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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李国辉 温建敏 李妹妍 实习生 吴爱丹 袁梦菲

汶川水磨镇原是一个有着 63 家污染企业的工业
小镇，在汶川地震重建之后，却成为了西羌文化名镇、
避暑胜地，更被评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 广东
作为对口援建汶川的省份，开创了震后援建的“水磨
模式”。 时任广东省援建工作组组长陈茂辉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广东援建“规划先行”，就是考虑到了汶川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产业升级、生态改善。

““一一年年未未了了情情，，一一世世永永结结缘缘””
文 / 李国辉 温建敏 李妹妍 吴爱丹 袁梦菲

广东援建的“水磨模式”创灾后重建全球最佳范例

汶川 1500 名中学生在广东复课，开启震后中学整建制跨省异地复课先河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校舍被毁，至少超
过一万名学生面临复课难题。 广东民企碧桂
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致信时任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 主动请缨将桑坪中学 1500 多
名师生接到广东异地复学一年。 这也是汶川
地震发生后首例初中整建制跨省异地复课。

广东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 1500 多
桑坪中学师生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温情
记忆。这段一年的情谊，变成了可以跨越时
间和空间的缘分。 汶川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时任桑坪中学校长陈俊良对羊城晚
报记者说，这段经历值得师生们永生珍惜。

2008 年 9 月 1 日，桑坪中学在五邑碧桂园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受访者供图

2008 年 7 月 1 日早晨五点半， 汶川桑
坪中学第一批 600 多位师生乘坐的火车专
列抵达广州火车站。 前来接站的大巴车上
贴着的是———“向英勇的汶川人民致敬”，
广东碧桂园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将他们热情
地迎上了大巴车队。

陈俊良回忆时则感慨，当时在汶川的家
园被毁了，到了广东却有了回家的感觉。

时任碧桂园学校校监、碧桂园集团对桑
坪中学异地复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梁炽娟
女士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5.12 地震发生
之后，汶川等灾区的学校都成了危房，许多
学校面临着复课难题。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
杨国强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致信，希
望能够由他捐资， 接收 1500 名到 2000 名
师生到广东异地复学。 对此，汪洋批示“善
举！ 充分显示了我省民营企业家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

随后，在广东和四川两省政府、教育部
门的紧密协调下， 确定将汶川桑坪中学
1500 多名师生接到广东异地复课， 分三批
坐火车到广东。

困难比想象中更快到来， 按原计划，桑

坪中学的师生将会被安排在碧桂园旗下三
个不同的学校，与广东的学生们在一个校园
上课。 但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家庭环境，不
同的饮食文化，这样的方式很快让桑坪中学
的学生产生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杨国强与梁炽娟商
量， 最终决定， 在暑假期间进行教室改造，
将原本已准备投入招生的江门五邑碧桂园
学校，作为桑坪中学在广东复课的校区。

与此同时，广东碧桂园学校请来了营养
师， 根据桑坪中学师生的口味进行食谱设
计，让食堂充满川味，还让教师家属加入到
食堂，一起为桑坪中学的师生做川菜。

时任桑坪中学校办公室主任王泽文告
诉羊城晚报记者， 广东人民细致入微的关
怀，让他至今记忆犹深。 刚到广东时，碧桂
园国良职业学校的一位石老师将王泽文叫
到一边告诉他，学校已经为每一位师生都准
备了生活用品，让他通知班主任，让学生集
合并分发下去。 生活用品用塑料桶装着，里
面有毛巾、拖鞋、洗发水、沐浴露、牙膏牙刷
之类的基本生活用品，但让王泽文想不到的
是，里面居然还有一把小小的指甲刀。

广东援建工作组在汶川加紧建
设新校园时，桑坪中学的师生们在江
门则感受着更直接的“广东温情”。

在地震中，不少学生和老师都受
到了惊吓，甚至家中有亲人罹难。 为
了帮助师生们缓解地震带来的心理
创伤，佛山心理协会和诸多志愿者到
江门一对一地与老师和学生面对面
开展心理辅导。

“他们给我们分组，跟我们做游
戏来开导我们。 那个时候特别开心，
在突然经历这么大的灾难之后，我们
第一次能大声笑出来。 ”当年的初一
学生马永翔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马永翔是回族，如今在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读研究生，读的是大气科学
专业。 他至今记得，为了照顾他们当
中的回族师生，学校食堂还专门开设
了回族食品的窗口。

由于地处川西，桑坪中学的学生
大多没有到过海边。 于是，碧桂园集
团将 1500 多名师生带到了珠海，圆
了不少孩子的“大海梦”；为了开拓学

生们的视野，师生们还被带到了位于
广州大学城的广东科学中心，与前沿
科技亲密接触。

为了缓解家长对孩子们的思念之
情，桑坪中学的老师们还被要求必须
每个月向家长电话汇报每一个学生
的近况，让家长能够放心。

桑坪中学师生们寒假返乡的事
件，至今让梁炽娟记忆犹新。 由于师
生们的家园被毁， 大多需要重建，寒
假和春节是留在广东度过还是回汶
川与家人团聚， 成为碧桂园集团、桑
坪中学校方、相关政府部门重点讨论
的问题。 在听取了大量意见，经过激
烈的争辩， 多方最终达成共识———必
须要让全体师生回家过年。

为了保障安全， 经过多方协调，
碧桂园集团全权负责师生的往返交
通费， 将桑坪中学全体师生送进月
台，乘坐专列回到成都，并将学生全
程护送到汶川家人的手上。 寒假过
完，碧桂园又派人到汶川将师生们接
回广东。

2009 年 5 月， 在复课一年
期限即将到来之际，时任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到江门看望了桑坪
中学全体师生。

汪洋在看望师生们时说：
“在这里， 我用一句话跟你们告
别。 一年未了情， 一世永结缘。
这一年，你们和广东人民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还要继续
维持下去……”

他还为师生们送上了一本
《面对灾难，我们选择坚强》，以
此勉励师生要坚强面对地震带
来的灾害。

当时初二年级的羌族女孩
朱瑶瑶， 与汪洋曾有多次交流。
汪洋问她叫什么名字，长大后有
什么梦想？ 当着众人的面，朱瑶
瑶回答称自己长大要当一名解
放军。 后来，当桑坪中学师生回
到新建设的汶川中学之后，汪洋
再次探望师生，并鼓励朱瑶瑶努
力学习。

“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感

恩，感恩广东人民！ 我回到家乡
之后决定一定要去当兵，去帮助
别人，去实现自己当时对汪伯伯
许下的承诺！ ”朱瑶瑶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她 18
岁时，她就应召入伍，在成都军
区当了两年兵。

如今 ，23 岁的朱瑶瑶已通
过进修拿到本科学历，在四川省
阿坝州九寨沟县漳扎镇政府负
责文化工作， 还担任驻村干部。
她正考虑报考研究生。

去年 8 月 8 日，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时， 震中就是漳扎
镇。 地震发生后，顾不上害怕的
朱瑶瑶脱险后立刻安抚群众，运
送物资，把受伤的游客、村民等
护送到医院……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桑坪
中学后来整体并入汶川中学。而
近年来，这份川粤两地之间的感
情仍然通过教师跟岗学习、视频
教室捐建、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
一直在延续着。

援建 广东立足实际更着眼未来

，

细到一把指甲刀的关怀 顶着压力送师生回乡过年

两地的情谊依然在延续

决心让水磨镇脱胎换骨
2008 年 5 月 12 日 ， 汶川发生

8.0 级地震，与震中映秀相距只有 20
公里的水磨镇， 山河破碎房屋被毁。
来自广东佛山的援建工作组，进入水
磨镇后，不光看到了一片废墟，也看
到了水磨在发展模式上的隐忧。

“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是，水磨的
工业污染特别严重， 后来我们了解
到， 在这个小镇上竟有 63 家工业污
染企业。 ”佛山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
局党组书记、时任佛山援建工作组副
组长周霞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十年前，当地人罗启彬就在离水
磨镇不远的漩口镇开石灰矿。“那个
时候，就算在家里也到处是厚厚的一
层灰，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水磨住。 ”
罗启彬说。

2008 年前后，佛山正在大面积地
进行“腾笼换鸟”，将污染巨大的陶瓷
工厂迁出佛山。援建干部们意识到，水
磨的重建绝不能继续走这条路。 他们
调研发现，水磨毗邻青城山、都江堰两
个国际旅游风景区，只要将 63 家工厂
全部关闭或转移，再打通交通、搞好环
境，就可以实现腾笼换鸟、产业升级。

从 2008 年 8 月 7 日进入水磨开

始，佛山援建工作组提出了“谋在动
之先，要对历史负责，对水磨的未来
负责”的理念，决心以高远的眼光打
造一个脱胎换骨的水磨。 最终，工作
组将“汶川生态新城，西羌文化名镇”
作为水磨灾后重建后的定位。

而在当时的汶川，“冒烟的就是
财富” 仍被一些干部群众所认同，为
打破这种思想，援建工作组积极游说
当地政府、宣传远景规划。 在阿坝州
委、 州政府的支持下，63 家企业陆续
被迁出。

规划着眼未来可持续发展
定位做好了， 小镇的规划设计怎

么做？涉及汉、藏、羌等多元文化，该如
何进行融合？ 工作组拿出了在佛山惯
用的方法———通过概念性城市设计竞
赛邀请全国的知名设计机构对水磨镇
的城市布局进行总体规划， 最终北京
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领衔的设
计方案得到了一致认可。

“那时已经快到年底了，有些工
作组已经开始建设援建项目了，我们
还在做规划。 ”周霞说。 在水磨的灾后
重建上，仅规划就用了 7 个月时间。

“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们急了就
催我们：你们怎么还不动工？ ”周霞告
诉羊城晚报记者， 为了向当地老百姓
宣传水磨未来的总体规划方案， 他们

组织镇、 村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干部群
众， 到丽江去考察旅游小镇的建设模
式。 与此同时，许多规划设计的效果图
也被打印出来，“像墙面一样大”。当地
的百姓一看， 才相信援建组真的是要
建设一个“脱胎换骨”的水磨。

正是这一规划先行，“磨刀不误
砍柴工”的做法，最终成为广东援建
汶川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时任广东省援建工作组组长陈
茂辉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广东援建
的科学规划， 就是要考虑到汶川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升级、生
态改善。

获评灾后重建最佳范例
十年前本地人都不愿意回来住

的水磨镇，已经成为成都周边主打羌
族风情的知名旅游小镇。 罗启彬后来
在水磨开起了民俗客栈，几乎每个周
末他家的房间都被订满。

汶川县水磨镇的春风阁，如今成
为了水磨镇的标志性建筑，集汉、羌、
藏族风格于一体。 站在春风阁上，水磨
羌城、禅寿古街、寿溪湖以及湖两边的
阿坝师范学院、水磨中学尽收眼底。

水磨中学校办主任王泽文说，如
今来水磨旅游，从春风阁下沿石阶而
上，欣赏禅寿古街、水磨羌城，已经成
为水磨旅游的经典路线。

水磨在规划设计上， 确立了以湖
为核心，以桥为骨架的“一湖四区”的

总体空间布局。 在寿溪河上，六座桥梁
佛山桥、顺德桥、南海桥、三水桥、高明
桥、禅城桥，将佛山援建的烙印，刻在
了这一座滨水小镇上。

寿溪湖边上的水磨中学， 是一个
总建筑面积达 42 万平方米、占地面积
近 6 万平方米的学校。 在水磨中学的
建筑设计上，多民族、地域的融合体现
得更加明显。 校园采用三合或四合的
围合院落方式布局，教学区、教研区、
生活区各自形成院落， 由回廊连成整
体。 羌藏传统建筑元素符号与现代建
筑材料、语言相结合，能够充分展现羌
藏文化艺术的魅力。

周霞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岭南夏
天日晒，又多雨，所以风吹日晒是岭
南地区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水磨中学
的连廊式的设计，正是受到了岭南建
筑的启发和影响。

“对汶川的重要建筑的规划设
计，广东是下了很大力气的，请了何
镜堂等世界有名的专家来帮我们搞
规划设计的把关。 ”陈茂辉说。

2010 年， 全球 50 多个曾经遭遇
过 7 级以上地震的国家和地区，以水
磨为样板交流灾区重建的经验。 水磨
镇还被联合国人居署 《全球最佳范
例》杂志等授予“全球灾后重建最佳
范例”称号。

“神来之笔”增强造血能力
要让汶川实现可持续发展，10 年

前的广东援建工作组根据广东的发
展经验，还创造了许多“神来之笔”，
这让汶川在重建之后，大大增强了内

生造血能力。
陈茂辉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由

于汶川地形复杂，无法发展工业，广东
援建工作组还开创了“飞地工业园”的
特色， 在成都金堂县划出了十平方公
里的土地， 大大增加了汶川全县的财
政收入，并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

而在水磨，援建工作组清楚地看
到， 当时水磨镇的人口只有数千人，
重建之后以旅游为主要生态， 客流、
人流将是维持水磨长远发展的重中
之重。

他们将目标瞄准了阿坝师专（后
更名为“阿坝师范学院”），一所在当时
就有近 15000 多名师生的大学院校。
如果能将阿坝师专引入水磨， 仅这
15000 多名师生，就可以将水磨盘活。

然而，一所大学院校要搬迁到一
个小镇上， 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了说服阿坝师专“嫁”到水磨，援建
工作组向校方重点描画了水磨的未
来规划和发展方向。 重建之后水磨

“西羌文化名镇”的定位，让阿坝师专
这一所有诸多羌族文化研究专业的
学校最终下定决心。

经过了 10 年的发展，水磨在旅游
客流量的接待能力上已经饱和， 正积
极与映秀、三江等镇联合，实现区域旅
游上的合作。 同时，水磨镇也在借助阿
坝师范学院打造文化园区， 吸聚更多
的人才留在水磨，增强造血功能。

“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践行了新
发展理念或者说高质量发展的模式，
在当时就有一种走在前列的精神。 ”
周霞认为，当年佛山援建水磨，将佛
山的改革经验带到了水磨，而水磨模
式十年后的总结，也会让佛山自身的
发展更有信心。

桑坪中学首批学生抵粤 受访者供图

航拍汶川水磨镇 刘延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