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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中的苏宁人：

十十年年前前忘忘我我救救灾灾 十十年年来来将将爱爱延延续续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 汶川发生特大地
震，顷刻间，大地痉挛，山崩
地裂，数万人殒命，生命的脆
弱与灾难的无情形成惨烈对
比，山河齐哀，举国同泣。

都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危难之际，苏宁人展现
了勇于担当的精神。

十年前的 5 月 12 日下
午， 苏宁都江堰大道边的旗
舰店许多柜台突然倒下，商
品砸落一地。店员们在冲出去
的过程中意识到， 大地震来
了。当时跑往空地的实习营业
员孙永棋，在逃生途中看到一
名妇女趴在地上哭泣，怀里还
护着一个新生婴儿，此时婴儿
呼吸微弱，情况十分危急。 在
余震随时会来的情况下，他抱
起婴儿， 搀着已经骨折的母
亲，将母子送往医院，最终两
人都转危为安。

这是苏宁员工在汶川大
地震期间于危急时刻不顾个
人安危参与救援的一个画
面， 也是苏宁在天灾中表现
出来的真实写照。 当时，苏宁
四川各大门店遭遇重大损
失， 然而苏宁人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启动赈灾预案， 紧急
捐款，运送物资，并在之后参
与灾后重建工作。 过去十年，
苏宁也不忘企业社会责任，
将这份爱延续下去。

员工忘我救助母子
现任苏宁易购广州大区总经理的顾蔚，2008 年

时是成都苏宁大区负责人。 他回忆起那一天都江堰
市的情景时说， 那边原本一如往常， 街边老人们三
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喝着茶、打着牌，十分悠闲。

当日 14 时 28 分，苏宁都江堰大道边的旗舰店
实习营业员孙永棋忽然看到店里的一台电冰箱猛地
倒下， 当时他还以为是冰箱没放稳， 准备上去把它
扶好，但这时他也跌倒了，周围的人也都站不稳，大
楼剧烈晃动，随后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孙永棋拦下一辆好心人的车，将两人送往附近
中心镇医院。 这名怀抱婴儿的女子叫曹凤英，地震
发生时， 孩子刚刚出生 12 天， 她和孩子正在都江
堰人民医院第二门诊部住院， 曹凤英脚被砸伤，她
挣扎着抱着孩子从废墟中爬出来。镇医院医生检查
结果显示， 曹凤英的足关节粉碎性骨折， 无法移
动，孩子出现呼吸微弱的情况，随时可能有生命危
险， 医生建议立即将婴儿送往四川省人民医院治
疗。

在生死关头，孙永棋没有犹豫。 他和曹凤英互
换了联系方式后， 安排妻子在医院照顾曹凤英，抱
起孩子直奔成都。 在车上， 他一只手抱着孩子，另
一只手扶着孩子的输液瓶， 一个小时后到达医院
时，他的手已经僵得没有知觉了。 在省人民医院为
孩子进行住院登记时，孙永棋才意识到，自己还不
知道怀中这个孩子的名字。 很快，登记姓名为“孙
永棋弟”的婴儿接受完了诊断：新生儿娇嫩的呼吸
道和肺部在地震时吸入了大量灰尘颗粒，影响了呼
吸。 做过清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

后来， 曹凤英让孩子认孙永棋夫妇为干爹干
妈。 回忆起当年的事， 曹凤英在电话那端哽咽了，

“是他们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我们家人一辈子都
很感激”。 这份感情已经延续了十年，每年的春节，
两个家庭都会一起聚上两三天。

十年后，孙永棋也从实习营业员变成苏宁都江
堰旗舰店的销售督导。 工作之余，他常去看自己这
个干儿子，带着他吃饭、钓鱼、遛弯，“娃娃一见我
就笑，跟我亲得很。 ”

而这种忘我救援的精神，同样出现在他所在的
企业身上。

苏宁迅速启动赈灾预案
时任成都苏宁总经理的顾蔚介绍，彼时苏宁在

四川有数千名员工和 20 多家连锁店， 遍布成都及
周边地级市，其中内江、德阳、绵阳等地的苏宁门店
均位于重灾区， 部分门店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后来，接当地政府通知，苏宁在四川省境内的 24
家连锁店、在陕西地区的 2 家连锁店停业，待政府
通知后重新营业。

在自身遭遇重创情况下，5 月 12 日晚，苏宁董
事长张近东在了解当地情况并确认受灾程度之后，
马上启动赈灾预案，向灾区紧急捐赠 500 万元。

随后，苏宁立即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并赶赴
灾区现场： 一方面为了梳理公司自身受灾情况，保
障所有员工和家属安全， 并妥善安置受灾员工；另
一方面，通过实地了解灾区状况，为后期支持灾区
重建做好充分准备。

当天晚上，时任行政管理中心总监王晓兵受张
近东委托来到成都， 与顾蔚一同开展工作。“我们
与政府、救援机构保持实时沟通，确保后续救援工
作有条不紊。 ”顾蔚说。

将大批物资送至灾民手中
顾蔚告诉记者，当时，后方在董事长的部署下，

依靠集团集中的各项资源调集物资，实时搜集了解
灾区最新信息，保持信息沟通顺畅，全力支持灾区
一线的同事。而顾蔚与王晓兵则在一线细致梳理了
当地的资源，确保员工安全，研究支援方案，协调
物资，等待救援任务。

5 月 13 日， 苏宁协调了 15 辆物流配送车，协
助四川省红十字会运送救援物资。 临走前，顾蔚跟
司机师傅们叮嘱：“这些食物、水、药品是灾区人民
的希望， 是救命的， 我们一定要安全、 及时地送
到！ ”当天深夜，车队抵达都江堰幸福镇，将物资完
整送到灾民手中。

15 日，车队再次出发，将大批棉被、食品等急
需物资送到绵阳， 解决灾区的燃眉之急。 之后，这
些车辆归红十字会调度， 为灾区运送急救物资，直
到整个救灾工作结束。

同时，全国各地的苏宁员工持续开展为灾区人
民捐款捐物、义务献血、爱心义卖等活动，并利用
自身物流配送资源，协助运送救灾物资前往灾区。

为灾区捐款高达数千万
对于苏宁的这些义举， 张近东认为还不足够。

5 月 17 日， 张近东在工作例会上向大家说：“在同
胞深受灾难之时，我们更要勇于承担责任，作出自
己力所能及的贡献……相较于这次地震的破坏程
度，苏宁先前捐赠的 500 万元是远远不够的，作为
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苏宁应该有进一步的行动！ ”

5 月 18 日，张近东决定以个人名义捐赠 5000
万元，代表全体苏宁人支援灾区人民。 接着，他还
特拨 100 万元专项资金，慰问受灾员工家属，鼓励

支持灾区员工， 奖励在抗震救灾中表现优秀的人
员。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5 月 20 日， 全体苏宁员
工自发捐赠物资款项已经超过 600 万元， 苏宁公
司共计捐赠约 6000 万元。

后面的日子里，在绵阳、德阳灾区，苏宁送去了
300 多套爱心桌椅； 为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的消
防官兵送去慰问礼品； 苏宁在成都 SOS 儿童村、武
侯区浆洗街敬老院、 永丰乡敬老院举行社工服务活
动；6 月份，苏宁持续开展“家电免费检测服务”，解
决市民家电隐患；从 6 月 29 日开始，苏宁在绵阳、
绵竹、 广元等重灾区进行现场招聘， 为灾区人民解
决就业问题……

十年来一直将爱延续
灾难逐渐远去之后， 苏宁对灾区的捐献并未随

之停止。 这些年，苏宁通过“冠军课堂”工程为灾区学
校捐建大量体育教室，增添体育教学器材；帮助重建

“绵竹中学”、“峨眉山第一小学”，修建“峨眉山中心
敬老院”；与绵竹职业中专实施联合办学，培养专业
人才……

苏宁方面认为，企业不仅是创造利润的社会单
元，还应该是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 过去十年，
是苏宁转型发展的黄金十年， 也是苏宁连续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 彰显企业责任担当的十年。 十份社会

责任报告见证了苏宁大刀阔斧地发起互联网转型、
以智慧零售模式推动中国零售业的变革， 引领行业
发展并荣登《财富》500 强，向“百年苏宁、全球共享”
梦想进发的艰苦与收获； 记录了敢于拼搏、 执着向
前的苏宁人与企业的共同成长； 镌刻着“苏宁是社
会的苏宁” 的信念以及为社会贡献大爱力量的责任
和担当。

“中华慈善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
苏宁凭借在公益慈善与社会责任领域的重大贡献三
获其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华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指导的“中
国慈善排行榜”活动中，苏宁荣获“十大慈善企业”
称号。 这些崇高荣誉的背后，是苏宁人 20 多年如一
日、 十几万人心与爱相随一步一步走来的脚印，是
苏宁人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 每一步脚印都刻下
深深的时间标记，在这些时间标记中“5·12”尤为引
人注目……

如今，被孙永棋救起的婴儿已经成长为活泼可
爱的小小少年，正在幸福快乐地成长着；孙永棋还
在苏宁门店工作着，继续着每日的忙碌，生命中多
了些从容与笃定；王晓兵与顾蔚仍奋战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尽职尽责。 顾蔚表示：“那段日子带来的
感动让我们接受了一次生命洗礼，更懂得祥和生活
来之不易。 苏宁的企业社会责任、苏宁人的大爱也
将会继续延续。 ”

（马化展）

苏宁爱心物流车

苏宁社工志愿者与灾区儿童
展开互动

汶川奇迹展现“广东效率”重建， 在这里， 建筑行业
的常规一次次被打破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温建敏 李国辉

汶川一中教学楼一角

今年 3 月，陈茂辉回了一趟汶川，不到两个
月的时间，5 月 8 日， 他又坐上了飞往四川的航
班，“我经常回去，去汶川一中、水磨镇、映秀震中
纪念馆等地方走走，看看我们援建的成果。 ”

这里曾是无数广东援川干部日夜奋斗的地
方。 作为广东对口援建汶川工作组组长，他在震
后两年里跑遍汶川的每一个村落，也在无数个不
眠的夜里为这片土地规划着重建蓝图。 为了灾区
人民尽早回归家园， 援建工作组在科学规划之
外，以高标准严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确保工程
建设“又好又快”。

汶川这十年的发展让他由衷感到欣慰。“现
在看来， 汶川这十年不但巩固了我们援建的成
果，也实现了大的发展和跨越，老百姓安居乐业，
生机勃勃。 ”

广东速度：
180 多天完成常规 500 天的工程

2008 年 8 月 7 日， 陈茂辉和广东省第一批
援川干部辗转进入汶川县时，对灾后重建工作已
经做好了“打一场硬仗”的准备，“当时提出‘三年
任务两年完成’，还要保质保量，时间紧任务重。”

对重建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广东耀南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耀南还提前做了功课。 在参
与重建项目投标之前， 他曾赴汶川详细了解，并
在投标文件上列出了将要面对的五个难题：灾后
环境恶劣；用水用电困难；材料运输困难；任务
紧、工期短；质量要求高。

但建设过程中冒出的各种问题还是大大出
乎援建者们的意料。

“最纠结的首先是交通堵塞。 ”陈茂辉说，从
汶川到成都 140 公里的公路，震前走只需两个多
小时，震后却往往长达十几个小时，“道路都震坏
了，加上沿途时常有飞石，建设材料从外地拉过
来，经常堵在路上过夜，大大影响建设进度。 ”

当年 9 月前保证 16 所学校交付使用， 是援
建者们立下的“军令状”。但在汶川一中的施工现
场，几十台挖掘机日夜开机挖出来的仍是松散的
泥沙及鹅卵石， 李耀南熬红了眼咬紧了牙根：确
保基础的工程质量，采取大开挖的形式！ 挖掘机
再次轰隆隆响彻几个日夜后，大部分地基已经深
到 5.9 米左右时，施工人员终于挖到了坚实的受
力层———此时， 工程进度已经比预期耽误了 20

多天。
而另一边，由于拆迁高压线耽误了大量的时

间，2 月份就已奠基的绵虒小学直至 4 月份才全
面开工———距离 9 月 1 日开学仅剩四个多月，如
期完工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珠海援建小组工
程部部长张彤急了，在电话里大吼“不惜一切代
价加快进度！ ”

“那时候工地都是全面开花、同时开工，所有
人加班加点。 ”陈茂辉至今仍对此印象深刻，为了
抢施工时间， 原来一个学校由两个组负责建设，
后来增加到六个组，“一定要用人海战术。 ”

绵虒小学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直接从成都
抽调了 200 多人增援； 而在汶川一中的施工现
场， 李耀南带着 13 个班组长没日没夜地干，“日
常同时施工的工人有 1500 人左右， 最高峰曾达
到 1800 人。 ”

超乎寻常的人力投入创造了“广东速度”：
开工四个多月后，绵虒小学赶在 8 月底前验收交
付；而总建筑面积 6.89 万平方米的汶川一中，按
常规建设速度至少需要 500 天，但广东援建者建
成仅用了 180 多天，提前 12 天完工，创造了灾后
恢复重建史上的奇迹。

广东质量：
汶川一中项目获“鲁班奖”

为确保三年重建任务提前完成，建造一个安
全的新汶川，广东援建组会同汶川县对援建项目
实行全过程目标倒逼管理：工期越紧，越要加强
质量和安全管理。

江门市对口援建雁门乡工作组长甄励富印
象最深的是汶川一中体育馆的建设：这里的每一
根柱子都使用了 28 条 36 毫米的粗口径螺纹钢，
钢筋含量之高， 按建筑惯例可以建 20 多层高的
楼房，但在这里，仅仅用于 20 多米高的建筑。

在这里，建筑行业的常规一次次被打破：江门
市抽调了 16 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一个工程质量
监督小组， 全程监理汶川一中的建设———而惯例
上监督工程的质量，由建筑业主担任监理即可。

关于质量， 负责监理汶川一中工程的伍德平
有过这样的描述：“一般工地的砌砖都是拉一根
线，为了保证垂直度和平整度，这里施工时始终是
拉着两条线，成本也较在广东高出 30%以上。 ”

岷江边上，广东最大的援建项目———汶川一
中背靠撕裂的山体，数月内拔地而起。 几近苛刻
的施工质量也为广东援建者赢得了众多的赞扬：
2010 年， 汶川一中获得中国工程质量最高荣
誉———“鲁班奖”。

据了解，所有援建项目均以抗震 8 度或 9 度
设防，采用了橡胶隔震垫、滑板支座、消能阻尼器
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隔震技术，如汶川二小教
学楼下方就加装了橡胶隔震垫，大大提高了抗震
能力和建筑安全度。

2010 年 8 月，曾经的震中汶川发生强降雨，
全县发生 16 处泥石流， 岷江河水进入正在重建
中的映秀镇。 事实证明，广东科学重建的成果经
受住了暴雨、山洪、泥石流的重重考验———71 栋
749 户房屋被洪水冲刷浸泡四天四夜后，专家鉴
定，房屋依然安全！

去年 5 月 12 日，作为汶川一中的名誉校长，
李耀南应邀“回了一趟家”。 他欣喜地发现，经历
了九个春秋寒暑的洗礼，整个校区都没有出现渗
漏的现象，“由此印证了主体结构质量已经达到
自防渗漏，使用寿命达到了国家房屋使用期的规
范要求。 ”

广东效率：
汶川大地上的重建奇迹

“援建汶川应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 ”地震十
年后， 陈茂辉这样评价广东对口援建汶川的工
作。

像汶川一中一样创造了 180 多天施工纪录
的“奇迹”不胜枚举：仅 160 天，水磨中学教学大
楼就拔地而起；2009 年 9 月，惠州援建三江乡的
46 个项目全部竣工， 成为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第
一个恢复重建项目整体竣工的乡镇，创下了三年

任务 13 个月完成的纪录；2009 年 9 月底， 东莞
援建映秀各项工程建设全部完成……

在陈茂辉案头的工作备忘录中，还清晰地记
录着援建汶川 702 个项目“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
成”的点滴进度：

2009 年 8 月 27 日，广东省援建汶川县 16 所
学校全部交付使用， 从动工到建成用时不到一
年；

2009 年 12 月 3 日，广东省援建汶川县农村
居民住房、城镇居民住房、医疗卫生设施、城乡
供水设施、城乡道路设施、社会福利设施、文化
体育设施、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农副产品流通设
施、防灾避灾设施等总投资达 30 亿元的“十大
民生工程”交付使用；

2010 年 10 月 10 日，援建项目全面完成。
“广东理念”、“广东速度”、“广东质量”……

如今的汶川，这样的赞誉不绝于耳。 随处可见的
现代化住宅、 学校、 医院和各项公共设施诠释
的，不仅仅是非常时期的“广东效率”，更是广东
援建者对灾后重建这个课题的答卷。

“广东选择优先安排城乡居民住房、学校、医
院、社会福利等民生工程。我们下了很大决心，根
据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他们的实际情况进行建
设。 ”以学校援建为例，过去的汶川大大小小分散
着一百多所学校，师资不足，教学质量比较差，广
东援建工作者经过调研整合资源，基本确定了每
个乡镇有一所规模相对大的学校，也提升教学质
量。

十年后再回汶川，走进在威州、水磨、映秀
等地援建的项目，陈茂辉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高速路通了，交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县城里高
楼大厦起来了，街道干净漂亮，老百姓住进了好
房子，还搞起了农家乐，“汶川生机勃勃，老百姓
的日子也过得更加幸福。 ”


