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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伤城之变 恍如隔世

时间倒转回5年前的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顷刻间天崩地裂，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上万间房屋
被夷为平地……这个日子从此刻在了中国人的心中。

灾后5年，捐助、援建、恢复成为汶川的主旋律，5年来，每一年，灾区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汶川地震五周年前夕，
本报特派记者重访汶川地震遗址和重建后的家园，汶川、北川、松潘……

无意打扰，只想见证时间和生命的力量。

汶川县城难寻地震踪迹

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

汶川之变却恍如隔世。

在汶川县城的新城区，一栋栋高大

的建筑拔地而起，现代化的设施随处可

见，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现代化城市的

雏形依稀显现。

灾难已经过去5年，汶川，这个曾经

因灾难而家喻户晓的县城，如今难寻当

年地震留下的踪迹，唯一还保留着地震

影子的，是位于县城中央位置的钟楼广

场，整个广场的地面，被设计成了时钟

上14点28分的布局形状。

每年的5月12日，汶川人都会齐聚

在这个广场上，举行哀悼仪式，悼念在

灾难中死去的亲人。

震中映秀化身旅游胜地

位于震中的映秀，是受灾最为严重

的小镇，如今已经成了当地有名的风景

旅游区。

映秀镇现在的主干道叫东莞大道，

道路两旁尽是些崭新的羌式风格小楼，

黄色的主色调和精致的设计，很像欧美

风格的小别墅。

随着小镇重建，当地人的谋生方式

也悄然发生变化。一些人仍有旧习惯，

上山种植，但大多数人已经依靠映秀的

旅游业过活，卖纪念品，或开小饭馆。

如今，映秀不仅彻底告别了当年的

伤痛，还开始利用起了地震的遗址，打

造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景观。

映秀的出口处，一块高逾10米的大

石头，被当地人加起护栏保留了下来。

当年地震发生时，这块巨石从对面的山

上飞落下来，直滚到现在的位置。

而在县城里一大堆新建筑中间，是

漩口中学的旧址，一切都是三年前的模

样，残垣断壁的建筑与目前的映秀显得

格格不入。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映秀看到的还

是“喧嚣”的场景。一辆辆旅游车辆停靠

在路边，手拿照相机的游客来回走动。

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如今，每天有超过

2000人来映秀参观，节假日时会更多。

讲述伤痛是为了珍惜现在

曾经的伤痛对于现在的映秀人代

表着什么？或许，从导游马媛的身上可

见一斑。

马媛今年20岁，羌族人。5年前，

她曾是漩口中学里一名初三的学生，地

震发生时，马媛由于在操场上上体育

课，而幸运地逃过一劫。

在前往对口援建的广州念了 3年

中专后，马媛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了

一名导游。如今，她每天都要接待数

批游客，带着他们前往自己当年就读

的漩口中学遗址，进行参观，然后将

发生在自己家乡的灾难讲给游客们

听。马媛说，当年的灾难，对于她来

说，是一个深深的记忆，如今把那次

灾难讲给游客们听，是为了让人们记

住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驰援：爱心反哺，心系雅安

值得一提的是，5年前汶川遭受劫

难后，得到全国人民爱心援助和援建。

而在前不久的雅安地震中，有着同样伤

痛回忆的汶川，也在其中贡献了自己的

一份力量。

在雅安地震发生仅3个小时后，一

支由120余名民兵和5名医疗人员组成

的首批汶川救援队，就带着急需医疗用

品和生活物资出发了，把汶川人的关心

和关爱带给芦山人民。当晚8点，汶川

县社会福利服务救助中心的物资储备

仓库，500顶救灾帐篷很快被装上大卡

车。得知救灾帐篷是为了支援雅安灾

区，福利院的老人们都纷纷前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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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女中学生当起了导游

漩口中学如今成了景点

5年前的地震，将这个原本美丽的城市，摧残得支离破碎。
灾后5年，记者再次踏上汶川的土地，地震的踪迹几近消失，这里

的很多地方，甚至成为了风景秀美的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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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秀镇上，地震时滚下的巨石

如今的汶川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