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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木子在哈塔伊救援时，一
批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土耳
其捐赠的200顶救灾帐篷，也由民
企商会负责联系运输、清关和后续
发放。由于当地的救灾管理制度，
这一批帐篷后来被“意外”紧急征
用，分别运送到地震重灾区马拉什
和加济安泰普。通过寻找，李木子
在卡赫拉曼马拉什追回了一半的
帐篷，看着堆起来的帐篷，中国慈
善联合会救灾委个人委员张复星
给李木子提了一个建议，建一个临
时安置点。

思考之后，李木子决心实施
这个计划。面对当地政府的犹
豫，李木子讲了三个理由：受灾民
众需要临时住所，安置点能满足
部分需求；这个安置点的建设，有
参与过厄瓜多尔地震安置点的建
设的专业人员指导；安置点管理
权会交给当地政府，中国人只是
进行“协助”。

最终，安置点选择在卡赫拉曼
马拉什的一片麦地。经李木子四
处奔走寻求资源，当地时间3月2
日，这个被命名为“中国村”的临时
安置点正式接纳受灾民众入住。
为了建设安置点，李木子先后在马
拉什生活了40多天。这期间，他
被大家称为“中国村村长”。而这
个由他牵头筹建的安置点，是卡赫
拉曼马拉什最早的安置点之一。

“受灾民众入住后，还有很多
物资、设施需要继续募集，比如卫
生间不够需要建新的，学生们需
要设备和网络来上网课，有的帐
篷在运输的时候破损而漏雨。”李
木子坦言，这一过程他非常焦虑，
每天都在不停出现问题又不停解
决问题。

“中国村”的名声传出后，20多
位华人志愿者先后来到这里，支持
安置点的建设，有来自土耳其的华
人企业家，有在周边国家做汉语教
师的华人，还有国内的公益机构。
在当地人的要求下，志愿者还在

“中国村”开办了临时汉语班。
“5月我回去看过一次，运行得

还可以。”李木子说，营地里许多孩
子跟着志愿者学习中文，走在街
上，还会有人给他打招呼，“你知道
中国村吗？是中国人建的，你可以
去看看。”

8月，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李木
子接到了负责管理“中国村”的土
耳其人员的电话，被告知“中国村”
已被拆除，“村民”们搬进了集装箱
安置房。

“突然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
我的救援行动圆满画上了句号。”
李木子说，这意味着受灾民众有了
更好的住处，这个临时安置点也完
成了它的使命。

如今，李木子在出差的时候仍
旧会路过哈塔伊，这里的道路已经通
畅，当地人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

在土耳其生活了20余年的华
人李木子。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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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地震后，牵头建起安置点“中国村”

“村长”李木子：我只是尽我所能

北京时间2月6日9时17分和18时
24分，土耳其先后发生两次震源深度20
公里的7.8级地震。这场灾难，共造成土
耳其和邻国叙利亚近6万人死亡，2300万
人受灾。

地震发生后，在土耳其生活了20余

年的华人李木子，驱车几十个小时，前往
重灾区哈塔伊省救助受灾民众，并为赴土
救援的中国国家救援队提供后勤支持。

在地震救援中，李木子在卡赫拉曼马
拉什建起一个临时安置点，为当地受灾民
众提供庇护。这个安置点被大家称为“中

国村”，而带头参与建设的李木子则被称
为“中国村村长”。半年后，“中国村”被拆
除，“村民”们搬进了集装箱安置房。

回想起建设“中国村”的一幕幕，李木
子觉得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说，

“有一种自我奉献的自豪感。”

12月15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李木子笑着
说：“土耳其也算是我的半个故乡。”

李木子 28 年前前往土耳其发
展，如今已定居土耳其，从事贸易、咨
询方面的工作，他还是土耳其中资民
营企业商会会长。

地震发生后，李木子带着商会企
业成员驱车1100多公里，前往重灾
区哈塔伊省救助受灾民众，并为赴土
救援的中国国家救援队和社会救援
力量提供后勤支持。

自2月8日抵达灾区后，李木子
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一方
面，土耳其中资民营企业商会地震
后立即启动了救灾工作，为7支来自
中国的救援队提供后勤支持，商会
成员三一重工更为一线救援从当地
协调来了大型工程机械，这些工作
都需要他居中对接；另一方面，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商会捐赠的物
资也需要他发放，由此时常奔波于各
个乡村。

“当时我还在生病，每天都要吃
抗炎药，困了就赶紧睡一下，眯个15
分钟、20分钟，醒了之后又开始对接
各种事项。”李木子说，每天第一件事
就是梳理采购、捐赠的物资清单。

12月13日，曾同在哈塔伊开展
救援的深圳公益救援队赴土队长陈
媛回忆说，当时的灾情远远超出了单
一救援力量能够处置的范畴，几乎每
一个作业面都是四五支来自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救援队伍，配合大型机械
作业。“虽然大家语言不完全相通，但
相互配合操作非常默契。”

2月11日，李木子与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和曙光救援队在哈塔伊，通
过与当地政府联络，确认定点支援3
个村600户近4000人的震后安置工
作，仅用了1天时间就为当地筹集到
了受灾民众急需的帐篷和生活物
资。“对于我们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很
多当地百姓都向我们表达感谢之
情。其实，我也只是尽我所能做了一
点事。”

当各国和地区救援队开
始返程，土耳其也迎来灾后
重建的现实问题。这个过程
中，中国也持续向土耳其伸
出援助之手。

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特约
研究员、省灾后重建基金会理
事长邓文武表示，2008年汶
川地震，土耳其向中国捐赠
200万美元，这份情谊四川一
直记在心里。了解到土耳其
灾后重建需求，今年6月，在
土耳其驻成都总领事陶可曼
先生和四川省外事办、省政府
参事室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和
指导下，四川省灾后重建基金
会、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
学院、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科技
大学决定共同在土耳其举办

“土中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国际
研讨会”。

10月31日，来自中国、土
耳其、德国的多位专家学者齐
聚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围绕

“加强灾害风险管理与坚持科
学灾后恢复重建，促进可持续
发展”主题相互交流探讨。中
方专家学者代表分享了四川
在震后重建中的规划设计、生
态恢复、基础设施、智慧城市
建设以及金融支持等领域的
实践经验。同时，成都交投、
西南市政总院共同与土耳其
GMK集团在伊斯坦布尔签订
合作备忘录。

邓文武表示，在研讨会
上，土耳其参会人员对汶川
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仅用
三年便宣告完成的宝贵经
验表现出极大兴趣，感叹

“中国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
的专家来了”。

“预计2024年春季，土耳
其官方将派人来川回访，进
一步对接落实双方灾后重建
合作事宜。”邓文武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伍勇杨峰 陈羽啸

位于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的“中国村”（摄于2023年3月）。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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