机制，编织
现代化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有些突发灾
难事件就能够规避，有些伤亡就可以减
少。”张兴凯说。

十年磨砺，铸成随时能“战”的救援尖兵
队伍更强装备更精：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日益完善

据新华社成都 5 月 12 日电(记者杨三
军、胡旭、张海磊)今天，是汶川大地震 10周
年的日子，也是我国第 10 个防灾减灾日。

10 年前，“5·12”汶川大地震突袭。10 年
间，四川又相继发生芦山地震、茂县山体高位
垮塌、九寨沟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
力支援下，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夺取了一个又
一个救灾斗争的胜利。

灾后救援：应急力量“拧成一股绳”

“5·12”汶川大地震，给灾区群众生命财
产造成巨大损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方
救援力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灾难突发，首要的是最大限度抢救人的
生命。”曾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的四川省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侯建明说，“与死神
赛跑，快速、有序、高效是关键。”

去年 8 月 8 日，7 . 0级强震突袭九寨沟，
6 万多人身陷灾区。四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坚
持生命至上、救人第一。边“地毯式”搜索被困
和失踪者，边全力疏散滞留人员。

“21 个小时，1 万多辆车，6 万多人的大
转移，秩序井然。”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州委书记刘作明说。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蒋劲松，曾在汶川大地震后徒步前往映秀勘
察交通受损情况，途中险象环生。

“去年发生的茂县山体高位垮塌，我们很
快就通过无人机实现垮塌体 3D 模型构建，

为灾情研判和科学抢险提供了有力支撑。”蒋
劲松说，应急技术装备今非昔比。

汶川大地震后，四川建成了省市县乡四
级综合减灾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应急力量
“拧成一股绳”。同时，坚持以防为主、防灾救
灾相结合，推动实施了 425 个防灾减灾项
目。

恢复重建：科学统筹灵活施策

汶川大地震后，面对规模空前、难度空前
的“世界性重建难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
出启动对口支援机制、“一省帮一重灾县”的
重大决策。援建省市纷纷提出把灾区作为自
己的一个“特殊县”，着眼灾区的提升与发展，
把规划作为科学重建的重要依据，“5+2”“白
加黑”，与灾区干部群众携手奋战。震后三年，
四川累计实施援建项目 3668 个，援建金额达
784亿元，灾区住房条件和教育、卫生、交通等
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2013 年，四川芦山县发生“4·20”强烈地
震。在总结汶川重建经验基础上，结合芦山地震
实际，中央授权四川探索一条“中央统筹指导、
地方作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的重建新路。

责任“催生”担当，地方主体责任凸显。一
项项贴近实际的创新机制应运而生：出台农

房重建强制性设防标准；异地设立“飞地园
区”；开展省内对口援建……

灾区群众的智慧也得到激发。房屋重
建有群众代表组成的“自建委”；项目的效
果评价有群众代表、人大代表等组成的“评
议团”；重建完成后有“自管委”……三年
后，四川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说，新机
制在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等大灾的恢复
重建中得到成功实践和落实，地方主体责
任直通“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灾区的
内生动力，重建工作方向准、措施活、统筹
快、效率高。

恢复重建仅仅是一个新起点。住上新
房子，还要让灾区群众过上好日子，全面小
康的路上不掉队。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
作为。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灾区振兴发
展，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参与采写记者：杨迪、萧永航、董小红)

震后十年，四川应对“大灾”的足迹

湖南衡东：

抗洪抢险“水下奇兵”
新华社长沙 5 月 12 日电(记者白田田)

今年进入汛期以来，湖南省多地出现强降雨过
程，湘江一级支流洣水江面上涨，浊浪拍岸。位
于衡东县的洣水甘溪水轮泵水电站，“驻扎”着
一支鲜为人知的潜水队，11 日晚，潜水队刚从
救援现场回来没两天，又匆匆开赴外地参与抢
险。对于潜水队长顾军军和队员们来说，一旦
穿上潜水服、背起氧气瓶、戴着面罩潜入水中，

他们便是一支抗洪抢险的“水下奇兵”。

甘溪水轮泵水电站潜水队成立于 1975
年，是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重点扶持的四
支潜水队之一。目前，潜水队有 10 名队员，他
们可以进行水下数十米的堵漏、打桩、电焊、

电割等作业。去年夏天，湖南遭受历史罕见的
特大洪水。8 月的一天，衡东县新塘镇河堤出
现险情，管涌孔径越来越大，情况万分危急，
潜水队员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顾军军回忆
起那一幕，仍觉惊心动魄：4 名队员潜入水
中，搬运石头堵塞孔洞，再塞棉袄，最后塞煤
渣和泥巴，前后耗时 2 个小时。“如果没有潜
水员，很可能会溃堤。”顾军军说。

水下作业环境复杂，暗流危险重重。已经
退休的首任队长陈百鸣身经百战，也经历过
生死时刻。他说，很可能下一秒钟，潜水员就

被水流吸进去出不来了。“但不管水多深，抢
险救援难度多大，潜水员都得上。”

多位队员在水下作业时负过伤。陈百鸣
有一次在抢修电站设施时，右手的一截无名
指被砸断。队员张丹丹手腕上有一圈永久的
红色伤痕，那是在水下灌注混凝土时被速凝

剂腐蚀而成的。潜水员还容易患上“减压病”，

这是常见的职业病。从深水区到水面，如果减
压不当，或者身体机能较差，便会出现出血、
浮肿等症状。

科技装备使潜水队的水下作业能力得到
很大提升。在过去，水面和水下通信只能用拉保

险绳的土办法，比如快速拉 4下意味着遇到
了紧急情况，类似于“发电报”。如今，水下摄
像头、水下声呐、水下机器人等装备派上了用
场。目前，除了抗洪抢险，潜水队员还参与市
政管道疏通、落水人员救援打捞等工作，足迹
遍及省内外，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55 月月 88 日日，，两两名名
潜潜水水队队员员在在训训练练中中。。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肖肖亚亚辉辉摄摄))

新华社兰州 5 月 12 日电(记者任卫
东、屠国玺、成欣)汶川特大地震已过十年。
这场地震波及甘肃多地，甘肃成为仅次于
四川的重灾区，其中，毗邻四川的甘肃省陇
南市 9 个县区中 7 个成了重灾县，337 人
遇难，百万间住宅倒塌。

地震十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再访陇
南。十年前，这里山大沟深、道路难行，救灾
和重建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但这十年，陇
南灾区干部群众默默奋斗，中央、甘肃全
省、广东深圳等地多方支援，让地处大山深
处的陇南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发展实现
跨越。

兰渝铁路百年梦圆，成县机场银鹰飞
天，千年蜀道不再艰险。现在的陇南，不再被
山水阻隔，封闭发展的思维也被不断打破，
脱贫攻坚进程加快，全面小康不再遥远……

山水不再阻隔

千年蜀道不再艰险

“5·12”地震一发生，新华社记者紧急
赶往陇南灾区，但当时交通难行，相隔不到
百余公里的县区间往往要花费数小时车
程，而多个村庄更是道路中断，和外界失去
了联系。

时任陇南市武都区五库乡党委书记的
寇正德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地震后乡里通
信断了 3 天，路也断了。为了去区上报灾，
乡里两个年轻的干部骑着摩托车出发，边
走边骑边抬，用 20 个小时才走完不到 80
公里的路程，见到区委书记时，两个小伙子
已是两个“土人”。

其实也不仅仅是受灾所致，长期以来，

陇南境内无高速公路、无铁路、无机场，国
省道主干线公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陇南
境内山岭与河谷错落相接，层层叠叠的山
岭犹如屏障，将这里与外界隔绝开来。

灾后重建过程中，陇南市几乎成了一
个交通会战场。兰渝铁路、武罐高速、成武
高速、十天高速陇南段和成县机场等重大
交通项目相继在陇南境内建成，影响陇南
发展的交通制约正在被消除，山水不再是
阻隔。西狭、青泥岭、阴平道、祁山道，这些
在陇南留存的古蜀道的遗迹和地名，已经
由行路难的证据变成了一个个可以便利达
到的旅游景点。

十年后的今天，当年两个年轻人走过
的那段路程，一半变成了高速，一半是宽阔
的国道，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便可到达。

陇南市副市长漆文忠介绍，在灾后重建中，
陇南全市 11 条国省干线恢复重建 1110 公
里，干线公路均达到山岭重丘二级标准，陇
南交通条件发生历史巨变。

住房条件嬗变 城乡面貌换新颜

十年后，记者再次见到陇南市武都区
感恩村村民李石得，在他家三层小楼房的
一楼客厅里与他对话十年经历。

感恩村原名蒿坪村，位于海拔 1500 米
的高山上，大地震将全村彻底摧毁，300 多
人的小村庄里，1 人遇难 7 人受伤。十年前
的那天下午，山上先是下起了“鸡刨般”的碎
石，紧接着大石块像炸开一样倾泻而下，李
石得家刚修好一年零四天的房子瞬间倒塌。

那一年，李石得 51 岁，那套新房子花
了他家多年收入，当时村里还不通公路，
建房的材料也是全靠自己背上来的，准备
材料就花了 4 年时间。“那一刻对我打击
太大了，不知道何时再能有房子住。”

重建，比他预期更早来临。重建在震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开
始。“解放军帮我们开挖地基，政府给每户补贴两万元，红十字会
捐助两万元，还申请了三万元的无息贷款。”当年入冬前，李石得
一家就住进了新房。

说起震后十年之变，李石得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现在搬下
山了，孙女上学更方便，距离学校半里路不到，走路 5 分钟就到
了。”李石得家里有 4 亩多地，种了 300 多棵大花椒树，一年能卖
将近 4 万元，再加上儿子在外打工的工钱，每年都有六七万元的
收入。“房子修好的第二年，儿子还娶了个镇上的媳妇。”李石得
笑着说，“放在原来想都不敢想。”

马街镇干部符忠海目睹了感恩村这十年的变化，他说现在
这里成了一个“小康村”。“村民都建起了三层小洋楼，71 户人家
有 20 多户都在城里买了房，80% 的家庭都有小汽车，大部分村
民的孩子都在城里上学……”这只是陇南通过灾后重建，城乡居
民生活条件发生嬗变的一个缩影。汶川地震后，党中央决定由广
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包括陇南市武都区、文县、康县在内的甘肃
重灾区，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据统计，陇南全市农村居民中，重建住房 22 . 8 万户，维修
加固住房 18 . 6 万户，累计投资 167 . 9 亿元，比新中国成立以来
到地震前全市农村居民建房资金的总和还要多。现在陇南城乡，
一栋栋崭新的居民楼、一所所现代化的学校和医院，一个个新
村，和地震当年残破萧瑟相比已天翻地覆，旧貌换新颜。

打破封闭发展 全面小康不再遥远

兀立的危峰，锁住了大山里陇南的发展脚步。守着丰裕的物
产，却难逃“富饶的贫困”，这是世代陇南人难解的愁肠。地震后，

社会各界的援建和接踵而来的外界信息，不断打破过去陇南封
闭发展的思维。这十年，陇南市多个特色产业在灾后重建中培育
壮大，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法宝。

武都区的气候、土壤等与地中海沿岸极其相似，夏季炎热
少雨、冬季温和湿润，坡地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利用这些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武都区在过去十年里不断扩大
油橄榄种植面积，现在已经是我国油橄榄种植的最主要产区，

许多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武都区油橄榄办主任马鹏飞说，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油橄榄

种植总面积达 90 万亩，其中武都区就占了 45 万亩，涉及 22 个乡
镇、4.5万户 21万人。通过油橄榄产业，159 个村如期实现了脱贫。

陇南是全国花椒、油橄榄、核桃的主产区之一。互联网的应
用让陇南大山里的特产渐渐被外界熟知，开始源源不断地走出
大山。2015 年陇南市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
试点地级市，商务部也将陇南列为“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陇
南市诞生了西北首个淘宝网市级地方馆、西部首家电子商务教
学培训全日制学校。陇南正从过去的封闭中走出来，成为一个
“全民皆电商”的“时髦”之地。

现如今，经历过地震灾后重建的陇南正呈现加速奔小康的
势头。陇南的大山正在被打开，山水不再阻隔，脱贫攻坚进程加
快，发展正在实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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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建成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1 支、480 人，省

级地震救援队 76 支、12443 人，市级地震救援队 1000

多支、10 . 6 万人，县级地震救援队 2100 多支、13 . 4 万人

我国救灾物资储备能确保自然灾害发生的 12 小时内受

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初步救助

中央救灾物资储备第一时间可保障 80 万名紧急转移安

置群众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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