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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与泪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和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为四川口述史提供了无尽的素材，“5
·12”之后，四川口述史出现了猛烈的“井喷”现象。　　“井喷”的主要原因，是千年难遇的大灾
难和抗震救灾，废墟下的幸存者、逃生者有强烈倾诉的渴求；参与抢救的解放军、武警战士、医生护
士和无数的志愿者，渴望讲述亲眼目睹的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父母、妻子、儿女
的人，更是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新闻媒体出于新闻采访的需要，与口述采访不谋而合；作为文史工
作者，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当代四川史编委会和四川省社科院更是有意识地开展口述采访和抗震救灾
资料的整理工作。　　“5·12”抗震救灾以来，成都、绵阳、广元、青川、北川、汶川、都江堰、绵
竹、江油等地，或由宣传部门组织，或由当地政协文史委牵头，以表彰宣传抗震救灾先进人物为契机
，开展了大规模的口述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这些资料中包含了大量的口述采访、回忆、自述，是汶
川特大地震和抗震救灾最宝贵的原始材料。　　“5·12”特大地震以来，四川口述史成果累累，出现
“井喷”，这既是亲历抗震救灾的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结果，也是文史工作者、新闻媒体和专家学
者出于使命感而有意识推动的结果，我们由此进一步领悟到“大家来做口述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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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3辑):铭记"5·12"汶川特大地震》内容简介：“5·12”抗震救灾以来，成都、
绵阳、广元、青川、北川、汶川、都江堰、绵竹、江油等地，或由宣传部门组织，或由当地政协文史
委牵头，以表彰宣传抗震救灾先进人物为契机，开展了大规模的口述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这些资料
中包含了大量的口述采访、回忆、自述，是汶川特大地震和抗震救灾最宝贵的原始材料。“5·12”特
大地震以来，四川口述史成果累累，出现“井喷”，这既是亲历抗震救灾的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结
果，也是文史工作者、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出于使命感而有意识推动的结果，我们由此进一步领悟到
“大家来做口述史”的重要意义。“5·12”汶川大地震是人类灾难史上一场惨烈的大灾难。在历经一
年的地毯式科考调查之后，横断山研究会会长、首席科学家、地质高级工程师杨勇断言，许多历史上
尚无记载的地质灾害产生于此次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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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山崩地裂生死瞬问
　01 “5·12”大地震终生难忘
 地缝，竟在我眼前不停地开合
 山崩地裂后，湔江里冒出一座山
 她从这座山被震到另一座山
 那种失重的感觉，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02 父子情母子情 悲情难抑
 背儿子遗体回家：我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
 废墟下女儿生下孩子，母子却双双离去
 妻子那晚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
 为了娃儿，锯了腿我也要出去！
　03 夫妻情深似海 生死难舍
 轻轻盖住妻子的脸
 用情歌拯救生命
 骑单车去北川寻妻，只带回了一杯土
 歌声唤醒昏睡二十六天的妻子
　04 亲情友情乡情患难见真情
 我最好的朋友哪儿去了
 深山弱女子只身救父母公婆
 我们炸开了生命通道
 地震那晚我偏偏要生了
第二部分 抗震救灾 人间至爱
　01 灾情震惊中南海
 最危急时刻，总书记飞抵四川灾区
 震后第一夜，灾区遇总理
　02 肩负神圣使命人民子弟兵衔命出击
 将军冲在救援突击队最前面——记挺进震中映秀镇的某集团军军长许勇
 我和战友背着百岁老人走出大山
 人民子弟兵在向峨救灾——采访解放军某部副旅长封波
 汶川，那九十多个日日夜夜
 抗震救灾工作日记
 人民群就是我的亲人
　03 危难时刻 救人第一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面对灾难，我选择坚强
 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都江堰聚源中学救援记
　04 师德巍巍大爱千秋
 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
 那一刻，她用身体护住学生
 青山见证“豪华”葬礼
 教室那道门，竟成了生死线
　05 可爱的白衣天使 可敬的白衣战士
 含泪截肢，我的心在滴血
 全城消毒，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成都市疾控中心都江堰防疫纪实
 我是医生，救人是我的职责
 灾区伤员就是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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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新闻媒体不辱使命
 汶川，向世界报道
 那一刻我在镜头背后哭泣
 用镜头凝聚爱心和力量
　07 志愿者之歌
 国际救援者在地震废墟上
 灾情紧急：成都的哥雨夜驰援
 震后成都：献出我们的血和爱
 第三部分 重建家园凤凰涅桨
　01 吹响重建号角
 病榻上情系北川
 “陈老板”的八小时
 铁人指挥刘国会
 清平，我永远的家
　02 重建捷报频传
 北川新县城规划始末
 一片真情洒灾区
 难忘援川点滴情
 援建灾区 为民所为——浙江对口援建青川县马鹿乡指挥部指挥长李全明访谈录
附录
　“5·12”汶川特大地震大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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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两人一组背着电动喷雾器，一组负责喷洒空气消毒剂，一组负责喷洒杀虫剂，对老人们居住
的帐篷内外等周边重点区域进行喷洒，还对倒塌房屋的废墟进行了消毒，做到不留一点儿死角。为提
供一个卫生、安全的环境，保障老人们的身体健康，防疫小分队的官兵们两三天就要来敬老院一次，
对周边环境进行“消、杀、灭”处理。“每次看到解放军来喷药，心里头就特别踏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里的老人没有一个生病的。”敬老院七十六岁的肖孝成老人感激地说。　　老人的一句话使我
感慨万千。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拼命工作，为灾区群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在广灵村三组灾民临时集中安置点，村民刘永全看见穿着白大褂背着喷雾器的官兵又来消毒了
，赶忙为我们拿来了矿泉水：“这么热的天，辛苦你们了！”　　下午3点多，我们挺进位于汉旺镇
吴都村的大型板房社区，为板房周边区域喷洒消毒剂和防蚊虫剂。野战防疫车通过喷洒消毒药剂，可
对空气、水源、集中居住点、垃圾场、坑道等地方进行全面消毒。它的最大储药量是两吨，一次可以
喷洒消毒一百万平方米的范围。　　在灾区，我们的防疫任务是比较重的。除了像兴隆镇这样的场镇
区和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外，做好绵竹周边板房区的“消、杀、灭”工作，保障援建单位有一个健康
的工作环境，也是我们的防疫重点。　　进入灾区以来，我们采取的是“三线作战”的战略。所谓“
三线作战”，就是医疗救治、一线巡诊和卫生防疫同时展开。进驻绵竹后，方舱医院前期的主要任务
是集中主要兵力开展医疗救治。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医疗巡诊小分队，深人灾区较偏远的乡村，
为当地百姓送医送药；并利用精良的防疫装备，深入没有防疫能力的偏远灾区，开展防疫工作。　　
对首次赶赴偏远受灾乡村巡诊的经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5月下旬的一天，当听到前往红白镇的道
路刚刚打通的消息后，我就立即率医疗巡诊小分队和防疫小分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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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震后第一夜，灾区遇总理将军冲在救援突击队最前面；教室那道门，竞成了生死线；含泪截肢，
我的心在滴血；北川新县城规划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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