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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有你

“吃了烧烤再走吧！”
泸定、石棉居民沿街排队几公里送别地震救援队伍

泸定地震灾损评估专家组深入震中摸排情况

“人心是灾后重建的最大力量”

“丢进去嘛！丢进去！”
当撤离的救援车队经过时，雅安市

石棉县的居民们将手中的烧烤、水果、
鸡蛋等不停往车内送。救援人员摆手
拒绝，大家就将这些东西“硬塞”进车
内。当天，同样的感人一幕，也在甘孜
州泸定县上演。

9 月 13 日，“9·5”泸定地震第 8
天 ，随 着 应 急 救 援 阶 段 转 入 过 渡
安 置 及 恢 复 重 建 阶 段 ，在 泸 定 、石
棉参与抗震救灾的救援队伍陆续撤
离 ，两 地 居 民 纷 纷 沿 街 送 别 ，排 行
数公里。

雅安石棉
送别持续10多分钟
市民“强行”送烧烤

13日早上7点多，石棉县河北路
二段，70多岁的倪春花老人早早来到
路边。时间尚早，天还未完全亮开，
但道路两旁早已站满人。大家过来
除了送别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
是向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
员表达感谢。表达的方式很简单：这
些天救援人员辛苦了，要让他们尝尝

“石棉的味道”。
为此，有人带来了苹果、香蕉、核

桃、八月瓜，有人带来了煮鸡蛋，还有人
带来了独具当地特色的石棉烧烤。大
家在横幅、纸板上写着：“吃了烧烤再
走吧！”

和其他人带的东西不同，倪春花要
送给救援人员的，是她自己缝的鞋垫。
在她心里，这些孩子辛苦，往后夜里凉，
垫上厚厚的鞋垫，脚不会冷。

街道两边，前来送别的人越来越
多。在等待过程中，大家讨论最多的，
是如何把带来的东西送到救援人员手
里。“他们不收怎么办”是大家最担心的
问题。有人提议，把所有的东西分成小
份装在袋子里，这样送进车内也方便。
一人提议，众人响应，人群很快就忙活
起来。

8点50分左右，撤离的救援车队出
现在人们视线中。

“石棉人民感谢你，我们永远记住
你！”前来送别的人开始用喊话的方式
表达敬意。车队缓缓驶过，救援人员开
窗挥手、敬礼致意。这时，街道两边的
人纷纷将手中的东西往车里送，救援人
员纷纷摆手拒绝。

见救援人员不肯收下这一点心意，
不少人开始急了。这时，有人提议将东

西硬丢进车内，于是，人们纷纷把手里
的袋子往救援车内塞去，倪春花也借
机将手中的鞋垫递到救援人员手中。
车队很长，人们很热情，送别持续了10
多分钟。

甘孜泸定
车头挂满祝福哈达

“感谢”是说得最多的话

在泸定县，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
虽然已经和消防员叔叔一起合过

影、敬过礼，但当真的要离别时，还是有
小朋友哭得稀里哗啦，抱着即将离开的
消防员久久不肯放手。救援车队驶离
时，人们给每一辆车都挂上了象征祝福
的哈达。

为了把心意送到救援人员手上，
当地居民拼命往救援车内“扔”准备
好的东西。一辆救援车上的人摇手
拒绝后，又把东西扔还给居民，眼
看救援车队就要开走，居民又将东
西扔回去，救援人员只好再次把东西
扔出来。这样，反复来回 11 次，最
终，救援人员收下了这份心意，并敬礼
致意。

在赶来送别的队伍里，“感谢”是大
家说得最多的话。

下午2点，汶川县森林消防大队营
区里人头攒动。当地居民得知救援人
员圆满完成救援任务归建后，便早早
等在营区和营门街道旁，为平安归来
的消防战士送上哈达和鲜花，一条横
幅上写着：“汶川人民欢迎‘汶川哥哥’
平安归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肖洋

在从成都绕道马尔康赶往泸定县
磨西镇的路上，第宝锋一直看着窗外，
山体破碎、道路不畅、房屋垮塌、余震不
断，让这位灾损评估专家的心里感到有
些沉重。

“9·5”泸定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
作为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
院长，第宝锋受四川省减灾委委托，率
领伙伴一起挺进震中磨西镇。他是泸
定地震灾损评估专家组组长。

如果说，那些生死救援是在和震后
的空间坍塌争夺生命，那这支队伍就是
在和未来的重建抢夺空间。他们的评
估结论，关系着灾后重建从哪些方向精
准着手、震中位置是否还适宜重建村
庄、村民财产损毁情况等。

“这次重建的难度不小。”9 月 12
日，第宝锋在回到“9·5”泸定6.8级地震
灾损评估组办公室后说。据介绍，在专
家们的野外核灾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后，
接下来将指导地方建立台账，精细评
估，全面推进灾损评估工作。

“这不是鸡毛蒜皮”
关系到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

即使是同样出现裂缝的两栋房子，
在专家的眼里，也是不同的概念。

“看上去裂缝小的，如果震损的是
承重墙，很可能就是危房了。而看上去
外观没有问题的，可能地基出了问题，
同样不能住人了。”这些都是第宝锋在

走访中常常需要向村民普及的常识。
“这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的

笔记本上，记录着过去一周里，他和伙
伴们抵达的每一个村、每一条街道。

在得妥镇，受灾严重的湾东村、联合
村等道路中断，他们便跟随当地居民和
森林消防队伍一起，徒步进入位于山体
之上的村庄。在燕子沟镇康家村，他们
团队徒步翻越滑坡体，对受灾严重的居
民住宅及沟底受损的水电站进行调查。
在当天的记录中，第宝锋写着：“燕子沟
镇大坪村山高坡陡，坡体变形严重，多处
房屋地基拉裂，水电站引水渠断裂，电站
厂房错动倾斜，也是应急排危和灾后恢
复重建需重点关注的区位之一。”

灾损评估直接支撑着灾后承建和
可持续发展——这是多年来，第宝锋对
于这项任务的认知。若是将灾损评估比
喻为大树的主干，那千头万绪的枝丫，伸
向了包括交通、住房、水利、农业、通信、
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最后汇总成28
张表格，“形成台账，再在此基础上做评
估报告，支撑灾后重建的具体规划。”

在一周的跋山涉水后，第宝锋对于
此次灾损情况有了基本的判断。震后，
位于河谷地区的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
损毁严重；在山腰山顶部分，房屋倒塌、
设施受损的现象极为明显。特别是靠
近鲜水河断裂带东南部的村组，地震破
坏大、次生灾害影响久，“如现在到湾东
村等地方的道路都还在抢通中。”

“我是党员”
救援中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

在湾东村，第宝锋听到了无数个震
撼他的瞬间。

在用直升机进行人员转移时，一位
怀孕近8个月的妈妈带着2岁的孩子，
妈妈先被人送上飞机，剩下2岁的孩子
在地上哭。这时，一位大姐抱起孩子就
往飞机上冲，在场的泸定县副县长达瓦
有点不高兴，他理解大家都想早点转移
的心情，但所有村民的转移顺序都是安
排好了的。

让达瓦没想到的是，大姐将孩子塞
上飞机后，自己又下来回到人群中。达
瓦忍不住上去问她，大姐理直气壮地回
复了一句：“我是个党员得嘛，还有这么
多人需要转移。”

“‘我是党员’，这句话在这次救援
中特别有力量。”第宝锋说，在联合村，一
位小伙子在雨后泥泞的山坡上踏出一条
路，方便专家们行走，他讲着村子里核桃
和板栗的受损情况，说自家房子也塌
了。第宝锋问他：“所以你是队长吗”？
小伙子回答：“我不是，但我是党员。”

第宝锋去过很多震后现场，常常被
那些普通人身上的光亮所打动，他感
叹：“人心是灾后重建的最大力量。”

在第宝锋的记录中，他们走访了至少
200户村民，“大家都很乐观，说得最多的
就是只要活着就好，活着比什么都好。”

灾后重建
涉及多个领域难度不小

对于第宝锋而言，他闭上眼睛，就
会想起那些漫山遍野散落的核桃、李子
还有中药材。“这是村民一年的收成，农
牧业的损失都需要加以考虑。”这位灾
损评估专家开始思考产业重建方案。

目前，四川已终止地震一级应急响
应，转入过渡安置及恢复重建阶段。第
宝锋坦言，此次重建的难度不小。“重建
将面临次生地质灾害长期的影响，且涵
盖房屋、基础设施、产业和心理等多个
领域。”千头万绪，已经完全铺开，第宝
锋信心满满地说，虽然地震猝不及防，
但人的力量总能对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受访者供图

泸定居民送别救援人员。程雪力 摄

石棉居民给救援人员送土特产。

石棉居民送别救援人员。

团队成员开展灾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