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千多年前，蜀郡守李冰率众修建了举世无双的水利
工程都江堰，原本水旱无常的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水
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
十年前的5月12日，一场特大地震使都江堰市城镇

住房严重受损，共有10余万个家庭、30余万人的住房不
同程度地遭到破坏。物华天宝、山清水秀的小城，在短短的
80秒地震后，变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大力援助，上海作为对

口支援城市也作出了努力，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十分迅速。
今天，都江堰市走过灾难、涅槃重生，市民悠闲生活，街头
游人如织，人们在这里都享受着生活的美好，一片生机勃
勃的景象。
“岷江黄浦江水水相连，上海都江堰心心相印”，十年，

不单纯是数字的增加，更是一个城市的转折与兴盛。

! 一座
山，一湾

水，一道堰。千
年的岷江水从都江
堰流过，“拜水都江
堰”成为了这座城市
的文化名片。在都江
堰市中心有李冰父子的

雕像，两千多年前父子俩
的坚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

奇迹。

温情常在 大爱无疆
雕像不远的地方，是在“!·"#”特大地震之后

新建造的都江堰光明团结小学。
都江堰团结小学的前身是回民学堂，"$!%年改由

政府主办后，更名为团结小学，寓意回汉大团结。#&&'

年 !月 (#日，灾难降临。幸运的是，除了个别学生受
轻伤，全校师生安然无恙。两栋教学楼中的一栋被
判断为危楼。#&&'年 )月 %日，来自上海的光明食
品集团捐资 #千余万元修建的光明团结小学项目
正式启动，全新的光明团结小学选址于原李冰中
学校址。工程于当年 '月正式动工，#&&$年 '月
全面竣工，$月 *日投入使用。
“我们这段时间正在举行‘感恩十年’的征文

活动，希望那些经历过地震灾难的师生，能够在今
年这个特殊的时刻，回忆起当年来自上海的鼎力

援助。”都江堰团结小学校长王芳说，“其实我也是
在新校区成立之后来到这里担任校长的，我能深刻感受

到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对于人们的伤害，因此我们不希望这个
‘伤疤’被再次揭开，我们更加希望人们能够对于未来生活充满
期待。”

现就读于长春师范大学的胡茗玥，十年前还是团结小学里的
低年级学生，“十年前，上学时要穿过拥挤的巷子，操场是坑坑洼洼
的黄土地，还不知有一种东西叫塑胶跑道。#+&'年 !月 ",日就

这样突然而至。”
“那一天死亡擦肩而过，家乡满目疮痍，老教

室成了回忆。但也是在那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
何谓人间大爱，灾后重建紧锣密鼓，城市丑陋的
伤疤被快速填补，我们也在板房学校里正式
复课。”胡茗玥特别提到，“光明团结小学”
开学典礼上，她搀扶着秦怡奶奶，听着她温
和的鼓励，小小年纪的我也觉得一切都有
了一个全新的开始，连小学也有了新的
名字———光明团结小学，“由上海这个千
里之外的城市点亮的光，消除了地震的阴
霾，照亮了幸存下来孩子的未来。山高水长
却有人相伴。”
十年前，地震成了一个节点，跨过这个节

点，人们更明白生命的意义，重创后的城市被
赋予了更坚韧的脊骨。十年后再回首，活在
这珍贵的人间，温情常在，大爱无疆。

王芳校长今年 -月底特别来到
上海汇报光明团结小学的有关情
况，“现在光明集团的是明芳董
事长，曾是上海援建指挥部
副总指挥，他在援建工作

中 的
许多事迹，至

今都江堰人民都记
得，这次向他汇报工作，他

明确提出光明团结小学的援建工
作要继续下去，十年的奖励基金即将结

束，光明集团将继续长期设立‘光明奖’，对优
秀师生予以奖励；同时，用 %年时间，分批组
织老师到上海学习考察。”

今天，光明团结小学成了社会、家长、领
导口中的区域名校，都江堰教育的一张名片。
“作为光明集团的一分子，我们感恩奋进，在
‘以团队的方式站立，每个人开出一朵花来’
的校园精神和价值理念指引下，培养出一批
又一批团结协作、厚德向上、博学睿思和阳光
大气的‘幸福光明团小人’。”王芳校长说。

捐棵!绿树" 撑片!蓝天"

都江堰市社会综合福利院原址在“!·*,”
汶川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所有建筑及福
利康复、办公设施设备严重损毁，福利院各项
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新建都江堰市社会综合
福利院是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恢复
重建重点民生工程之一，由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和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共同捐资修建。
“我们至今还记得时任上海市对口支援

都江堰市灾后重建指挥部总指挥薛潮说过，
科学援建、优质援建、务实援建的核心，就是
把党的温暖送到老百姓的手里、家里、心里，
为灾区人民送来上海人民的温暖与关爱。”用
都江堰市社会综合福利院院长刘萍霞的话
说，对于福利院，薛总更像是一个细心照料孩
子的母亲，从融资、选址、规划、具体设计方面
都亲力亲为，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以老人需
求为导向，在院内设施，老人房间设计布局等
方面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在福利院落成之际，
薛潮提出“捐一棵绿树，撑一片蓝天”，号召为
福利院捐种绿树，让福利院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还号召上海新闻出版界为福利院捐赠图
书，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年 -月 ,!

日，在福利院成立“上海书屋”。
据刘萍霞介绍，当年在上海援建指挥部

的协调下，福利院职工分别赴成都、上海等地
培训。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在福利院管
理、为老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了脱岗培
训，提高了职工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现在
我们福利院的员工中，虽然年轻人非常多，但
是他们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涨，为福利院发
展带来了朝气。”
“我住福利院 ,&多年了，从来没有想过

会住进条件这么好的福利院！”冯桂英老人是
一名孤老，今年已 $-岁高龄，地震前，住在原
都江堰市社会福利院。地震后，福利院房屋受
到严重的损毁，老人们只能借住在成都市第
二社会福利院避难。仅仅借住了 *年时间，一
座崭新的福利院奇迹般地呈现在眼前，“这里
各方面都很好，住的地方宽敞又舒适，护理员
服务热情周到，院内是鸟语花香，真的非常感
谢共产党，感谢上海人民……”
如今，在散步时只要遇到了前来咨询的

老人，冯桂英老人总会自愿充当临时接待员
带他们参观。见到上海来的记者，第一句就问
“薛总来了吗？”在冯桂英老人的床头放着一
只 ,&*&年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是上海
志愿者赠送给她的，冯桂英老人悉心照顾着

“小海宝”，
连标签都舍不得撕，“我们

不能忘了上海的恩情，不能忘了在我
们最困难的时候，上海人民伸出的援助之手。”

平凡医者 镌写大爱
“在都江堰，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看病

要到上海援建的医院。”都江堰市人民医院（都江
堰市医疗中心）执行院长于洪涛说，今年四月，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走进都江堰进行专家义诊，为
三百多位当地居民解答健康疑难问题。义诊结束
后，专家们还到重症医学科等相关病区进行了疑
难病例查房。来自上海交大医学院的专家通过报
告的方式，与都江堰卫计局相关人员进行了交
流，内容涉及医院管理经验，医学知识以及医院
文化建设理念。当年深入一线援建的瑞金医院业
务副院长陈尔真、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瞿洪平、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邓羽霄等为大家分享许
多生动的故事。

在震后几年间，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就从一个
二甲医院升级为三乙医院，医院去年加入全国首
个血液专科医联体———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病医
疗联合体，成为四川省内唯一一家加入该医疗联
合体成员单位的医疗机构。

在于洪涛看来，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是全国
三大血液病中心之一，都江堰市医疗中心成为上
海瑞金医院血液病医疗联合体成员单位后，都江
堰市及周边地区血液病患者都将得到上海瑞金
医院血液科同样的治疗方案，享受到上海瑞金医
院血液研究所的优质医疗服务。“成为上海瑞金
医院血液病医疗联合单位之后，上海瑞金医院会
定期安排专家来我们医院坐诊。我们医院也会派
医生、护士到瑞金医院血液科进修学习，我们还
建立了远程协作，都江堰市医疗中心将通过网
络，把病人的资料上传给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研究
所，由研究所的专家进行会诊。同时，双方还将在
血液病研究、学术论文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交
流。”于洪涛说。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都江堰市医疗中心）在
“!·*,”汶川大地震中毁损严重。作为上海对口援
建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上海投资了 -.*亿元，建起
了这片占地 *&&亩，建筑面积约 )万平方米，设
置床位 /&&张，设施一流的医疗中心。

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清晰明了的导医标
识，先进的医疗设备。这里的建筑规模早已超过
了上海许多区级医院，有些医疗设备甚至比申城
的三甲医院更加先进。走进大厅，患者井然有序
地排队挂号、就诊、交费，硬件设施与大城市的大
型综合医院相比毫不逊色。
“现在，不仅是都江堰市的居民会来看病人

来治病，连周边地区的病人也纷纷赶到这里。新
医疗中心已经成为辐射周边县市的区域性医疗
中心了。”于洪涛说，“应该说，都江堰以及周边地
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及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

比邻古城 海派新城
在都江堰市城区东北面，灵岩山下，蒲阳河

畔，有一座由上海和都江堰携手打造的规模最
大、功能配套最完善的灾后城市重建典范———都
江堰壹街区，这里距都江堰市城市核心区———古
城旅游区仅 ,公里。
“我们这里是由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灾后重

建的城市综合体。我们这里占地约 *.!平方公里，
安居房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共计 ,$!,套，有
机融合川西田园风貌和上海里弄风情，院落围而
不合，街道通而不透，充分体现城市与自然融合，
历史与现代并存，居家、就业、旅游休闲兼顾，山、
水、城、林、堰、桥、湖融为一体，是宜居、宜业、宜
游的城市副中心。”都江堰市银杏街道壹街社区

党
党委书记王利说，“我们这里有 *&万册藏书

可供借阅的专业图书馆；有为市民参与群众文化活
动的音乐厅、演艺厅，举办各类展览、讲座、培训、普
及科技文化知识、开展社会教育的文化馆；有为广
大群众提供丰富多彩文化服务的工人文化活动中
心；有为促进妇女开展丰富多彩实践活动的蜀绣设
计创意制作中心，帮助儿童及青少年提高综合素质
的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青少年活动中心；还配套建
设了妇幼保健院、壹街区小学及幼儿园、体育休闲
公园、文化活动广场等公共设施。”

王利特别介绍了在青城纸厂遗址上“再生”的
都江堰市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由同济大学建筑
设计院设计。图书馆分为两个区，以保留的青城纸
厂厂房为主体，在原厂房空间利用轻钢结构加建两
层楼面，作为借书、阅览场所；与厂房主楼转折相接
的是新建的报告厅副楼，两个区形成一长一短，一
新一旧的‘0’字形布局。整个图书馆既保留了都江
堰市的工业历史遗迹和城市记忆，又赋予了老厂房
新的文化内涵，是时代性与文化性的有机融合，是
上海人民和都江堰人民历史、情感、文化的见证和
延续。”

如果说都江堰是中国古代最具生命力的生态
工程，上海是中国现代最具有生命力的实验地，壹
街区则是上海和都江堰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一个
精品工程。壹街区以体现川西风貌、上海风情、时
代风尚为引导核心，在整体目标下，实现生活形
态与空间形态的多样化，营建街道界面完整、院
落围而不合、畅而不透的特色城市街坊空间。形
成城区与自然相互融合、历史与现代相互并存、生
活与就业相互兼顾、平时与灾时相互结合的可持续
发展构架。
“今年，我们将打造具有上海新天地特色的壹

街区文创街区、五星级酒店等设施也正在积极的规
划建设中。”王利说。

绝美景致 渐成现实
“!·*#”汶川大地震后，上海建工集团派出

/&&&多名建设者奔赴灾区，先后在绵阳和都江堰
抢建了 #.%万多套过渡安置板房和 *#个临时医疗
点板房等，之后又派出 %&&&多名精兵强将投入援
建。建设者克服气候多变、温差大、供电不足、山体
滑坡、运输困难等，创出了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中
的五个“最”：援建都江堰规模最大的工程和最大的
学校———都江堰市医疗中心，以及都江堰北街小学
和北区中学；援建都江堰最高的住宅楼———幸福家
园二期和慧民雅居住宅小区正在建造 #/万平方米
的 %)幢住宅楼，其中 *!幢为高 !$.#米的 *'层住
宅，这是都江堰市目前最高的住宅；援建都江堰最
偏远的学校———在离都江堰市区约 %&公里的虹口
乡高原村山区原址上重建的虹口小学；援建都江堰
最大的地下车库———在幸福家
园二期住宅小区内，拥有 )&&&

平方米建筑面积、可停放 *&&&

余辆车的地下车库；援建都江
堰中获奖最多的工程———都江
堰市医疗中心工程。

#&*/年，都江堰市滨江新
区的建设，是灾后重建以后，上
海和都江堰的再一次合作，也
是援建友谊的延续，不仅带来
了上海建工的高品质建设，而
且引来了上海园林设计院、上
海建工设计院共同在都江堰设
立四川分院，代表国内最高水
准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都江
堰建设国际生态旅游名城的意
义不言而喻。

“滨江新区作为都江堰实
现旅游产业和城市建设双转型
的引擎，其建设备受各方关
注。”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

司
司第五工程公司副总经理陈志阔说，“目前，
我们正在加紧对金马河 #号闸坝的修建，这也是
滨江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正在建设的
金马河 #号拦河闸和后续即将建设的 *号拦河
闸，将在金马河形成百万平方米的湖面水景。”

据了解，都江堰市滨江新区基础设施项目，
包括新建市政道路项目 *&个，改建市政道路项
目 -个，交通、水务、绿地景观等其他基础设施配
套项目。滨江新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子项目
为 #'个，其中西区自来水厂二期扩建工程、外江
滨河绿地景观（一期）生态停车场建设项目、*号
道路一期、#号道路建设工程 -个项目已完工。
在陈志阔看来，“船行都江堰，水映青城山”

的绝美景致正向我们走来，滨江两岸的美好愿景
也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这里不仅要让都江
堰市民享受到亲水宜居，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都将通过滨江新区文化娱乐集聚区，充分体会
都江堰的水魂，真正体现都江堰的水文化、水景
观、水旅游。

旅游名城 美丽田园
都江堰市拥有都江堰和青城山两张世界自

然文化遗产名片，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的栖
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坐拥世界双遗的都江
堰市也迎来最好的历史机遇，正以建设国际生态
旅游名城为目标，升级改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旅游目的地。
从 !月 *日开始，“一部手机游都江堰”小程

序正式上线运营，游客不用下载任何 122，打开
微信“扫一扫”小程序二维码或微信搜索“一部
手机游都江堰”小程序，即可使用在线购票、旅游
数据查询、13识花、找厕所、咨询投诉等服务功
能，享受一键游都江堰的便捷。

以“回归瑜伽本源———,+*'信大师”为主题
的第四届“中国（成都）—印度国际瑜伽节”将于
/月 *$日至 ,%日在都江堰市举行。活动内容主
要包括印度瑜伽大师培训授课、千人瑜伽习练、
中印太极—瑜伽体验课等，同时还将新增私教课
程、小班课程、公益课程等灵活多样的授课形式。

都江堰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成都文创和
对外交往的窗口基地，都江堰将抢抓国家“一带
一路”和四川自贸区建设机遇，深入推进国际交
流，大力建设国际生态旅游名城。

“5·12”汶川大地震 十周年之际重访都江堰

首席记者 方翔

一湾长虹飞架岷江浦江相连
汶川十年 大爱永存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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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一扫

走近三位都江堰人

! 光明团结小学的落成让孩子们

觉得一切都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本版摄影 蔡黄浩

! 都江堰市社会综合福利院

的老人说!不能忘了最困难时

上海伸出的援助之手

! 上海投资 !"# 亿元

建起都江堰市医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