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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9月12日上午，雅安市石棉县草科
乡农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内，一个
个临时帐篷被拆除，陈大姐也收拾好东
西，准备回家。几天前，村民们还曾在
这里一起搓汤圆。

下午5点过，草科乡中心小学的老
师终于搬完最后一张桌椅，带着教学器
材回到熟悉的教室。结束了当天的操
场教学后，孩子们会陆续回到已经经过
鉴定、安全可用的教学楼。

9月12日，记者从“9·5”泸定地震抗震
救灾省市（州）县前线联合指挥部第六场
新闻发布会获悉，按照地震响应终止的相
关规定，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省抗震救灾
指挥部决定从当天18时起，终止省级
地震一级应急响应，应急救援阶段转入
过渡安置及恢复重建阶段。

村民们回家了，孩子们即将回到教室，一
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在这场地震中，草
科乡的自救记忆值得回顾，也将留在每一个
人的心里，伴随草科乡的村民们向新而生。

震后开辟11个安置点
村民凑食材搓汤圆互祝平安

9月5日12时52分，甘孜州泸定县
发生6.8级地震。地震发生后,雅安市
石棉县新民乡、王岗坪乡、草科乡等地
通信、道路中断,多个村庄成为“孤
岛”。草科乡党委副书记黄兴带着5个
同事翻山越岭走了两个小时山路，带领
农家村村民开展自救。

与村干部会合后，村里开始摸排受
灾情况，疏散群众。由于暂时无法对外
联络，大家只能依靠储备物资开展自
救。有篷布的出篷布，有木头的出木
头，选定安全地带，就开始搭建临时安
置点。到9月7日上午，包括能用的帐篷
在内，这样的安置点已搭建了11个。

一块玉米地成为了首选安置点位

置，可是地里的玉米还没来得及收。“如
果这块地能用上，直接砍了就是，特殊时
期就不要考虑这些了。”玉米的主人大手
一挥，让黄兴请村里的挖掘机来施工。

9月7日中午，农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安
置点开始热闹起来。一颗颗搓好的汤圆
滚入开水中，旁边是十多位忙碌的妇女。
她们分工明确，手法熟练。不一会儿，煮
好的汤圆优先送到了附近的老人手里。

“材料是大家一起凑的，有红糖的
出红糖，有面粉的出面粉。”村民陈大姐
告诉记者，经历过这次地震，大家都还
能够安聚在这里，劫后余生，更加珍
惜。所以大家决定搓一顿汤圆一起
吃。她说：“因为汤圆有个很好的寓意，
汤圆汤圆，团团圆圆，互祝平安。”

如今，陈大姐已收拾好东西，准备
离开这个住了一星期的安置点。黄兴
告诉记者，农家村的部分房屋已经过鉴
定，为安全的房屋，村民可以回家住
了。现在已经转入重建阶段，村里也开
始做农户过渡意愿调查。

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
第二天操场上传出朗朗读书声

12日，草科乡中心小学的临时帐篷
也撤了。下午5点左右，看着孩子们在
操场收拾，姜欢欢拍下一张照片。

5日地震发生时，姜欢欢刚坐下吃
午饭。这位才到草科乡中心小学教书
不到一周的新教师，立马起身和校长一
起跑到教室疏散孩子们。

当天下午2点过，乡政府送来了第
一批帐篷。学校的20多位老师着手搭
建，孩子们也十分懂事，搬砖头、拿床
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夜幕降
临时，尽管有些拥挤，但每个孩子都有
了自己的床位。

次日凌晨，4.5级余震袭来，帐篷里
传来孩子们的啜泣声。老师们从行军
床里爬起来，走进帐篷挨个轻声安抚。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孩子们又安静睡
去，四周再次寂静下来。

6日，老师们又起了个大早，监督孩
子们洗脸刷牙吃早饭，清点人数。从9
月6日起，老师们的工作时间变成了早
上6点到晚上11点，等孩子们睡下，他们
才有时间休息。

吃过饭，孩子们来到操场上席地而
坐，把课椅当成书桌，手捧课本开始上
课。每个年级有各自的区域，互不影
响。朗朗的读书声传出校园，飘在草科
乡上空。“我们在确保学生和教师安全
的情况下，震后第二天就开始逐步恢复
教学。”该校校长谢建兰告诉记者。

12日，摆在操场上的课桌，被老师
们搬进熟悉的教学楼。姜欢欢告诉记
者，经过房屋鉴定，政府通知教学楼已
经可以使用。接下来，学校会有序恢复
室内教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勇

地震发生时，家住雅安市石棉县草
科乡田湾河村的老祝，正在地里掰玉
米。幸运的是，震后家里人都安好。

住了几天帐篷后，老祝家的房子经
评估还能住人，他家的酒店除了厨房有
点裂缝，其他尚好。震后的每一天，老
祝和家人都很忙：给救援的武警战士带
路，帮村里房子倒塌的人家整理东西，
媳妇去村里组织的坝坝厨房做饭，做电
工的亲家公去各村帮忙抢修电路。

“我没报什么志愿者，我见什么做
什么”，一句质朴的话，展现了老祝在震
后的日常生活。

老祝的大女儿和女婿在县城打工，
地震时，2岁的外孙正跟着老祝夫妇。老
祝的小女儿在县城读初中，通讯畅通后，
孩子的班主任及时跟家长们报了平安。
老祝说：“都说县城里边没事，那就好。”

这几天，老祝主要帮房屋倒塌的村
民搬运东西、抢通水电。他说：“有些人
家房屋倒塌了，我帮他们把里边的床、
衣服、粮食这些整理‘巴适’；前几天每
天上和平村去给救援的武警战士带路，
因为上面我很熟，他们就叫我去带路。
反正有事可做，我见到什么就做什么。”

给救援人员带路时，老祝说，“当时
不觉得，现在想想都后怕。到了悬崖下

边，心头还是有点害怕，但是想着反正
来都来了，别人都能过得了，我怎么过
不了？不是本地人都去救援了，我作为
本地人更应该去。”

当下，老祝特别感谢前往地震灾区
救援的武警战士。“村民们叫他们吃饭，
他们不吃，说自己带有干粮，我一看就
是压缩饼干。我带的东西比他们好吃
一点，我叫他们吃，他们也不吃。他们

吃干粮的时候，都是背着村民吃的，后
来被村民发现了，就有村民煮好了饭，
好几次想把战士们拉去吃。”

老祝的妻子在当地政府组织的一
家“坝坝厨房”帮忙，每天凌晨5点就起
床，去给救援人员准备饭菜。

老祝的亲家公，之前在外打工从事
电工方面的工作，震后也一直没闲着。

“前几天去挖角村抢修电线了，这两天
好像在新民乡那里。反正他每天都在
走动，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帮忙。”老祝拉
家常似地说着这些。

之前三天都在带路，天天跑山路，
老祝的腿痛病又犯了。上不了山，他就
改开三轮车运送救灾物资。之后帮村
里房屋受损的家庭整理物资。把一些
危房里的东西搬出去后，老祝又到地里
掰自家玉米去了。

当下，一些救援人员住进了老祝家
开的酒店里，“他们在帐篷里边住了几
天，实在是太疲倦了。”老祝本是免费提
供住宿，但“有的人鼓捣（四川方言“坚
持”的意思）要给钱，我说不用，他们还
是要给。我说钱无所谓的，就给大家提
供一个方便，他们都是过来支援的，
（钱）这些是小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吴德玉

救援人员行走在布满落石的山
间。 图据受访者

石棉县草科乡“自救”记忆
中心小学师生联手搭帐篷震后次日操场传出读书声

泸定县得妥镇
过渡安置房开建

预计可安置受灾群众1000余人

华西都市报讯（张建国 记者 陈远
扬 李庆 王祥龙）9月12日13时许，甘孜
州泸定县得妥镇繁荣村的一片田地旁，
作业车辆来回穿梭，旁边摆放着蓝白相
间的活动板房材料。这里是得妥镇过
渡安置房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已经硬化
好三处活动板房的地基。施工单位预
计在一周内，要在33亩地上建好活动板
房，同时完善各类配套设施。

“目前施工区域占地约33亩，分为4
个地块施工。”据泸定县城乡和住房建设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4个地块由3堵挡土
墙隔开，将新建数百间活动板房，预计可
过渡安置受灾群众1000余人。为了让
受灾群众早日得到妥善安置，当地采用
规划设计、现场施工、行政审批同步推进
模式，协调各方加快进度建设。

在过渡安置房建设现场，国家电网
泸定供电分公司正加紧加装两个变压
器，以最快速度架设梳理线路，全力保
障群众搬进过渡安置房后，能尽快用上
电。在繁荣村过渡安置点加紧建设的
同时，10公里之外，磨西镇的一片洼地
上也正机声轰鸣，一个规模较大的过渡
安置点正在建设。据悉，甘孜州将在泸
定得妥镇、磨西镇建设过渡安置点。不
久后，在帐篷中临时安置的群众将陆续
搬进安置房中。

草科乡田湾河村村民老祝一家的震后日常：

“我没报志愿者，见什么做什么”

9月7日，学生们在石棉县草科乡中心小学操场上上课。新华社发

9月7日，学生在操场上做作业。
新华社发

学生们在校内吃午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