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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灾区百姓过大年》

前言

　　2009年春节是地震后灾区群众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党中央、国务院对灾区群众过好春节高度重视
，要求各地各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群众生活，开展多种形式的关怀慰问活动，营造关爱灾区的
浓厚文化氛围，让灾区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祥和、欢乐、喜庆的传统节日。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
示精神和中宣部领导要求，中宣部新闻局迅速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
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200余名记者，组成4个采访团，于2009年1月奔赴四川、甘肃、陕
西、重庆等地震灾区，深入开展亲历式采访报道，并与灾区群众一起过大年。　　心与心相连，情与
情相融。采访期间，记者们带着中央领导同志的深情问候和亲切关怀，顶风冒寒，不辞辛苦，深入新
建的居民区、正在援建的施工现场、农村灾区田间炕头、灾区群众集中安置点，用笔触、用话筒、用
镜头记录灾区恢复重建的新风新貌和群众喜迎新春的所见所闻。记者们年三十与群众共吃团圆饭，初
夕夜在百姓家中一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初二在灾区农村与村民们一起放鞭炮、贴对联、
唠家常、话未来。灾区群众为记者们春节期间到灾区采访深受感动，记者们对灾区群众奋发图强重建
家园备受鼓舞。特别的新年特别的情，一篇篇灾区过大年的新闻怍品，就这样诞生了。　　春节期间
，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共刊播灾区各类报道850余条（篇、幅）。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开设“温暖 祥和 
欢乐喜庆”专栏，新华社开设“新华社记者春节灾区见闻”“欢度春节·灾区见闻”等栏目，光明日
报开设“灾区群众欢乐祥和过春节见闻”专栏，推出了大量来自灾区一线的报道。中央电台“中国之
声”“经济之声”推出“迎春一花开一地震灾区慰问行”专栏，8套频率全天多频次滚动播出专栏宣
传片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推出挂标新闻“温暖灾区过大年”，每天从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报道
，新闻频道“新春看四方”对灾区过年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直播，其他频道也开设了相应栏目。各媒体
所属新闻网站也根据自身特点进行了充分报道。这些报道集中反映了党和政府、社会备界对灾区的关
心关爱，大力宣传了灾区恢复重建工作的新成效，突出报道了全国各地对口支援地震灾区重建项目的
新进展，充分体现了灾区干部群众的良好精神风貌，凝聚了灾区干部群众的力量和意志，增强了他们
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　　这是一个特殊的春节。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我们选编此次采访报道的
部分优秀新闻作品及体会文章结集出版，对记者是一种激励，对读者是一种鼓舞，对灾区群众自强不
息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一种宣扬，对新闻队伍作风建设也是一种推动。　　我们深信：灾区明天更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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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灾区百姓过大年》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部分，内容包括：亲历——灾后年味依然浓；感动——八方关爱汇暖流；坚信——家园明
天更美好；难忘——灾区过个特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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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灾区百姓过大年》

书籍目录

亲历--灾后年味依然浓欢欢喜喜过新年--四川灾后第一个春节扫描欢乐祥和的北川吉娜羌寨青川：四
世同堂团圆饭和和美美过大年灾区农家乐过年好红火大爱无疆--新春走访陕西灾区的抗震英雄地震使
我们的情感升华--四川灾区震后第一个春节的温情“乔迁方觉新屋好，思源倍感党恩长”--汉中灾区
看春联挥别疼痛　选择坚强 --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采访见闻爱，在你走后延续 --一个地震重组
家庭的新年约定活动板房里听民声奶奶，请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汶川灾区羌族村寨除夕见闻四川
最大板房安置区受灾群众喜度春节浓情感恩“狮”舞略阳城悲伤都过去了　我们要微笑地面对生活--
来自4位地震灾区“名人”的除夕连线新年新气象传统民俗点燃生活希望--我在灾区过大年北川吉娜羌
寨的团年饭给英雄少年拜个年金山寺村过新年绵竹：年画依然绚烂民间艺术扮靓灾区新年第二故乡过
春节--记天津对口援建陕西宁强县施工人员欢欢喜喜过大年--陕西宁强县七里坝村群众欢度春节年货
送进老望沟新年新居新生活⋯⋯感动--八方关爱汇暖流坚信--家园明天更美好难忘--灾区过个特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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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灾区百姓过大年》

章节摘录

　　对于李芸香和林兴聪来说，2009年1月25日“双茸临门”：过春节，领结婚证。在大地震中，李芸
香的丈夫、林兴聪的妻子均不幸遇难，共同的经历让两颗受伤的心灵走到了一起。回忆起逝去的亲人
，林兴聪已经没有了当初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更多的是对亲人的怀念，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我老婆
做饭好吃，对我家老人也好，村里乡亲有事都找她帮忙。地震后，每当回忆起妻子满是鲜血的脸，我
都止不住流泪，但我是村里的干部，那么多工作需要做，我白天拼命地做事，晚上蒙在被子里痛哭。
”　　亡妻的父母需要赡养，两个孩子要人照顾，已经习惯被妻子照顾的林兴聪快撑不下去了，沉重
的负担让他产生了重组家庭的念头：“如果妻子泉下有知，也会同意我的做法。我想找一个和她一样
善良勤劳的女人。”　　李芸香和林兴聪都是甘沟村的村民，李芸香嫁到甘沟村10多年，两个人从来
没打过交道，“我们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过。”老林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直到2008年7月的一天，李芸
香突然给老林打了一个电话。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芸香仍然很感慨：“丈夫走了，留下66岁的
婆婆和15岁的儿子，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无助，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给他打电话的那天，板房
社区给每户发煤气罐，可我又不在家，真是不知道有谁能帮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他，他是村里的干
部，地震后一直忙进忙出，我感觉他是个肯帮忙的人，就试着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下来
了。”　　老林代李芸香领煤气罐的事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他是负责人，跟前来的村民说：“每家
来领煤气罐的都要由户主本人签字，李芸香的我就先代她领了，等她回来再补签。”周围人当时就开
起了玩笑：“怎么着老林，对李芸香有啥想法啦？”没想到的是，一句玩笑话成就了这一对姻缘。　
　有了，这第一次，两个人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发现彼此正是自己想要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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