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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國際日報》總編輯李卓輝(右一)、泰國《京
華中原聯合日報》副社長林興(右三)等在茂縣牟托
村參訪。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駱南輝(左二)、本報社長王
樹成(左三)、馬來西亞《亞洲時報》社長張丹華(左四)、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右一)等在映秀參訪。

■三年過去，震
中映秀已看不到
絲毫災痕。

數日勾留，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參訪團內清一
色的老新聞工作者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

的資料。「災後恢復重建的成就，充分展示了四
川人民不屈的鬥志，展示了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
方支援的傳統美德。」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主
席、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說：「我們
將用手中的筆和相機，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通
過報章、網絡、視頻以至老總們自己的博客、微
博等等，以各種形式傳播出去，讓更多關心災
區、關心四川的華人了解這裡發生的一切。」

「吉娜羌寨」溫總親題名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駱南輝一語說出了

所有老總的心聲：「這次有機會應香港文匯報及
四川省政府新聞辦邀請前來採訪，機會十分難
得。當年大地震發生之後，海外華人感同身受，
《光華日報》以及幾乎所有的華文媒體的讀者都
踴躍賑災，今天當然想來了解一下救災工作的進
展，了解還有哪些方面的工作，是我們海外華人
能夠參與的。」
12日上午，在初夏明媚的陽光中，參訪團成員

首先來到了當年的重災區─北川縣擂鼓鎮貓兒
石村的吉娜羌寨，站在寨子對面的公路上，遠遠
地就可以看到「新房子、新生活、新希望」幾個
大字矗立在山坡上。羌寨依山而建，一幢幢羌式
民居散落在蒼山綠水之間，灰瓦屋頂上，五星紅
旗、各式羌旗隨風招展。家家戶戶大門上方披㠥
羌紅，掛㠥象徵吉祥的羊頭骨。蜿蜒的通道，順
㠥山勢通向寨子深處，幾乎所有民居門前都是一
個小小的壩子，樹蔭下整齊地擺㠥幾張桌子，房
屋面前掛㠥攬客的酒旗和農家樂招牌。沿街小店
舖裡，羌家刺繡、北川臘肉、自家釀的蜂蜜酒⋯
⋯獨具特色的當地旅遊產品擺放整齊。

震後6月 廢墟上新居重現
貓兒石村黨支部書記王孝虎介紹說，「5．12」

地震中，羌寨71戶人家有69戶房屋倒塌，26人遇
難。但在政府的支持下，震後僅僅6個月，重建
的羌寨在廢墟上神奇地重現，69戶居民全部搬入
新居。溫家寶總理親自為寨子題名「吉娜羌
寨」。「吉娜」在羌語裡是「美麗女神」的意
思。現在，全寨已有50%的農戶參與文化旅遊服
務，有70%的婦女積極投入羌繡創作，每月僅繡
品的收入人均能達到1,000元左右。
參訪團的老總們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四川，對各

類羌繡製品充滿了濃厚興趣，來自加拿大《加拿
大商報》的社長助理郭靈女士，肩上背的、手上
拿的都是大大小小的羌繡包，她樂呵呵地說：
「太有味道了，而且價格非常便宜，這個最大的
才一百元呢！」

本月13日下午，參訪團來到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映秀鎮，這裡
是藏羌回漢各民族融合的交匯點，素有「西羌門戶」之稱。當
年，地震不但造成當地慘重的人命傷亡，還造成了45億元的巨大
經濟損失。重建後的小鎮不僅風景優美，基礎設施齊備，而且安
全堅固。當地居民告訴我們，映秀的重建避過地震斷裂帶，全鎮
更新建6處避災廣場，一旦災害發生，上萬人在2分鐘內可全部疏
散到安全地帶。而居民的生計也在重建之中被詳加考慮，每家每
戶的底層都修建成商舖結構，居民可以很容易地做起小生意。
馬來西亞《自由日報》總編輯洪觀勝不禁感慨：這裡根本看

不到地震的痕跡，很難想像三年前曾遭受過如此慘烈的大地
震，災區重建，真創造了人間奇跡！

紀念碑前獻菊花 團員濕眼眶
70歲的印尼《國際日報》總編輯李卓輝是最年長的團友，他

不斷用鏡頭攝下自己看到的變化，並表示他正在醞釀寫一篇社
論：「題目我都想好了，叫《從悲壯走向豪邁——從四川重建
學習地震重建經驗》，希望印尼能在這方面借鑒中國的經驗。」
隨後，參訪團來到漩口中學遺址，扭曲的樓體、斷裂的鋼筋

之下，是許多已逝的生命。參訪團員們神情凝重，在「5.12」紀
念碑前列隊致哀並送上朵朵菊花，不少團員都紅了眼眶。
日本《日中新聞社》社長韓小青含㠥眼淚說，日本也是剛剛

經歷了九級地震，所以，我特別能夠體會災區人民的傷痛。當
她看到以下一系列的介紹，激動的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靜：
「震後十天，四川完成1,500多萬人的應急安置；震後一百

天，完成1,200多萬人的過渡性安置；震後一年內，355萬戶震損

住房修復加固全面完成；震後一年半，150萬戶農房重建全部完

成；震後兩年，25萬戶城市居民住房基本完成。重建後的災區

公共服務設施全面升級，建設標準更高，功能配套更全。」

災區老百姓流傳的一句話：「現在災區最漂亮的是民居，最
安全的是學校，最現代的是醫院，最滿意的是百姓」—這同樣
是海外華文媒體老總們此番災區採風後的切身感受。

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香港文匯報共同組織的「海外華文
媒體高層參訪團」此番四川採風，
不但走訪災區，作出大量報道，本
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還獲四川省
委書記劉奇葆會見。
期間，香港文匯報四川分社也欣

逢其盛，於本月12日在成都隆重舉
行授牌儀式。四川省委常委、宣傳
部部長黃新初在儀式上發表熱情洋
溢談話。他強調，香港文匯報對內
地、對四川影響都很大，是香港和
內地群眾之間重要橋樑。
香港文匯報還和四川省新聞辦公

室合辦了名為《蜀港同心》的大型
圖片展，為港人了解災區日新月異
的變化和成就，發揮了重要的作
用。

海外華文媒體
將續為川出力

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
表示，海外華文媒體三年來不間斷
地對四川進行實地採訪，每一次前來四
川，都是一次心靈的昇華和精神的提
振。海外華文媒體將一如既往，為四川
的進一步發展，為溝通四川與世界各國
的合作和交往，作出新的貢獻。

四川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省政府
新聞辦主任侯雄飛，省政府新聞辦常務
副主任趙英，省委宣傳部秘書長李江，
省宣傳部副秘書長、新聞處長李曉駿，省
外宣辦外聯處長張穎等出席授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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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駛入新北川縣城，眼前所見令團員大為驚
歎，一座座風格各異、羌味濃郁的建築錯落有致，
街道寬闊整潔，庭院中、道路旁，到處可以看見綠
樹和鮮花，那場毀滅性天災的創痕，已悄然遠去。
由於當年損失慘重，全城盡毀，這裡是汶川大地

震後，唯一一個異地重建的縣城。從2009年6月正式
動工，到今年春節前首批居民入住，一座現代化的
羌城拔地而起，城內小街曲折有度，形態多變，建
築內部豐富多彩的空間組合，充滿了羌族風情。

胡總為北川新城取名「永昌鎮」
北川新縣城規劃展示廳解說員、羌族姑娘魏歆婷

告訴我們，北川新縣城總投資111億元人民幣，是汶
川大地震災後恢復重建的標誌性工程。對於北川新
城的建設，胡錦濤總書記指示「一定要把北川建設

好！」並親自為北川新城取名「永昌鎮」。
荷蘭《歐洲商報》總編輯張新峰告訴記者，來之

前聽說整個災區正在恢復之中，但還不是很完善。
「還有人跟我說，你要小心啊，說不定路邊的山上還
有石頭會落下來，要注意安全。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這裡恢復得非常好。我們轄下的三家報紙，一定會
把四川災後重建的新面貌介紹給讀者。」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說，四年前來過四

川，深深地為這裡的秀麗山水吸引。他強調：「比
起災後依然秀麗的山水來說，四川人民的努力讓我
更加難忘。我想為四川送上鼓勵的掌聲，他們是世
界上所有經受災難、面對重建困難的人們的榜樣。」

小村落成為4A級旅遊景區
參訪團來到南新鎮牟托村，這裡是茂縣又一個被

評為國家4A級旅遊景區的村落。「牟托」在羌語中
是「太陽」的意思。整個寨子依山而建，呈台階狀
分佈，錯落有致。村民們載歌載舞，為團員們獻上
羌紅。走進寨子，一幢幢獨具特色的羌式小院掩映
在㡡鬱的樹木之間，清澈的山泉穿寨而過，房前屋
後鮮花盛開，棵棵櫻桃樹掛滿了纍纍果實⋯⋯順㠥
山勢拾階而上，一座大大的涼亭裡，羌族姑娘們正
圍坐在一起，唱㠥歌兒繡㠥花。
《加拿大商報》社長助理郭靈忙㠥給這裡的孩子

拍照。她說，從孩子們臉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們
真的很幸福。美國《美洲商報》行政總裁何國禮讚
歎道，「這裡太漂亮了！這裡的老百姓太熱情了！」
他告訴記者，來川之前就在想，經受了這樣嚴重的
傷害，短短三年真的就能恢復了嗎？但來到災區，
巨大的變化震撼了他，「災區人民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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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參訪團見證災區換新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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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的日子，來

自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馬來西

亞、菲律賓、印尼、泰國和香港等國家

和地區的20位華文媒體老總走進災區，

為自己分佈在全世界的億萬華文讀者實

地探訪災民，更以大量的直擊報道，見

證汶川已然劫後重生。三載重建非尋

常，今天面貌一新的災區，不但是世界

奇跡，更是炎黃子孫的驕傲。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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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層肯定華媒貢獻

■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參訪團
員們在坪頭村合影留念。

喜見四川涅槃
重建奮戰三載

■馬來西亞《聯合日報》執行董事沈永亮(前右
三)、本報社長王樹成等在汶川縣水磨鎮參觀
援建規劃展示。

■馬來西亞《聯合日報》總編輯劉恭慶(右
三)、 菲律賓《商報》社長助理王鴻瑜(右一)
對色彩艷麗的羌繡甚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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