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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的鄢家村災後的鄢家村。。
記者李艷娟記者李艷娟攝攝

■鄢家村小學原有受損校舍已拆除，「文匯
樓」將在此塊空地上建蓋。 記者李艷娟攝

■鄢家村小學的孩子們課間在板房教室內
玩耍。 記者李艷娟 攝

■鄧美香家的新房春節前就能建好。圖
為她為孩子們做營養餐。記者李艷娟攝

烏蒙山的冬天極為寒冷，在板房裡上學
和住宿的孩子們如何過冬，讓人牽掛。記
者從會澤縣教育統計基建財務科了解到，
會澤縣教育局為海拔2,000米以上的災區學
校、在活動板房中學習和住宿的4,480名學
生每人配發了1件保暖外套、1套保暖內
衣、1雙保暖鞋，為在板房中住宿的2,003
名學生每人配發1床棉被，以確保孩子們能
夠溫暖過冬。
地震致使會澤14個鄉（鎮、街道）197
所中小學（幼兒園）校舍和附屬設施不同
程度受損，部分校舍不能再繼續使用，需
拆除重建。為解決受災學校恢復重建期間
的校舍問題，除了將安全的圖書室、音樂
室等功能用房臨時改作教室或學生宿舍
外，會澤在63所學校搭建活動板房76幢
548間。由於活動板房保暖性能差，加之會
澤地處烏蒙山主峰地段，海拔在2000米以
上的地方冬季氣溫低，氣候較為寒冷，學
生在活動板房中學習和住宿會受到冬季寒
冷氣候的影響。

除發放保暖衣服、鞋子和棉被以外，當
地的災區學校還24小時為學生供應開水，
保證學生有開水喝，寄宿學生晚上有熱水
燙腳保暖，同時學校因地制宜，組織開展
校園體育活動、課間活動等，以增強學生
體質，提高學生的禦寒能力。「半空中，大雨點兒問小雨點兒，你要到哪裡去？」小雨點兒回答：「我

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初冬的清晨，琅琅的讀書聲從
會澤縣紙廠鄉鄢家村小學的板房教室裡傳來。

「文匯樓」9月落成 學生盼赴港增見識
這座臨時建在鄢家村小學下方空地上的板房學校，佔地只有200多平方米，因空

地有限，孩子們的課間操也改為在教室裡做眼保健操。孩子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早
日回到學校裡讀書，到操場上打球玩耍。紙廠鄉中心學校校長晏祥偉介紹，鄢家村
小學建於1947年，校舍及附屬設施在地震中損毀嚴重，教學樓被鑒定成D級危
房，已不能正常使用。根據規劃，將拆除原有危房，原址新建教學樓。
地震發生後，香港文匯報積極組織員工踴躍為災區捐款，連同社會團體贊助報慶款
項共50萬港幣，用於幫助鄢家村小學重建教學樓。會澤縣教育局承諾將把重建的紙
廠鄉鄢家村小學教學樓命名為「文匯樓」。在鄢家村小學，記者看到，原有損毀的校
舍已經拆除，蓋教學樓的空地已平整出來，食堂的鋼架結構已經架起。晏祥偉介紹，
新校舍將按8級抗震的標準修建。目前校舍建設已完成前期工作，將於今年3月份動
工建設，預計在9月1日前建成，保證學生在新學年能在新學校裡上課。
鄢家村小學校長鄧明國表示，非常感謝香港文匯報的愛心捐款。鄢家村小學
六年級學生鄧光檟得知香港文匯報捐助學校建設「文匯樓」時說，謝謝香港愛
心人士給我們的幫助。學習時知道香港是祖國的「東方之珠」，她盼望長大後
能去香港看看。
板房學校旁有幾十個藍色的帳篷，在鄢家村小學上六年級的王兵，就和爺爺
奶奶住在其中一個帳篷裡。「我原來在江邊小學上學，地震後堰塞湖把學校淹
沒了，我就來到鄢家村小學讀書，爸媽在外打工，我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家
裡的房子震壞了，只能住在帳篷裡。帳篷夏天熱，冬天冷，板房學校地方小沒
有操場，我和同學原來經常一起打乒乓球，現在也不能打了。在新年裡，我很
想能和爺爺奶奶一起搬到新家裡住，能和同學一起在新校園裡像原來一樣打喜
歡的乒乓球，在寬敞的教室裡學習。」

祖屋盡毀 五口之家齊力迎新生
鄢家村村民鄧美香正忙着修建新房，雖然每天忙得像陀螺，可是一想到春節

前就能搬進自家的新屋，她和家人就渾身有勁。「地震後，家裡的房子都垮
了，一家五口人住在帳篷裡。我們打算在春節前把新房蓋好，到新家裡過年。
老公忙着進建房的材料，我早晨到鄢家村小學做營養餐，下午就回家幫忙。房
子已經動工一個月了，再過一個月就蓋好了！」
講起忙碌的新生活，鄧美香言語中透着樂觀。住了幾代人的祖屋在地震中毀
了，主要的收入來源核桃收成也大受影響，丈夫在不久前被牛踢傷，治療費用讓震
後的家庭雪上加霜，可是面對這一切困難，鄧美香笑着說：「困難嘛都只是暫時
的，難關總會過去，我們有信心把生活過好！」鄧美香打算房子蓋好後，就把家裡
養好的兩頭大肥豬殺了。「這個年還是和往常一樣要過得紅紅火火！」
紙廠鄉政府黨政辦工作人員肖永朝介紹，全鄉共有11個集中安置點，截至去年

12月3日已有6個集中安置點啟動建設，其中有2個安置點的民眾近500多戶可以
在春節前搬至新家過年。其餘安置點的工程建設將在今年7月底全部竣工驗收。

20142014年年88月月33日日1616時時3030分分，，雲南省昭通市雲南省昭通市
魯甸縣發生魯甸縣發生66..55級地震級地震，，震源深度震源深度1212公里公里，，餘餘
震震11,,335335次次。。此次地震是雲南此次地震是雲南1818年來最強地年來最強地
震震，，傷亡慘重傷亡慘重。。地震造成魯甸地震造成魯甸、、巧家巧家、、昭陽昭陽
區區、、會澤縣等地會澤縣等地617617人死亡人死亡，，112112人失蹤人失蹤，，
33,,143143 人受傷人受傷，，2222..9797 萬人緊急轉移安置萬人緊急轉移安置，，
108108..8484萬人受災萬人受災，，88..0909萬間房屋倒塌萬間房屋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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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去年88月月33日日，，雲南魯甸發生雲南魯甸發生66..55級地震級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

巨大經濟損失巨大經濟損失，，災區民眾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和家園災區民眾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和家園。。55個月過個月過

去去，，受創的家園正在重建受創的家園正在重建，，新生活開始啟程新生活開始啟程。。新年前新年前，，記者走訪記者走訪

了地震中被堰塞湖淹沒村莊和良田了地震中被堰塞湖淹沒村莊和良田、、受災嚴重的會澤縣紙廠鄉受災嚴重的會澤縣紙廠鄉。。

當地村民們的生活已恢復如常當地村民們的生活已恢復如常，，大伙忙着重建新房大伙忙着重建新房，，在板房裡上在板房裡上

學的孩子們學的孩子們，，盼着新年裡能和家人一起搬進新家盼着新年裡能和家人一起搬進新家，，和同學們一起和同學們一起

搬進新學校讀書學習搬進新學校讀書學習。。村民鄧美香說道村民鄧美香說道：「：「我們有信心把生活過我們有信心把生活過

好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艷娟李艷娟 會澤報道會澤報道

「「
我我
們們
有有
信信
心心
把把
生生
活活
過過
好好
！！」」

■災區民眾領取過冬物資。
紙廠鄉政府供圖

魯魯甸甸「「88••33」」地震地震

暖身暖腳暖身暖腳 今個冬天不太冷今個冬天不太冷

■紙廠鄉公路邊的公告牌。 記者李艷娟攝

在災區的走訪中，當地災民堅韌樂觀的
生活態度令人難忘。冬日的紙廠鄉已經寒
意深深，肖永朝和他的同事們忙着給群眾
發放救災過冬物資、統計安置點建設進
度、了解群眾所需、道路等基礎設施完善
情況等。「重建過程中，通村的公路進行
了擴修，路面進行了硬化，相信重建後的
紙廠鄉會更漂亮。」
紙廠鄉是垂直立體氣候，牛欄江從山下

流過，當地一直有山區種植核桃、花椒，
河谷地區種植冬早蔬菜的習慣。地震過
去，種植、生產正在恢復。「紙廠鄉新一
年裡花椒將大規模上市，全鄉花椒產值可
達到3,000多萬元，十年後全鄉8.3萬畝核
桃全部掛果的話，產值將達到2個億。除了
花椒、核桃、冬早蔬菜三大農業支柱產業
外，我們還在積極探索發展林下種植魔

芋。」肖永朝充滿信心地說：「等到那個
時候，你再來，一定會看到一個更美麗更
富裕的紙廠鄉。」

走出創傷走出創傷 憧憬未來憧憬未來

■災區民眾正在建蓋新屋。 記者李艷娟 攝

在昭通魯甸地震災區，五個月前的廢墟
如今也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部分
鋼結構的民居已基本建成。
據了解，雲南省成立了魯甸6.5級地震災

後恢復重建工作指揮部，圍繞居民住房恢
復重建、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基礎設施
建設、生態修復、災害防治、特色產業發
展等6項重點任務，加快推進魯甸災區災後
恢復重建各項工作，力爭2015年全面完成
民房恢復重建，2016年全面完成公共服務
設施、基礎設施和城鄉建設任務，2017年
全面完成生態建設任務。
同時，各級民政部門將魯甸地震災區受

災群眾生活救助期從以往的3個月延長為6
個月，並提高救助標準；把單帳篷變為棉
帳篷，有效提高保暖效果；追加調運相關

救災取暖物資；為每一戶受災群眾專門發
放1,200元的過冬取暖補助等措施確保災區
民眾能夠溫暖過冬。

民房重建熱朝天民房重建熱朝天 生活救助獲延長生活救助獲延長

魯甸災區恢復重建工作得到中央大力支
持。國務院於早前發佈《魯甸地震災後恢
復重建總體規劃》和《關於支持魯甸地震
災後恢復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見》（以下分
別簡稱《總體規劃》和《意見》）。
《總體規劃》提出將用三年時間完成恢

復重建任務，使災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和
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全面恢復並超過災前水
平，實現戶戶安居、家家有業、鄉鄉提
升、生態改善、設施改進、經濟發展，為
災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良好基礎。

減稅負 加大就業援助
《意見》提出了財稅、金融、土地、生
態、產業等九大類支持政策。一是中央財
政安排魯甸地震災後恢復重建資金，包乾
給地方。二是在減輕企業和個人稅收負
擔、支持基礎設施和房屋建築物等恢復重

建、鼓勵各界支持搶險救災和災後恢復重
建、促進就業等方面實行稅收優惠。三是
災後恢復重建過程中免收屬於中央收入的
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四是支持
恢復金融服務功能，發揮資本、保險市場
功能。五是免收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
用費和土地出讓收入，保證災後恢復重建
用地。六是加大就業援助，保障工傷、養
老、醫療等保險待遇支付力度，保障受災
困難人員基本生活。七是實施差別化產業
政策，支持恢復特色產業，提高農機購置
補助比例等。八是支持開展地質災害排查
與監測，加強地質災害防治基礎能力建
設，加大退耕還林政策支持，實行公益林
補償。九是加大扶貧開發和以工代賑力
度，支持重建規劃編制和環境影響評價，
下放項目審批權限，支持交通基礎設施建
設等。

中央冀魯甸中央冀魯甸 三年超災前三年超災前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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