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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剑阁》

前言

　　灾后重建的伟大创举感恩奋进的精神财富两年多前发生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
来山河破碎的灾难和骨肉分离的痛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危难之际伸出的援助之手、奉献的同胞之
爱。我们永远铭记，全国人民与灾区人民患难与共，携手并肩，共同穿越灾难、重建家园的奋进岁月
。今天，四川要欣慰地向全国人民报告，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党政军民的大力支持下，我
们奋力夺取了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和灾后重建的决定性胜利。截至2010年9月，纳入国家灾后重建总体
规划的29700个项目，已完工25269个，占85。1％；完成投资7364亿元，占概算总投资的85。5％，实现
了中央提出的“力争在两年内基本完成原定三年的目标任务”的要求。曾经满目疮痍的地震灾区已旧
貌换新颜，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正汇聚升腾起新的希望。我们代表震后重生的灾区人民，向
所有支援和帮助我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全国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表示
衷心的感谢！特别要向18个对口支援省市，向坚持奋战在灾区一线的广大援建单位和援建工作者，表
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口支援是一项伟大壮举，集中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特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震后不到一个月，中央作出“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
口支援的重大决策，出台《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全力支持灾区重建新家园。18个
对口援建省市积极响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急灾区群众之所急，想灾区群众之所想
，把灾区恢复重建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把受援县市当做自己的县市来看待，把灾区人民的事
当做自己的事来抓，全民动员、全情投人、全力以赴，为中央分忧，为灾区解难。各援建省市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都亲自带队，深入受援县市调查研究，部署和推动对口支援工作。援建省市与灾区人民心
手相牵、众志成城，合力重建家园，在人类抗灾救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对口支援的成功实
施是中华民族共御巨灾的一大创举，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灾后重建模式。这一伟大壮举，极大彰显了社
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力呔事的制度优势，空前浩大的重建队伍迅速向灾区集结，空前规模的重建物资
迅速向灾区调运，空前声势的对口援建迅速在灾区展开，向世界展示了四海同心的中国力量；这一伟
大壮举，生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举国上下患难与共，前方后方同
心协力，海内海外和衷共济，凝结成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生命共同体，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祖国大
家庭的无比温暖，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这一伟大壮举，充分展
现了我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正是因为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支撑和强大的技术保障，
为成功应对特大自然灾难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伟大壮举，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我们
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能够应对各种风险、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具有强大战斗力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隗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对口支援是一尊不朽丰碑，生动记载了共建美好
家园的坚韧历程两年多来，对口支援取得的丰硕成果情溢天府、意满巴蜀。18个对口支援省市的数千
名援建干部，数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和建设者，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奋战在重建一线，一个个热火朝
天的重建场面点燃了灾区复兴的希望。尤其令灾区人民感动的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各
援建省市克服自身经济发展压力，作出郑重承诺，坚持完成对口支援任务决心不变、目标不改、力度
不减，“一家人、一条心、一个目标”，全力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截至2010年9月，18个对口支援
省市确定的3645个援建项目已完工3183个，援建资金已到位684亿元，完工进度和资金到位率都超过85
％。除中央确定的18个对口援建省市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省区市也积极给予
援助；省内其他市州分别对口支援1个重灾乡镇。灾后重建取得决定性胜利，对口支援发挥了关键性
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对口援建帮助灾区建起的是美好家园，在灾区人民心中树起的
是巍峨丰碑。18个对口援建省市竭尽所能把心目中最美好的构想挥洒勾画在震区大地，以昼夜兼程的
速度改写着震区的面貌，促进了灾区城乡整体布局的优化和环境风貌的提升。各地的规划智慧和建设
风格在重建中得到充分展示，灾区城乡规划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在对口援建的推动下，与震前相比，
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地震灾区，取名为“爱
心学校”、“爱心医院”、“民心路”、“感恩街”的民生设施随处可见，成为灾区人民表达感恩致
谢的特殊方式。对口支援是一次再生涅槃，有力铺筑了灾区持续发展的振兴之路各对口支援省市坚持
输血与造血并重、重建与发展并举，不仅帮助灾区实现“原地起立”，而且注重“发展起跳”，突出
产业项目援建，大力增强了灾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发挥自身产业、技术和人才优势，援建了一批工
业、旅游、特色农业等项目，积极帮助灾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等方式，帮
助灾区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特色产业，促进产业升级；通过组织企业到灾区考察投资，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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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剑阁》

一批对口合作特色产业园区，为灾区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一个个合作项目的引进实施、一个
个产业园区的加快建设，灾区产业恢复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不断增强。地震灾区的二十多个产
业合作园区，正逐步成为各受援县市经济快速发展振兴的重要支撑。各援建省市在加强硬件设施援建
的同时，充分发挥科教、人才、管理和机制优势，为受援县市提供多种形式的“软件”支持。积极开
展支医支教支农，选派了大量灾区急需的技术人员，确保援建项目建成一个、有效运行一个；积极开
展教育培训和结对帮扶，有针对性地培训项目管理、施工监理、城乡规划等专业人员，为灾区留下一
支“撤不走”的人才队伍；积极开展干部双向交流和挂职锻炼，数千名优秀援建干部到灾区任职，一
批灾区干部到援建省市挂职锻炼，使灾区干部群众的观念和理念都得到深刻转变。对口援建省市通过
多种方式的智力帮扶，促进了灾区干部素质整体提升，为灾区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保障。在重建进
程中，“南腔北调”的援建者，“南来北往”的志愿者，成为又好又陕推进灾后重建的生力军。对口
支援是一座友谊之桥，全面开启了合作共赢发展的崭新平台危难之际见真情。对口援建是心与心的沟
通、情与情的融合，托举起灾区人民面对灾难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力量，灾区人民与援建省市人民结下
了患难与共、永志不忘的深厚情谊。对口支援的开展，既推进了灾区恢复与发展，又搭建了交流合作
的新平台。以对口支援为契机，促进了人员大交流，数以万计的援建队伍来到四川灾区，各个层次的
党政交往前所未有，双方相互的关注度显著提高；促进了理念大融合，灾区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
感染了援建人员，东中部地区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移植灾区，深刻改变了灾区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
；促进了文化大交流，许多灾区干部和群众到援建省市学习培训，援建省市人民自发到灾区奉献爱心
、观光旅游，亲身体验了四川的秀丽自然风光和悠久历史文化；促进了经济大合作，我们与援建省市
建立起了更紧密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和长期合作机制，推进由援建到合作、对口到全面、重建到发展
的转变，大力促进了双方经济社会交流与合作。一项项交往交流活动，见证了灾区人民与援建省市人
民情真意切的战斗友谊；一个个产业合作园区，开通了援建省市企业进军西部、投资四川的快车道；
一个个长期合作协议，打开了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推动东中西互动发展的新局面。我们坚信
，对口援建种下的友谊之花，必将永远绽放在灾区人民的心中，必将结出丰硕的全面合作发展成果。
对口支援是一部英雄史诗，永远留存了四川感恩奋进的精神财富两年多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广大援
建工作者，谱写了许多大爱大义的善行义举，留存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涌现了崔学选等许多
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四川省和全国总工会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是
灾后重建的重要参与者，是灾区巨变的历史见证者，是四川人民的学习楷模，是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
。我们要大力学习和弘扬广大援建工作者顾全大局、情系灾区的责任意识，他们带着援建省市对灾区
的巨大关怀和深隋厚谊，离开熟悉的工作生活环境，告别家乡和亲人，毅然投身对口援建艰苦工作，
这种强烈的大局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值得灾区人民永远钦佩。我们要大力学习和弘扬广大援建
工作者以人为本、真情为民的高尚情怀，他们始终以满腔热情和昂扬斗志，把灾区当家乡，把群众当
亲人，与灾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心血和汗水在废墟上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这种为民情怀，
值得灾区人民永远感恩。我们要大力学习和弘扬广大援建工作者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可贵精神，他
们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不讲条件讲奉献，不当客人当主人，冒着余震频发、山体滑坡等诸多危险，
克服水土不服、生活不便等许多困难，超常付出，忘我工作，这种无私无畏、乐于奉献的英勇气概，
值得灾区人民永远学习。我们要大力学习和弘扬广大援建工作者科学务实、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他
们本着对灾区高度负责的态度，将科学理性和务实作风贯穿援建全过程，充分尊重灾区实际和群众意
愿，与当地干部群众和其他援助力量携手并肩、攻坚克难，把援建项目建成了民心工程、优质工程、
精品工程，这种务实开拓的协作精神和科学精神，值得灾区人民永远弘扬。对口支援的重大成就，充
分证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援建省市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对口援
建的丰硕成果，倍加珍惜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倍加珍惜全面合作的美好前景，将对口支援的深情厚
谊和先进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加快四川各项事业发展的巨大动力。我们要巩固和扩大灾后重建成
果，着力抓好发展产业、扩大就业和扶贫帮困三项重点工作，大力提升灾区长远发展能力，让灾区群
众既住上好房子，更过上好日子。援建有期，友谊长存。我们坚信，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有对口援建奠定的坚实基础，有劳模精神提供的不竭动力，有灾区人民的不懈奋斗，
我们一定能够夺取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全面胜利，一个震后更加美好的新四川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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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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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建设“龙江第一县”第一节 湿疹，困扰前线指挥部第二节 龙江儿女，紧急行动第三节 北
国号令急灾区之急第四节 铁人南下：挑精兵强将第五节 “铁人”要有铁的纪律第六节 援建宣誓：龙
剑同心第七节 打造龙江第一县第八节 万水千山总是情第二章 开垦民心工程第一节 把北大荒精神带到
灾区第二节 “龙江人不说大话，只干实事”第三节 省长上阵查灾情问民意第四节 住板房，半夜撤走
警察第五节 画一朵葵花，代表我的心第六节 “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第七节 相思飘摇成千里月色
第八节 “如果那啥，把骨灰分成三纷”第三章 龙剑一家亲第一节 蓝色的板房情结第二节 龙剑一家亲
，大爱不言谢第三节 指挥部与剑阁独创援建模式第四节 剑南公路通车了第五节 一封信牵动省委书记
的心第六节 新任县委书记烧“三把火”第七节 “红砖运动”红遍剑阁第八节 副省长二入剑门，问寒
送疆“把脉”援建第九节 难舍难分兄弟情第四章 铁人在剑阁第一节 铁腿肖兴民第二节 铁脚高起生第
三节 铁嘴侯继闫第四节 铁骨夏忠玉第五节 铁肩杨渊沛第六节 铁人刘国会第七节 铁臂张焕昭第八节 铁
腕场伟杰第九节 铁指张宝武第十节 铁面王林生第十一节 铁手苑维寿第十二节 铁琴陈方斌第五章 龙剑
腾飞共创辉煌第一节 一诺干金，筑就“剑昭速度”第二节 副省长三入关，推开创阁门第三节 “告别
板房，我们感恩龙江”第四节 “天”字脚下的幸福家园第五节 打造天下第一雄关第六节 书记暗访工
程和县长累得咯血第七节 栈道，千仞崖壁凿天梯第八节 剑门关古镇焕爱勃勃生机第六章 感恩龙江第
一节 废墟篡生长爱心林第二节 二十二层大厦创剑阁新地标第三节 剑阁体育，从“心”走向活力第四
节 中华孝亲敬老之星的不了情第五节 引凤筑巢，工业园区借力起跳第六节 龙江大道破解蜀道难第七
节 感恩龙江千里行第八节 在前线指挥部的日子我们在感恩中奋进中共剑阁县委剑阁县人民政府作者
后记附录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剑阁县大事记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剑阁县重点工程名录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剑
阁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剑阁县英模榜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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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闷热了一天的剑阁，在一阵雷雨中，泛起丝丝凉意。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四川省剑阁县灾后重建前
线指挥部的蓝色活动板房里，总指挥刘国会伸手抓了几把后背上发痒的湿疹，睡意全无。他借着闪电
的亮光，戴上宽边眼镜，理了理有些散乱的头发，索性裸着上身起床。这家伙，咋就这么痒呢？刘国
会一边开灯，一边在心里嘀咕。这些天，一直困扰着他和前线指挥部队员的湿疹，还没找到有效的治
疗办法。缓慢而有节奏的脚步，在板房里挪动。他走到办公桌前，打开手提电脑，上网查询湿疹到底
是啥东西，为何如此奇痒难受？有啥特效药或者土方子可治？雨，还在下，敲打着板房薄薄的屋顶，
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所有一切都被这急促的雨水声覆盖。噢，湿疹这家伙种类还多，分：急性
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手部湿疹、脸部湿疹等。那么，刘国会与队员们得的是哪一种呢？他
边敲着键盘，边思考。立即圈定“急性湿疹”。前几天，剑阁县卫生局得知指挥部队员长湿疹后，派
来医生检查，并送来了大量的药膏，称湿疹不是什么大病，主要是四川盆地潮湿气候所致。还说，多
吃辣椒可以抗湿发汗，就不长湿疹。队员们听后，拼命吃辣椒排湿，结果不少人吃坏了胃，吃得上吐
下泻，而湿疹却依旧不见好转。有的队员开始叫苦不迭，他意识到湿疹这家伙不控制住，将会动摇前
线指挥部援建队员的军心。这不是危言耸听。剑阁地处川北边缘，高山气候明显，阴雨潮湿是这里气
候的显著特征。他们长期在北方干燥地区生活，到了这里，水土不服。昨天，他看见队员王君背上和
胳膊上，都长满了湿疹，一层压一层，一片连一片，密密麻麻，像橘皮，蛮吓人的。大腿内侧挠破皮
后，排开大腿走路，成了典型的“八字脚”。刘国会伸手撩开他的衬衣，背上的湿疹全破了皮，“啧
啧”。刘国会立即叫他去医院诊治。王君说他前后去了几次，也不见什么效果。医生吩咐他多吃辣椒
除湿。那阵子，队员们下乡查灾情，编制项目方案，指导农民自建房。三伏天，冒着强余震的危险，
走村串户，翻山越岭，一出汗水，湿疹又痒又痛，急得人直跺脚。其实要想治愈湿疹也很简单，就是
离开那个潮湿的环境，用不了几天，湿疹准痊愈。剑阁县的老百姓也暗地里替前线指挥部捏了_一把
汗。他们在替指挥部队员找专治湿疹的土方子时，心里也格外担心：这黑龙江来的12个人，说不准哪
天一觉醒来，就不见了人影，全跑回了哈尔滨。不知啥时候，这些担心和议论传到了刘国会耳朵里。
一次，他在县里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向剑阁县老百姓承诺：“不把剑阁县建设好，不把党中央、国务院
交给我们黑龙江的援建任务圆满完成，我们绝不收兵！”有老百姓对刘国会的承诺半信半疑，大家议
论纷纷：“他说得比唱得还好听！”“12个人？就能把灾后千疮百孔的剑阁县建设好，不可能。”大
家心想：他们不是铁打的，就算是铁打的，也休想干得成。光湿疹，就够折腾！还不说再加上强余震
的危险，他们难道真的不怕死？地震说来就来，是不认“黄”（四川方言：意思是不管你是谁，都一
样——作者注）的。也不知是啥时候，老百姓这些议论，又传到了总指挥刘国会耳朵里。这一回，他
没有理睬。在他心中，灾区老百姓说啥都成。他表示绝对理解。原因很简单，前线指挥部的确只有12
人，刚来剑阁不久，又不带任何援建队伍。毕竟，老百姓很实在，没有看到黑龙江开来一辆推土机和
大吊车，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施工场面和满山遍野的猎猎红旗。再加之，前线指挥部目前一件像样的
事还没办，人人就被湿疹折磨得死去活来。人家又凭啥相信咱呢？他想。不过，他心中有数：12个人
，要完成黑龙江省15亿元的援建资金项目，三年任务，两年搞定。时间之紧，任务之重，他一刻也不
敢懈怠，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过。通过网络，刘国会查清了湿疹的种类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但
关键还是需要时间来适应这里的气候。他伸了一个懒腰，摘下眼镜，揉揉酸胀的眼窝，起身朝板房门
口走去。雨，还在下，且越下越大。他打开门，呼吸着清新又湿润的空气。板房外，全是雨点“哒哒
哒”的声音，他喜欢这种声音，像催人奋进的马蹄，急促、舒展而有力。他联想到，灾情发生后，龙
江儿女紧急行动的脚步声，也像这“哒哒哒”的雨点声，从东北—直响彻云霄，落到剑阁。雨雾蒙蒙
。山风飒飒。借着闪电的光亮，他看见板房门口那条公路上，路面干干净净，雨点打在积水上，溅起
的朵朵雨花像鱼鳞般美丽。他陷入沉思。两个多月前，一场灾难，让所有中国人动容。一个民族手挽
手的力量，在这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又·次在他眼前浮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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